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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干旱灾害研究

黄 国勤
(江西农业大学 , 中国南昌　 330045)

摘　要: 在江西 ,干旱灾害是仅次于洪涝灾害的第二大农业灾害。本文对江西干旱灾害的面积、频

率、 分布、 危害及其成因等作了较全面的调查和分析 , 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减轻江西干旱灾害的若

干建议 , 可供有关部门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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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旱是江西农业灾害中仅次于洪涝灾害的第二大农业灾种 , 它对江西农业的高产稳产和

持续增产已构成重大威胁。 如不及时采取有效对策和措施减轻干旱灾害的影响和危害 , 势必

影响 21世纪江西农业的持续、快速和健康发展。本文拟在研究、回顾建国 50 a来江西干旱灾

害发生和发展基本规律的基础上 , 提出减轻干旱灾害的具体措施 , 以便为江西农业的发展作

出贡献。

1　干旱灾害概况

1. 1　灾害面积

表 1显示: ( 1) 建国 50 a来 , 江西每年均有旱灾发生 , 只是受灾范围不同、 面积大小不

一而已。 ( 2)从受灾面积来看 , 1997年受干旱灾害面积最小 , 只有 5. 57万 hm
2 , 占全省耕地

面积的 2. 43% ; 1991年干旱面积最大 , 达 144. 23万 hm
2 , 占耕地面积的 61. 54% ; 其他一般

年份全省旱灾面积为 30～ 40万 hm
2
, 占耕地面积约 10% ～ 15%。 ( 3) 从成灾面积大小来看 ,

< 10万 hm
2
的年份共有 17 a, 10～ 20万 hm

2
的年份共有 19 a, 20～ 40万 hm

2
的年份有 9 a ,

> 40万 hm
2的年份有 5 a。 ( 4) 从成灾率来看 , 一般年份为 50%左右。 ( 5) 从不同年代来看 ,

总的趋势是: 60年代和 70年代 , 全省干旱灾害有所减弱 , 表现为受灾面积、 成灾面积及其占

耕地面积比重均有所下降 ; 80年代、 90年代旱灾趋向严重 , 这与广大农村自实行家庭联产责

任制以后在一定程度上放松了农田水利建设有很大关系。

1. 2　受灾县数

1949～ 1990年中 , 江西共有 1 500个县 (次 ) 遭受干旱灾害的危害 , 平均每年有 35. 7个

县受灾。这即相当于每年全省约有 1 /3的县数要遭受干旱的侵袭和影响 , 这是江西农业生产

中必须以予重视和关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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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1 江西省 1949～ 1998年干旱灾害面积*

年份

受灾面积 成灾面积

(万 h m2 )
占耕地

(% )
(万 hm2 )

占耕地

(% )

成灾率

(% )
年份

受灾面积 成灾面积

(万 h m2 )
占耕地

(% )
(万 hm2 )

占耕地

(% )

成灾率

(% )

1949 11. 19 4. 73 5. 04 2. 13 45. 1

1950 25. 79 10. 30 14. 84 5. 92 57. 5

1951 58. 59 22. 82 37. 18 14. 48 63. 5

1952 20. 32 7. 39 12. 69 4. 62 62. 5

1953 43. 86 15. 92 23. 41 8. 50 53. 4

1954 29. 32 10. 64 14. 61 5. 30 49. 9

1955 31. 20 11. 30 14. 16 5. 13 45. 4

1956 48. 14 17. 23 24. 93 8. 92 51. 8

1957 51. 12 18. 17 28. 42 10. 11 55. 7

1958 50. 38 18. 14 32. 08 11. 55 63. 7

1959 38. 26 14. 08 23. 34 8. 59 61. 0

1960 45. 63 16. 89 25. 30 9. 36 55. 5

1961 40. 21 14. 72 22. 37 8. 19 55. 6

1962 31. 57 11. 55 18. 29 6. 69 57. 9

1963 88. 23 32. 24 56. 95 20. 81 64. 5

1964 29. 11 10. 64 6. 87 2. 51 44. 4

1965 15. 66 5. 73 8. 89 3. 25 56. 8

1966 18. 07 6. 96 9. 63 3. 71 53. 3

1967 17. 40 6. 79 10. 60 4. 13 60. 9

1968 14. 70 5. 91 9. 44 3. 79 64. 2

1969 10. 41 4. 23 7. 13 2. 89 63. 4

1970 11. 55 4. 80 6. 92 2. 88 59. 9

1971 37. 82 15. 62 16. 22 6. 70 40. 9

1972 14. 11 5. 83 6. 33 2. 61 14. 9

1973 11. 69 4. 84 5. 91 2. 45 50. 6

1974 21. 67 8. 98 9. 54 3. 96 44. 0

1975 12. 39 5. 14 6. 33 2. 63 51. 1

1976 22. 30 9. 26 12. 77 5. 31 57. 3

1977 13. 01 5. 41 5. 98 2. 49 46. 0

1978 84. 38 35. 16 47. 72 19. 88 56. 6

1979 33. 90 14. 13 16. 12 6. 72 47. 6

1980 22. 38 9. 35 11. 45 4. 78 51. 2

1981 41. 79 17. 47 17. 13 7. 41 42. 4

1982 21. 26 8. 91 9. 31 3. 90 43. 8

1983 28. 49 11. 95 12. 26 5. 14 43. 0

1984 21. 45 9. 01 10. 62 4. 46 49. 5

1985 42. 99 18. 15 16. 61 7. 01 38. 6

1986 96. 03 40. 62 47. 88 20. 25 49. 9

1987 22. 80 9. 65 7. 7 3. 26 38. 8

1988 68. 88 29. 20 30. 76 13. 04 41. 7

1989 45. 86 19. 47 14. 19 6. 02 30. 9

1990 55. 67 23. 69 19. 54 8. 31 35. 1

1991 144. 23 61. 54 96. 18 41. 04 66. 7

1992 65. 29 27. 94 42. 62 18. 24 65. 3

1993 15. 08 6. 48 9. 46 4. 07 62. 7

1994 13. 18 5. 70 6. 91 2. 98 52. 4

1995 28. 72 12. 44 14. 09 6. 10 49. 1

1996 20. 06 8. 71 12. 41 5. 39 61. 9

1997 5. 57 2. 43 3. 47 1. 51 62. 3

1998 15. 93 6. 98 11. 62 5. 09 73. 0

50年代 39. 70 14. 60 22. 56 8. 30 56. 8

60年代 31. 10 11. 74 17. 55 6. 63 56. 4

70年代 26. 28 10. 91 13. 39 5. 56 51. 0

80年代 41. 20 17. 35 17. 85 7. 52 43. 3

90年代* * 40. 41 17. 43 24. 03 10. 5 59. 5

　　* 根据 《江西水旱灾害》、 《江西统计年鉴》 整理而成 ; * * 指 1990～ 1998年的平均数。

2　干旱灾害频率

2. 1　伏旱频率

按有关规定 , 出现在 6月下旬至 8月 20日的干旱 , 称为伏旱。根据江西省气象局研究 ,

自 1951年以来 , 全省无伏旱出现的年份为零 , 历年均有部分站出现不同程度的伏旱 ; 其中达

4级 (特重干旱 ) 伏旱的 28 a频率为 64% , 但出现 4级伏旱的多数年份范围较小 , 28 a中有

24 a只有 10个以下站达标 ,且其中有 11 a只有一个站出现 4级伏旱。伏旱的出现与雨量分布

有直接关系 , 少雨期伏旱多 , 多雨期伏旱少。 60年代是江西少雨期 , 因而出现伏旱的频率也

最高 , 达 93. 2% (表 2)。 70年代是多雨期 , 伏旱出现的频率也较小 , 为 83%。 就伏旱的程

度而言 , 90年代达 4级标准的频率最大为 10% 。从 1990～ 1994年的 5 a中 , 全省有 42站次

出现 4级 , 其中 1991年有 35站达 4级 , 占全省范围的 45% , 是江西解放以来 4级伏旱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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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广的一年。

2. 2　秋旱频率

秋旱是指发生在 8月 21日至 10月 10日的干旱。历年 8～ 10月全省降水量比汛期明显偏

少 , 3个月 (即 8、 9、 10月 ) 雨量只占全年雨量 15%～ 17% , 因而干旱频繁。 为研究方便 ,

一般将秋旱分为轻度、 中度、 重度和严重秋旱 4级。

江西秋旱发生频繁。全省轻度以上秋旱几乎年年都有地区出现 , 尤其是武宁、 宜丰、 婺

源、 安远等县年年都会发生 ; 中度以上秋旱的频率为 50%～ 70% ; 重度以上秋旱频率为 20%

～ 40% ; 严重秋旱为 3%～ 15%。从 60年代至 90年代中期 , 轻度以上秋旱以 80年代最为严

重 , 出现频率达 95. 1% ; 以 70年代为最轻 , 出现频率为 91% ; 但重度以上伏旱却以 60年代

　　　　表 2　　江西省 50～ 90年代的伏旱频率 (% )

年代 1级 (轻度 ) 2级 (中度 ) 3级 (严重 ) 4级 (特重 )

50年代 87. 3 64. 3 34. 2 6. 3

60年代 93. 2 65. 0 31. 2 6. 2

70年代 83. 0 49. 7 25. 8 7. 6

80年代 91. 4 62. 5 22. 3 2. 9

90年代 84. 2 63. 0 27. 0 10. 0

　　　　表 3　　江西不同区域历年伏旱分布的频率 (% )

区域 1级伏旱 2级伏旱 3级伏旱 4级伏旱

赣北 90. 9 60. 4 25. 2 5. 3

赣中 97. 4 60. 5 29. 4 7. 5

赣南 95. 4 60. 1 28. 6 6. 7

最多 , 出现频率为 44. 6% , 80年代最

少 , 出现频率为 24. 1% 。

3　干旱灾害分布及造成的
损失

3. 1　分布的一般规律

( 1) 伏旱分布的一般规律　就伏

旱而言 , 其出现、 分布与地形状况有

关 , 一般是平原多于山区。 全省以南

城出现频率最大 ,为 98% ; 星子最小 ,

为 80% 。以地区而言 ,赣中最为频繁 ,

赣南次之 , 赣北最轻 (表 3)。 从表 3

可知 , 各区域中 2级伏旱频率基本相似 , 但 3级、 4级伏旱频率则赣中最多 , 达 29. 4%和

7. 5% , 而赣北分别只有 25. 2%和 5. 3%。

( 2)秋旱分布的一般规律　江西秋旱北部多于南部 ; 干旱频率等值线呈舌形自北向南伸 ,

频率由北向南递减 , 至赣南南部的龙南、 定南、 寻乌等地基本无干旱 ; 从地形分布来看 , 频

率等值线由河谷向丘陵、 山地递减 , 表明平原、 河谷的秋旱多于丘陵、 山地。

( 3) 就伏旱和秋旱比较而言 , 秋旱多且重于伏旱

3. 2　干旱灾害的分区

江西干旱有明显的地域性差别。随纬度与高度不同 ,而气候有变异 , 干旱也就有差别。全

省按地势不同 , 大致可分为常旱区、 易旱区和少旱区。 赣北平原 , 还有局部盆地 , 如吉泰盆

地、 赣州盆地、 信丰盆地、 南丰盆地与弋阳盆地 , 为常旱区 , 主要出现在新余、 新干至都昌、

波阳之间 , 包括 32个县 , 占全省总县数的 39% (表 4)。但在鄱阳湖滨湖平原水网圩堤区 , 因

湖水位下降 , 涝渍相对减少 , 种植面积扩大 , 反而因旱丰收。在丘陵区界于平原盆地与山地

之间 ,旱情比常旱区轻些 ,但也间有出现 ,为易旱区 ,全区共有 33个县 ,占全省总县数的 40%。

在山区 , 如九连山区、 井冈山区、 武夷山区与怀玉山等 , 因海拔较高 , 大都在 1 000 m以上 ,

为少旱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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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4 江西省干旱灾害的分区

类型 县　　　名

常旱区

新干、 新余、 清江、 丰城、 高安、 南昌、 新建、 临川、 东乡、 进贤、 余干、 波阳、 都昌、 星子、 吉

水、 吉安、 泰和、 上饶、 广丰、 铅山、 横峰、 弋阳、 金溪、 南城、 南丰、 广昌、 石城、 于都、 兴

国、 信丰、 南康、 赣县

易旱区

瑞金、 会昌、 宁都、 大余、 遂川、 万安、 莲花、 永新、 安福、 永丰、 峡江、 萍乡、 分宜、 上高、 黎

川、 宜黄、 乐安、 崇仁、 玉山、 贵溪、 余江、 万年、 乐平、 武宁、 奉新、 靖安、 安义、 永修、 德

安、 湖口、 瑞昌、 九江、 彭泽

少旱区
寻乌、 定南、 全南、 龙南、 上犹、 宁冈、 宜春、 万载、 修水、 景德镇、 德兴、 资溪、 安远、 崇义、

宜丰、 铜鼓、 婺源

　　 由上不难看出 , 赣中、 赣北丘陵滨湖平原与局部盆地多发生干旱 ; 若发生特大干旱 , 则

遍及全省各地 , 即使是少旱区域也难幸免。

3. 3　干旱造成的损失

从 1949～ 1990年 , 江西因干旱总共损失粮食 2 452. 3 t, 相当于江西省 1998全年粮食总

产量的 1. 58倍 ; 平均每年减少粮食 58. 39万 t, 占全年粮食总产量的 6. 10% (表 5)。

进入 90年代 , 干旱灾害给江西农业及经济造成的损失并没有减少 , 如 1992年江西发生

严重干旱 , 造成不少水库、 山塘干涸 , 200万人、 30余万头牲畜饮水困难 , 干旱造成 14. 2万

hm2农田绝收 , 粮食损失达 8. 4亿 kg , 全省因干旱直接经济损失达 8亿元。

　　　表 5 1949～ 1990年江西干旱灾害造成的粮食损失

年份
粮食损失量

(万 t )

占全年粮食比重

(% )
年份

粮食损失量

(万 t)

占全年粮食比重

(% )

1949 16. 42 4. 24 1971 62. 14 6. 25

1950 35. 34 7. 87 1972 20. 10 2. 02

1951 94. 75 22. 12 1973 21. 87 2. 32

1952 26. 23 4. 56 1974 32. 51 3. 30

1953 66. 63 11. 57 1975 19. 27 1. 82

1954 45. 76 7. 96 1976 38. 69 3. 77

1955 45. 98 7. 34 1977 25. 55 2. 35

1956 74. 14 11. 43 1978 157. 08 13. 95

1957 88. 77 13. 56 1979 52. 91 4. 08

1958 113. 24 17. 10 1980 50. 95 4. 11

1959 62. 67 9. 99 1981 76. 22 6. 01

1960 88. 22 14. 55 1982 28. 03 1. 99

1961 84. 00 13. 77 1983 42. 78 2. 93

1962 56. 69 9. 39 1984 33. 97 2. 19

1963 136. 91 21. 47 1985 73. 65 4. 80

1964 41. 63 5. 94 1986 151. 81 10. 44

1965 32. 44 4. 04 1987 34. 47 2. 21

1966 32. 98 4. 09 1988 125. 68 8. 19

1967 35. 90 4. 67 1989 65. 16 4. 10

1968 21. 80 2. 63 1990 93. 01 5. 61

1969 16. 65 1. 92 合计 2 452. 30 　

1970 29. 30 2. 97 平均 58. 39 6.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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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干旱灾害成因

( 1) 不利的气候因素　降水不均 , 温度过高 , 水分蒸发量太大 , 这是造成江西伏、 秋干

旱的主要原因。江西省的干旱大多发生于伏秋期间 , 春旱、 冬旱也少有发生。这主要由于江

西地处东亚季风区 , 雨量季节分布不均造成的。表 6为南昌、 吉安、 赣州三站年、 季历年平

均雨量及各季雨量的百分率。从表 6可以看出 , 4～ 6月的雨量三站在 650～ 800 m m, 各占年

雨量的 1 /2左右 ; 7～ 9月雨量在 300 mm左右 , 占年雨量的 20% ; 10～ 12月、 1～ 3月的雨量

百分率分别为 12%和 20%。作物主要生长期 4～ 6月平均蒸发量南昌站为 485 mm , 7～ 9月为

867 mm , 1 d最大蒸发量在 7、 8月可达 18～ 19 mm。按作物需水量来衡量 , 7～ 9月的降雨量

一般是不能满足喜湿作物需要的。这样 , 江西省伏秋期间的干旱就比较频繁。

( 2)不良的土壤性状　江西红壤面积占土地总面积的 70% 。一般来说 ,红壤调控水分、供

应水分的能力均较弱。由表 7可以看出 ,土壤入渗量 507. 4～ 785. 4 mm ,约占降水的 42. 6%。

在入渗土壤水中 , 通透库容、 无效水库容较高 , 有效水库容低 , 仅占其贮水库容的 1 /3。而且

有效水的释放主要在低吸力段 , 有效水中难以有效的水比例较大。因此 , 可供作物利用的易

有效水不足贮水库容的 1 /5。

　　　表 6　　南昌、 吉安、 赣州的年降雨量及其季节分布

站名
年雨量

(m m)

1季度 2季度 3季度 4季度

m m
占全年

(% )
mm
占全年

(% )
mm
占全年

(% )
mm
占全年

(% )

南昌 1 596 317 20 816 51 305 19 156 10

吉安 1 471 296 20 691 47 301 20 174 12

赣州 1 431 292 20 648 45 317 22 190 13

　　　　表 7　　赣东北低丘红壤区水资源的季节平衡

月份
降水量

( mm )

土壤入渗量

( mm)

径流量

( mm)

1～ 3月 240. 0～ 315. 0 119. 6～ 168. 8 120. 4～ 146. 2

4～ 6月 630. 0～ 795. 0 174. 2～ 279. 0 455. 8～ 516. 0

7～ 9月 270. 0～ 405. 0 115. 2～ 215. 8 154. 8～ 139. 2

10～ 12月 150. 0～ 225. 0 98. 4～ 121. 8 51. 6～ 103. 2

全年 12 990～ 17 400 507. 4～ 785. 4 782. 6～ 954. 6

　　 ( 3) 不 “巧” 的作物生育季节　江

西伏秋季节 ,正是作物生长发育旺季、盛

季 , 缺水恰似卡住作物 (或果木 ) 的

“脖子” , 加剧了伏秋旱的威胁。 如花生

于 7～ 8月中旬进入结荚饱果期 ,需水量

约占全生育期田间总耗水的 1 /4～ l /3。

严重干旱可使花生空壳绝产。伏旱的出

现 , 会导致早稻 “高温逼熟” 灾害发生 ,

造成早稻灌浆受阻 , 千粒重下降 , 早稻

产量降低。秋旱的出现 , 则对晚稻产生

不良影响 , 影响晚稻的高产稳产。

( 4) 不当的人为调控措施　一是乱

砍滥伐 , 造成植被 (森林 )覆盖率下降 ,

这在 60～ 80年代表现得尤为严重 ;二是

乱挖滥垦 , 造成水土流失不断加剧 ; 三是农田水利设施的老化、 失修和人为破坏 ; 还有 , 不

合理的耕作栽培措施 , 等等。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江西干旱灾害的发生和危害。

5　减灾建议

( 1) 植树造林　目前 , 江西森林覆盖率已达 53. 3% , 在全国各省区市中名列前茅。但江

西的森林植被质量并不高 , 仍存在 “远看绿油油 , 近看水土流” 之景象。这说明 , 江西在今

后的工作中 , 一方面要大力开展植树造林 , 进一步提高森林 (植被 ) 覆盖率 ; 另一方面要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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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对森林的培育和管理 , 使森林植被质量有一个大的提高。 只有这样 , 才能充分发挥 “绿色

水库” 在抗御江西干旱灾害中的作用。

( 2) 完善设施　首先 , 要对现有的江、 河、 湖、 库和水坝、 水沟、 圩堤等进行一次全面

的、 大规模的清理、 修复和整治 ; 其次 , 要增加水利建设的投入 , 有计划的兴建一批高质量

的防洪、 抗旱水利设施 , 以真正发挥 “白色水库” 在抗旱减灾中的功能和作用。

( 3) 改良土壤　土壤 , 尤其是理化性状优良的红壤具有巨大的蓄水和保水功能 , 常被誉

为 “隐形水库”、 “黄色水库”。大力改良江西红壤 , 切实发挥 “黄色水库” 的蓄水、 保水和供

水作用 ,对于减轻江西伏秋干旱灾害对农业生产造成的不良影响具有重要作用和现实意义。具

体措施包括: 增施有机肥、 扩种绿肥和豆科作用、 作物秸秆还田、 实行作物轮作、 少耕 (免

耕 ) 与常耕相结合 , 等等。

( 4) 科学种植　①因土种植 , 使作物 (植物 ) 与环境相互适应 ; ②复合种植 , 包括农 -

林复合种植 , 如幼林、 幼果地间作花生、 萝卜、 西瓜、 大豆等 ; 作物间实行间作、 混作、 套

作和复种 ; ③立体种植 , 如 “顶林、 腰果、 谷农、 塘鱼” 等 ; ④覆盖种植 , 如秸秆覆盖、 薄

膜覆盖、 绿色覆盖、 残茬覆盖 , 等等。

( 5) 节水灌溉　大力提倡和发展微灌、 滴灌、 喷灌、 管灌、 渗灌等节水农业技术 , 不断

提高水分利用率和生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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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Drought Disaster in Jiangxi Province

HU ANG Guo-qin

(J iangx 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 Nanchang 330045, China)

Abstract : Drough t is the most serious ag ricultural disa ster but f lood and w ater lo g-

ging disaster in Jiangxi Prov ince. The area , f requency, dist ribution, ha rm and causes o f

drought disaster. in Jiangxi province a re investiga ted and analy zed in this paper. In the

meantime, some suggestions for drought disaster reduction are proposed as a reference

fo r the depa rtm ents concerned.

Key words: drough t disaster; f requency; cause; disaster reduction; Jiangxi

prov 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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