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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全球气候变暖，重庆市綦江区气候也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在此背

景下，綦江区农业气象灾害以及病虫害发生概率也更高，给当地农业生产的影响

也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基于此，本文首先分析了綦江区气候变化特征，并重点

阐述了气候变化对綦江区农业气象灾害与病虫害的影响，最后梳理了几点应对策

略，以供相关人士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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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人类活动以及生态环境问题的加剧，全球气候变化总体上呈不断增暖趋

势，我国整体气候同全球气候一致也呈增暖趋势[1-3]。气候变暖促使各类极端灾

害性天气现象和病虫害发生频率不断攀升，对农业生态环境带来了极大影响。虽

说我国在气候变化及其对农业生产的影响方面取得了很多成效[4-6]。然而我国地

域辽阔，不同的区域气候变化也有所差异。所以强化局部地区气候变化的研究特

别重要。綦江区隶属于重庆市，位于四川盆地东南边缘，地理坐标处于

28°27′-29°11′N，106°23′-107°03′E 之间，境内地貌主要包括山地、

丘陵 2种地貌类型，地貌特点是，南边和西边位置高、北边和东边地势低。境内

气候为亚热带湿润气候，主要气候特点是：降水量丰富、光照资源少。在全球气

候变暖的背景下，綦江区农业气象灾害、病虫害也越来越多。基于此，本文首先

分析了綦江区气候变化特征，并重点阐述了气候变化对綦江区农业气象灾害与病

虫害的影响，最后梳理了几点应对策略，以推动綦江区农业产业安全、健康发展。 

1 资料与方法 

本文气象数据由重庆市綦江区气象局提供，主要涵盖 1961-2021 年重庆市

綦江区平均气温以及降水量观测数据资料。本文采取气候倾向率以及滑动平均法

来分析綦江区气候变化特征。 

2 綦江区气候变化特征 

2.1 綦江区气温变化特征 

由 1961-2021年綦江区年平均气温变化趋势可以获悉（图 1），近六十年綦

江区年平均气温呈波动下降变化趋势，变化倾向率为-0.127℃/10a。1961-2021

年綦江区年平均气温最高值为 20.1℃（2006 年），年平均气温最低值为 16.8℃

（2012年）。结合綦江区 5 年滑动平均曲线分析了解到，1961-2021年綦江区年

平均气温可整体上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1961~2010年綦江区年平均气温呈波动

升温变化趋势；2011年至 2021年，年平均气温则呈现波动下降的变化趋势。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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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开始，气温偏低主要是因为綦江区气象站迁站造成的，迁站之后綦江区

温度比以前的数据降低了 1.0~2.0℃。总体来说，1961~2010 年綦江区年平均气

温呈增暖趋势，而从 2011 年开始因为气象站搬迁的原因，导致气温数据不具备

连续性，气温分析并没有代表性。在本文重点考虑 1961~2010年綦江区气候增暖

给农业气象灾害病虫害造成的影响。 

 

图 1  1961-2021年綦江区年平均气温变化趋势 

2.2 綦江区降水量变化特征 

通过认真剖析1961-2021年綦江区降水量年际动态变化得到结果如下（图 2），

近六十年来綦江区降水量整体上呈增加的变化趋势特征，降水量变化倾向率为

7.061mm/10a。此外，年降雨量最大值是 1439.7mm（2020 年），年降雨量最少值

为 590.3mm(2011年)。根据 5 年滑动平均值曲线分析发现，近六十年来綦江区降

水量周期波动较大，总体呈增加变化趋势。 

 

图 2 1961-2021年綦江区年降水量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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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气候变化对綦江区农业气象灾害的影响 

近年来，在全球气候变暖大背景下，綦江区年平均气温以及降水也呈异常波

动变化趋势，这导致綦江区高温干旱、暴雨洪涝等农业气象灾害天气频发，给綦

江区农业生产会造成负面影响。 

3.1 高温干旱 

近年来，綦江区高温干旱出现频率愈来愈高，经常给綦江区农业生产带来

严重危害。春旱影响小春作物的健康生长发育以及大春作物的正常播栽。伏旱通

常出现在七月和八月，往往伴随高温热害同时出现，会影响到水稻以及玉米等大

春作物产量的形成，干旱严重时甚至会导致植株脱水死亡，进而使得作物绝收。

此外，持续高温使池塘水位大幅下降，还会造成养殖水体大幅减少，影响群众的

经济收入。例如 2022 年夏季，綦江区受副热带高压气旋的持续影响，使得綦江

区出现持续高温天气，给农业生产带来了特别严的干旱灾害，导致大面积的水稻、

马铃薯、玉米等夏秋节作物受旱，部分作物颗粒无收，造成十分惨重的农业直接

经济损失。 

3.2暴雨洪涝 

在全球气候增暖的大环境下，綦江区降水波动起伏很大，每年五月至九月

綦江区时常出现暴雨洪涝灾害，不仅会导致作物倒伏严重或者被水冲走，还会导

致田地被淹没或者被冲毁，给作物造成极大损失[7]。例如 2020年 6月 22日，綦

江区出现大范围暴雨洪涝灾害。使得綦江区 21 个街镇的农业灾情均十分严重。

据相关农业灾情资料统计显示，本次暴雨洪涝使得綦江区大田农作物受灾面积达

776.7公顷、成灾面积 460公顷、绝收面积 93.4 公顷，农作物产量损失达 2268

吨，造成的经济损失达 1551 万元；水果、茶叶受灾面积 73.4 公顷、成灾面积

17.3公顷、绝收面积 0.7公顷，产量损失 8吨，造成的经济损失 18万元；损毁

耕地 63.3公顷。灾情还导致隆盛以及赶水等地区的 2个牛场、5 个猪场受灾。 

3.3风雹 

风雹是綦江区四月至九月发生几率很高的强对流天气，虽说影响区域很小，

但是突发性强、危害特别大。在气候变暖的背景下，綦江区冰雹以及大风灾害也

愈来愈频繁，风雹灾害会导致大面积农作物倒伏，导致枝叶受损，落花落果，影

响作物安全生长。例如 2021年 5 月 3日，綦江区 11个街镇相继出现风雹灾害，

给当地农业生产造成不同程度的危害。 

4气候变化对綦江区病虫害的影响 

4.1 气候变化对农作物病虫害类型产生的影响 

近年来，因为气温、降水的波动异常变化，我国农业生态系统也产生了很

大变化，变化最明显的表现情况的是农作物病虫害的危害性越来越大，并且病虫

害的类型逐渐增多[8-9]。在綦江区，种植规模最大的作物就是水稻。綦江区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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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农作物病虫害涉及到稻曲病、稻瘟病、稻纵卷叶螟、稻螟虫以及稻飞虱等。綦

江区稻曲病通常在八月份开始对作物造成危害，即在水稻扬花以及孕穗后期侵染

水稻，它属于菌性病害，通常在日平均温度处于 25℃至 30.0℃之间比较容易出

现，此类病虫害主要对水稻稻、籽粒造成严重危害，水稻籽粒一旦感染稻曲病菌

丝体将会直接受损，不仅使得水稻籽粒品质下降，而且会影响籽粒饱满程度，减

轻千粒重，严重影响到水稻产量和品质的提升。水稻各个生育期均可能会出现稻

瘟病，特别是苗期以及分蘖期、抽穗初期发生几率更大。綦江区稻瘟病一般出现

在盛夏七、八月，该时间段为綦江区水稻旺长时期，若出现高温高湿的气候，极

易造成稻瘟病，稻瘟病不仅会影响水稻产量，而且还会影响稻米品质。稻纵卷叶

螟为鳞翅目螟蛾科害虫，在綦江区每年主要出现 4 代，稻纵卷叶螟喜欢把水稻叶

片纵向卷曲起来，躲藏在内取食叶片表皮和叶肉危害；稻纵卷叶螟 1-2龄幼虫在

叶片上危害，3龄后逐渐卷叶，食量随着虫龄的增大而变多。严重情况下吞食叶

片会对光合作用造成不良影响，导致水稻生长受到阻碍，进而使得水稻产量大幅

减少。水稻二化螟、三化螟、大螟简称水稻螟虫，它们均以幼虫在水稻茎秆上进

行钻蛀为害。稻飞虱是对水稻生产危害较大的一类害虫，通常此类害虫在綦江区

八月至九月经常出现。稻飞虱主要选择刺吸式口器刺穿水稻的茎、叶以及穗，进

而对水稻植株中的汁液进行吸收，这样作物营养物质被消耗掉了，进而影响作物

的安全生长。从外部条件发现，叶片变黄变褐，阻碍了其生长发育，导致水稻植

株倒伏，不利于水稻抽穗结实，使得水稻产量显著下降。近年来，由于暖冬的存

在，作物病虫害越来越频繁，严重威胁到粮食生长安全[10]。 

4.2 气候变暖对害虫迁飞的影响 

结合我国一些研究结果了解到，气候变暖的幅度伴随着纬度而不断增加，

在此条件下南北温差逐渐变小，而夏季风越来越强，秋季副热带高压减弱东撤的

速度不断变慢。在这种环流背景条件下，稻飞虱、粘虫以及稻丛卷叶螟等迁飞性

害虫逐渐向北迁入的范围愈来愈广[11]。再者，气候变暖，温室效应的存在，促使

大气环流在出现变化之后，迁飞性害虫春秋往返迁飞的路径也遭受一些影响，因

为大量迁飞性害虫的迁飞路径基本和大气低空气流的运行方向一致，使得害虫集

中危害的区域分布也会有所变化[12]。对于水稻而言，稻纵卷叶螟俗称“卷叶虫”、

“苞叶虫”，是水稻生长最重要的迁飞性害虫，在綦江区发生几率高。例如 2020

年 6月至 7月初，綦江区降水量较大，降水天数多，潮湿气候促使稻纵卷叶螟繁

殖危害变得越来越重，再加上外地虫源迁入量大，虫量上升非常快，田间危害十

分严重，导致稻纵卷叶螟发生程度四级，局部田块发生程度高达五级，发生田块

占百分之七十以上，卷叶率最高达百分之二十一，平均达到百分之十，稻纵卷叶

螟最高虫量已达平均每公顷达二十五万多头，危害最重的田块，水稻叶片刮白面

积较大，给水稻作物的健康生长发育造成不良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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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农业气象灾害与病虫害应对策略 

5.1 加强农业气象灾害监测、预报预警工作 

为了有效防御农业气象灾害，綦江区气象局应结合当地气象实际和农业防灾

现状，不断建立健全农业气象灾害监测、预报预警系统的建设，要强化綦江区各

个乡镇、村落气象要素监测预报以及农村地区田间小气候的监测工作，确保各农

业生产区气象要素数据的自动化采集、处理以及传输，大幅增强綦江区气象监测、

预报能力。要重点做好綦江区短期气象预报以及中长期天气预报分析、研究工作，

并且注重落实各重要天气过程的会商研判以及监测预报预警，进一步提高綦江区

高温干旱、暴雨洪涝、风雹等农业气象灾害预报预测水平。 

5.2 提高农业气象灾害预报服务的时效性 

綦江区各气象局应特别注重预警信息的发布，提升预警信息发布的时效性以

及范围。要努力扩大农村地区气象灾害预警覆盖面的情况上，确保所有相关人员

均可以接收到信息；气象部门需要强化和通讯运营商之间的沟通协作，不断拓宽

气象信息发布渠道，提升气象预报预警信息发布渠道的畅通性[10]。此外，要尽可

能借助于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系统、官网、村村通、手机短信、电视台、抖音、

微信公众号等各类发布手段以及途径向相关单位与农民群众及时发布气象灾害

预警服务信息，使大家能够第一时间安排好农事活动，采取有效的措施防御农业

气象灾害，最大程度地减少气象灾害所带来的农业经济损失。 

5.3 强化农业病虫害的监测预报与防治工作 

预测是做好农业病虫害防治的关键依据。綦江区各乡镇需要将病虫害调查

监测当作第一要务来抓，对农业生产区需要加强开展病虫害监测业务，要定期进

行排查，要求切实对病虫害做到尽早发现，尽早防治，防止出现平时不排查，等

到发现时病虫害危害已相当严重的情况。綦江区应构建全面的病虫害预报网络体

系，及时获取綦江区病虫害的发生趋势，对区域性病虫害现象进行短期预报预警，

同时要求可以根据綦江区作物生长状况以及气候环境等数据信息开展主要农业

病虫害的长期预报。此外，一旦监测到农业病虫害，要严格落实统防统治的原则，

尽可能遏制农作物病虫害的蔓延发展，切实做到“虫口夺粮”。在病虫具体防治

的时候，要综合分析綦江区的气候变化规律以及病虫害爆发的主要条件，搞清楚

两者的关联性，确保挑选适宜的时间点进行农药防治，还应配合生物防治、农业

防治、物理防治等绿色防治方法，通过综合防治措施来提升农作物病虫害防治效

果。 

6结论 

综上所述，全球气候增暖背景下，綦江区气候也发生了异常变化， 1961~2010

年綦江区年平均气温呈波动升温变化趋势；綦江区降水量周期波动较大，总体呈

增加变化趋势。在气候异常变化形势下，綦江区高温干旱、暴雨洪涝以及风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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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端灾害性天气以及病虫害均出现越来越频繁，给当地农业生产带来的危害极大。

因而，为更有效地应对农业气象灾害以及病虫害问题，要加强农业气象灾害监测、

预报预警工作，提高农业气象灾害预报服务的精细化和时效性水平；还需要强化

农业病虫害的监测预报与防治工作。通过各项措施来减轻农业气象灾害及病虫害

给农业造成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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