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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西部农业旱灾变化趋势及其成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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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利用吉林西部近 50年的农业成灾面积统计资料和气象资料 ,提示了西部的农业旱灾整体

呈波动上升的变化趋势。 特别是进入 20世纪 80年代以后 , 在全球温暖化的大环境背景下 , 旱灾

已成为当地农业可待续发展的最主要的障碍因素 , 并引起一系列的生态环境问题。影响农业的旱

灾既有自然因素又有人为因素。 针对吉林西部的旱灾 , 提出了一系列减灾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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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球温暖化的加剧 , 旱灾已成为影响范围最广、 造成经济损失最大、 被认为是世界

上最严重的自然灾害类型
[1 ]
。中国旱灾频繁发生 ,影响面较广 ,是造成农业经济损失最严重的

气象灾害 [ 2]。20世纪 50～ 80年代因旱灾损失的粮食占全国粮食总量的 50% [ 3]。吉林西部位于

松嫩平原的西南部 , 是农牧交错地带 ,生态环境具有敏感性和脆弱性等特点。水、旱、风、雹、

霜、虫等灾害频频发生 ,旱灾更是十年九旱 ,其造成的粮食减产量占自然灾害的 60%以上。由

于干旱具有持续时间长、 影响面积大的特点 , 特别是 80年代以后 , 旱灾造成经济损失愈来愈

大 ,同时也引起生态环境的恶化 ,而生态环境的恶化又进一步加剧旱灾的易发性、多发性。因

此研究旱灾的变化趋势和分析其成灾原因 , 采取相应的减灾对策 , 对吉林西部平原生态环境

的修复和建设 , 对此区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1　旱灾变化趋势研究

农业生产具有开放性和暴露性的特点 , 容易遭受自然灾害。 常用指标有受灾面积、 成灾

面积、粮食减产量和成灾率 ,其成灾率定义为成灾面积占播种面积的比值 ,这些指标反映了灾

害的影响范围和致灾程度 [4 ]。

吉林省旱灾有几百年记载 , 但至建国以前 , 只是一些定性的灾情描述 , 缺少灾情定量的

数据。这次研究收集、 整理了吉林西部 1951～ 2000年有关的气象、 水文、 灾害等方面的定量

数据资料 [ 5] [ 6] ,做了西部降水量、蒸发量的变化趋势图 ; 以旱灾的成灾面积和成灾率的柱状图

为背景进行变化趋势研究 , 发现旱灾总体上呈逐年波动上升趋势 , 具体表现为三个不同变化

阶段。

1. 1　旱灾变化趋势

从 1951至 2000年之间 , 只有 5年没有发生旱灾 ( 1979、 1988、 1990、 1997和 1998年 ) ,

　　收稿日期: 2003_ 01_ 17

　　作者简介: 王娟 ( 1968- ) , 女 , 黑龙江双城市人 , 在读博士 , 主要从事自然灾害与农业生态环境方面的研究 .



其余 45年都发生不同程度的干旱灾害 ,成灾频次达到 90% 。成灾面积和成灾率整体呈逐年递

增变化趋势 , 主要分三个不同阶段: 1951～ 1960年间 , 成灾面积和成灾率呈下降趋势 , 成灾

面积、 成灾率变化范围分别为: 4. 7万～ 17万 hm2、 4% ～ 17% , 参照吉林省水旱灾害等级划

分为中级～ 轻级 ; 1961～ 1978年间 , 这两指标呈近平缓的波动上升 -下降变化趋势 , 其变化

范围分别为: 4万～ 17万 hm
2、 4% ～ 15% , 灾害级别以轻级为主 ; 1980～ 1999年间 , 其成灾

面积和成灾率是前二阶段的 5倍多 ,呈阶梯状上升趋势 ,其变化范围为: 1. 4万～ 102万 hm
2、

1% ～ 86% ; 最严重的 2000年成灾面积占播种面积的 86% , 农业收成不到三分之一 , 灾害级

别以重灾、 极重灾为主 , 这期间是有干旱记录以来最严重时期 , 旱灾有继续加重趋势 (图 1、

表 1)。

图 1　吉林西部农业旱灾成灾面积、 成灾率与降水量、 蒸发量变化趋势综合图

　　　表 1 吉林西部旱灾成灾面积时段划分统计表

时段
成灾面积 (× 104hm2 ) 成灾率 (% )

均值 最小值 /年 最大值 /年 均值 最小值 /年 最大值 /年
灾害等级

Ⅰ : 1951～ 1960 8 4. 7 /1958 17 /1951 7. 2 4 /1956 17 /1951 中～ 轻

Ⅱ : 1961～ 1978 10 4 /1978 17 /1967 9. 6 4 /1978 15 /1967 轻～ 中

Ⅲ : 1980～ 2000 69. 5 1. 4 /1983 102 /2000 60 1 /1983 86 /2000 重～ 极重

1. 2　降水量、 蒸发量变化趋势

农业旱灾与降水量的偏少、蒸发量的偏大有直接的联系。吉林西部近 50年的降水量、 蒸

发量相应于农业旱灾的三个阶段变化趋势为: 第一阶段 , 降水量大体呈增大趋势 , 最大值与

最小值之差为 200 mm, 蒸发量呈 “ W” 型变化 , 差值为 400 mm; 第二阶段 , 降水量、 蒸发

量呈减少趋势 , 差值分别为 370 mm、 508 mm; 第三段 , 降水量、 蒸发量变化较复杂 , 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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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0年间 , 降水量呈波动增大趋势 , 而蒸发量呈减少趋势 , 差值分别为 370 mm、 508 mm ,

1991～ 2000年间 ,除了 98年本地区降水量较多外 ,其它年都呈减少趋势 ,而蒸发量呈较明显

的增大趋势 , 差值分别为 200 mm、 387 mm。 50年来降水量整体呈减少的趋势 , 蒸发量整体

呈增大的趋势。

2　引起干旱灾害的原因

吉林西部处于农牧交错地带 , 生态环境具有脆弱性和敏感性等特征 , 在不受人为因素干

扰下其脆弱性、 敏感性是隐性的 , 而在人为作用的强烈影响下 , 环境的脆弱性和敏感性会很

快显示出来 , 并以灾害的形式表现出来。

2. 1　形成干旱灾害的自然因素

2. 1. 1自然地理因素

吉林西部位于松嫩平原的西南部 , 省内地势以东南高西北低 , 以中部大黑山为界分为东

部山区和西部平原 ,因受东北 -西南方向的长白山脉地势影响 ,使南或东南来的气流受阻 ,水

汽多数在长白山脉形成降雨 , 致使东部山区水量充足 ,很少干旱 ; 只有少量水汽深入内地 , 特

别是春季 , 南来气流本来不多的水汽 , 到西部平原就更少了 , 故吉林省干旱以西部为主。 西

部平原虽然相对高差变化不大 , 但地形复杂 , 排水不畅 , 境内多为古河道 , 而古河道又多为

碱化草甸土 , 加之干旱与盐碱相互作用 , 造成土壤结构不良 , 沙碱地肥力降低 , 保土保肥保

水能力变差 , 促使农业旱灾加重。

2. 1. 2　气候因素

受全球气候变暖趋势的影响 , 吉林省自进入 80年代以来 ,气候有较大幅度的变温和增干

现象。研究资料表明 , 由于受东南亚季风的影响 , 吉林省 40年际季节气温表明 , 冬季较 50年

代明显变暖 , 升温 2℃左右 , 夏季升温较弱 , 约 0. 5℃ ; 西部地区冬季较 50年代升温 1. 95℃ ,

夏季下降了 0. 8℃ [7 ]。气温升高将增加蒸发量 , 增大水分消耗 ; 同时 , 气候偏暖时期的降水变

化比较复杂 , 可能引起降水量及其地域分布的变动 , 这必将影响水分的收支 , 导致旱灾频繁

发生
[8 ]
。

西部多年平均降雨量为 406. 3 mm、蒸发量为 1 801. 6 mm,降水主要集中在夏季 ,占 70%

以上 , 且多以大雨、 暴雨为主 , 易形成涝灾。作物需水量在春季平均为 73 mm, 这一时期降

水量平均为 37 mm, 多年平均缺水达 36 mm , 造成 80%以上的年份发生春旱。因此 , 此地区

易发生春旱 , 约占 60% , 春夏连旱约占 23% , 夏旱约占 17%。

西部所处的地理位置 , 决定其日照时间长 , 高于吉林省的平均值 , 约 2 850～ 2 950 h, 此

地区 750～ 850 h日照百分率达 70%以上 ,它加速了水分的蒸发 ; 同时西部受东南亚季风的影

响 , 风速大 , 平均风速 3级以上 , 春季最大风速达到 20 m /s, 年≥ 8级风日数 10～ 40 d, 这

又加速地面的蒸发 , 为干旱灾害又提供一个有利的自然条件。

2. 1. 3　本地区水资源量贫乏

旱灾是一种自然灾害 , 它不仅与天然降水量有关 , 还与此地区水资源量的多少有紧密的

联系 , 吉林省是水资源贫缺的省份 , 而西部又是吉林省人均占有水量比较少的地区 , 人均水

量约 1 000 m
3 , 是贫水区。西部平原年径流的年际和季节变化较大 , 丰枯水年之比为 3. 7∶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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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春汛期、 枯水期和夏汛期之分 ; 流经西部主要河流为松花江、 嫩江、 第二松花江和洮儿河 ,

前二者是过客水 , 自从洮儿河上游建了水库以来 , 只有在丰水年 , 河道才有水。 因此西部河

川流量占全省的 0. 8% , 而耕地面积却占全省的 32. 8% , 人口占全省的 19% , 均水量为 225

m3 /hm2 ,表明地表水资源时空分布与农牧业的布局和发展不协调不适应。 水资源短缺使当地

抗旱救灾能力较弱 , 从而增加了农业旱灾发生的频率和旱灾威胁。

2. 2　人为因素

吉林西部处于农牧交错带 , 其生态环境很容易受到人为因素的干扰 , 在影响干旱的因素

中 , 自然因素固然起主要作用 , 但人为因素决不能忽视。人口的急剧增加和社会经济的飞速

发展 , 使人类对各种灾害系统的作用越来越强 , 从某种意义上说 , 农业旱灾是社会因素导致

的脆弱性- “缓慢的、 长期的危机” , 在致灾力触发下表现出来的 “剧烈的、 紧急危机” 的动

态变化过程 [9 ]。

2. 2. 1　人口膨胀超过了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

按联合国提出的人口密度 ,在半干旱的农牧区人口密度不应大于 20人 /km
2 ,而西部现在

人口密度为 127人 /km2是规定的 6倍。这就需要更多的粮食、衣物和能源来满足人类生存 ,于

是人类将更快地、 更大规模地开发、 利用自然资源 , 这又进一步加速了生态环境的弱脆性并

使之恶化 , 从而形成了人口膨胀 -人类活动加剧- 生态环境恶化 -旱灾加剧的恶性循环。

2. 2. 2　人为因素加重了旱灾

由于受经济利益的驱使 , 西部草地过度放牧现象严重。 过垦、 过牧破坏了植被 , 使土壤

结构恶化 , 蓄水保墒能力衰退 , 从而加重了旱情的发展。

本地区水利工程设施建设滞后 , 水利工程的不完善 , 致使水量供需矛盾得不到解决 , 进

而发生有水洪灾 , 无水旱灾的现象。

生态环境脆弱地区往往是经济落后的地区 , 缺少足够地抗旱救灾的资金。其次 , 各流域

缺少统一系统的管理 , 如洮儿河、 霍林河自上游建水库后 , 河水被大量截流 , 使下游河床干

涸。再者 , 西部地表水比较贫乏 , 但地下水储量较大 , 地下水开采资源量约 40. 4× 108m
3 , 约

占全省的 46. 9% , 如资金较充分 , 可以多打些抗旱救灾井 , 尽量减少农业损失。

3　减灾对策

针对吉林西部旱灾及其成因 , 提出以下减灾对策。

3. 1　观念减灾

针对本地区降雨少、 水资源严重不足的事实 , 提高全民的水危机意识 , 树立较强的抗旱

意识。 根据当地的自然条件 , 严厉制止对草原和林地掠夺性、 破坏性开发 , 搞好农、 林、 牧

合理化布局 , 因地制宜地退垦还草、 退垦还林 , 进行生态环境修复建设。充分发挥森林和草

原具有防止水土流失、 调节气候的功能、 减少风速、 降低土壤蒸发的功能 , 只有这样才有可

能扭转吉林西部干旱化和荒漠化的趋势。

3. 2　工程减灾

充分发挥水利工程的作用 , 对现有的水利灌区进行修建 , 使其既能起到蓄水又能滞洪的

作用。 发展节水型农业 , 如实行井渠结合、 低压管道输水灌溉、 喷灌、 微灌和非充分灌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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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水技术。发展生物工程技术 , 提高土壤营养成份 , 提高土壤保水、 保肥能力。 据试验 , 土

壤有机质提高到 1. 5%左右 ,雨水的入渗量比有机质含量在 1%以下的增加 1倍 , 蒸发量减少

40%。 鼓励农民积蓄农家肥 , 多种豆科植物和绿肥作物 , 做到用中有养 , 养中有用 ; 以肥培

土 , 以肥调水 , 并对不同作物施用微量元素 , 促进作物根系发展 , 使作物根系发达健壮向土

壤深层扩展 , 增加抗旱能力 [10 ]。

3. 3　品种减灾

吉林西部以玉米为主要粮食作物 , 而玉米抗旱能力差 , 需水量较大。因此在作物布局和

选品种上要因地制宜 ,调整品种 ,选用对本地区生态环境适应较好的作物和品种 , 如谷子、大

麦、 向日葵、 马铃薯等抗旱能力强的作物 , 以适应当地的生态环境 , 尽量减少干旱带来的农

业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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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Tendency and Causes of Agricultural

Drought Disasters in West Jilin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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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lege of Env ironment and Resources , J ilin University ,

Changchun 130026, Jil in Province, China )

Abstract : Based on the sta tistical data of area affected by ag ricultural disasters and

clima te da ta of recent 50 years in west Ji lin, the general tendency that ag ricul tural

drought disasters in w est Jilin a scend in a curv e is put fo rw ard. Especially af ter the

1980s, under the circumstances o f global wa rming , the drought disasters become a ma-

jor obstacle to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 f local ag riculture and result in a series o f

envi ronment problems. Drought disasters af fecting ag riculture are ascribed to both na t-

ural and human factors. Some strategies fo r drought disaster reduction in w est Ji lin are

put forw ard.

Key words: Ag ricul tural drought disaster; tendency; cause analysis; disaster coun-

termeasures; w est Ji 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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