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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气候变化加剧的背景下，农业生产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气温的升高、降水的不稳定以及极端天气事件的频

繁发生，都对农作物的生长和产量产生了严重影响。基于此，本文首先阐述了气候变化对农业的影响，为全文奠定基础。

随后详细的分析了气候变化背景下的农业适应性栽培技术要点，如改进灌溉技术、土壤改良技术、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等，

以期提高农作物对气候变化的适应能力，以保障农业生产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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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气候变化，包括降水变化、温度升高、极端天气事件等，已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对农业生产带来了严重的影响。在这样

的背景下，研究农业适应性栽培技术显得尤为重要。为了应对气候变化对农业生产的影响，适应性栽培技术已经成为近年

来研究的热点。适应性栽培技术通过调整作物品种、耕作方式、灌溉制度等措施，提高农业生产力，保障粮食安全。因此，

研究气候变化背景下的农业适应性栽培技术具有重要意义。

1. 气候变化对农业的影响

在作物产量和品质方面，气候变暖导致温度的升高和降

水模式的改变，从而影响到农作物的生长周期和生长环境。

一方面，高温会导致作物生育期缩短，减少光合作用和养分

吸收的机会，从而降低产量。另一方面，干旱和洪涝等极端

天气事件频率的增加会导致作物遭受干旱或水浸等灾害，进

一步影响产量。

对于水资源来说，气温上升导致蒸发速率加快，土壤

水分蒸发加剧，使得农田的灌溉需求增加。然而，降雨分布

不均和降水量变化也使得农业面临着水资源供应不稳定的

风险。干旱地区的农业生产将受到更大的冲击，而一些原本

水源充足的地区也可能面临水源枯竭的问题。

在生态环境方面，气候变暖和生态环境的变化导致了

一些物种的迁移和栖息地丧失。这对于依赖特定物种的农业

系统来说是一个重大挑战。例如，蜜蜂等传粉昆虫对于许多

农作物的授粉至关重要，但气候变化可能破坏它们的生境和

迁徙路径，进而影响到农作物的繁殖和结果 [1]。

2. 气候变化背景下的农业适应性栽培技术分析

2.1 改进灌溉技术

对于灌溉制度，在灌溉制度的制定过程中，要充分考

虑作物的需水规律、土壤湿度和天气条件等因素，以实现节

水高效灌溉。具体来说，可以根据作物的不同生育期、不同

生长阶段对水分的需求，制定相应的灌溉定额和灌溉时间。

例如，在作物苗期，灌溉频率和灌溉量应适当减少，而在作

物生长旺盛期和开花结果期，灌溉频率和灌溉量应适当增加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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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溉定额 = 作物需水量 + 土壤蒸发蒸腾量 - 自然降水量

其中，作物需水量可根据作物的生育期和生长阶段来

制定，例如：

苗期：灌溉定额 = 作物种植面积 *(10~15)mm

生长旺盛期：灌溉定额 = 作物种植面积 *(20~30)mm

开花结果期：灌溉定额 = 作物种植面积 *(30~40)mm

同时，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在降水较少、蒸发量大

的情况下，适当增加灌溉频率和灌溉量，以确保作物的正常

生长。

在水资源方面，传统的地面灌溉方式往往导致水资源

的浪费，因此需要改进灌溉方式，提高灌溉效率。

滴灌、喷灌等高效节水灌溉技术是加强水资源利用的

重要方向。滴灌是通过管道将水一滴一滴地输送到作物根

部，可以有效地控制灌溉水量，减少蒸发损失，从而有效利

用水资源，比传统地面灌溉可节水 30%~50%，肥料利用率

可达到 70%~80%；喷灌则是利用喷头将水喷洒到作物表面，

具有灌溉均匀、高效节水的特点，可节水 20%~40%，适用

于各种地形、土壤和作物，特别是大田作物。

2.2 土壤改良技术

在气候变化背景下，土壤侵蚀、土壤盐碱化、土壤板

结等问题日益严重，对农业生产造成严重影响。因此，可以

通过土壤改良技术提高土壤质量，从而提高农作物产量和质

量，以适应气候变化 [3]。

土壤侵蚀控制措施的农艺技术主要包括深耕深翻、种

植绿肥等，通过改良土壤结构，增加土壤有机质含量，提高

土壤抗蚀能力，深耕深翻的深度一般在 20-30cm。种植绿肥

的品种包括苜蓿、大豆、黑麦草等，种植密度一般控制在

20-30 万株 / 公顷。

土壤盐碱化治理措施需要通过物理、化学和生物技术

相结合，治理土壤盐碱化，提高土壤质量。物理措施主要包

括排水洗盐、深耕深翻、引洪放淤等，通过降低地下水位，

加速盐分淋洗，改善土壤结构，排水洗盐需要控制地下水位

低于地表 1-1.5m，深耕深翻的深度应根据盐碱化程度确定，

一般控制在 30-40cm。引洪放淤需要控制水量，使土壤含水

量保持在 60-80%；化学措施主要包括施用酸性肥料、石膏、

硫酸亚铁等，通过中和碱度，降低土壤 pH 值，减轻盐碱危

害；生物措施主要包括种植耐盐碱植物、施用微生物菌剂等，

通过改善土壤微生物群落，提高土壤肥力，减轻盐碱危害。

土壤改良还需要通过耕作、气候控制等技术相结合，

提高土壤质量。耕作技术主要包括深耕深翻、中耕松土、轮

作倒茬等。深耕深翻是指通过机械或人工手段，翻动土壤深

处，打破犁底层，增加土壤孔隙度，改善土壤结构的措施。

深耕深翻的深度一般控制在 30-40cm。中耕松土是指在作物

生长期内进行表层土壤的翻动，以减轻土壤板结、提高土壤

通气性、促进作物根系生长，其深度一般控制在 10-15cm；

轮作倒茬是指在同一块土地上轮流种植不同的作物，以充分

利用土壤养分、改善土壤结构、减轻病虫草害。其周期一般

控制在 2-4 年。

气候控制设施技术一般包括温室大棚技术、遮阳网技

术、风机湿帘降温技术等。温室大棚是指利用透明覆盖材料

搭建的设施，通过调节温度、光照和湿度等气候条件，为作

物创造适宜的生长环境，能够减少气候变化对作物的影响，

提高作物的产量和质量。遮阳网是一种安装在温室大棚顶部

或四周的遮光材料，通过调节光照强度，降低温度，减少作

物蒸发量，从而提高作物的抗旱能力。风机湿帘降温技术是

指通过风机将温室内的热空气抽出，经过湿帘降温后，再将

冷空气送入温室内的降温措施。这种方法可以有效降低温室

内的温度，提高作物的生长环境。湿帘的湿度应根据温室内

温度和作物需求确定，一般控制在 40%-60%。

2.3 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

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是一种环保、有效的病虫害防治

方法，主要包括病虫害监测与预警、生物防治技术和生态调

控技术 [4]。

病虫害监测与预警通过监测病虫害的发生态势，可以

对病虫害进行提前预警，为农业生产提供及时的防治指导。

建立病虫害监测网络，包括地面监测站和遥感监测技术，对

病虫害的发生态势进行实时监测。例如，可以在某个地区

建立 5 个地面监测站，每隔 5km 设置一个，监测范围达到

25km。此外，遥感监测技术可以每月进行一次，监测病虫

害发生的范围和程度。

生物防治技术通过利用自然界中的生物相克原理，达

到防治病虫害的目的。比如利用天敌昆虫来防治病虫害，例

如寄生蜂、捕食性蜘蛛等，可以有效控制害虫种群数量。例

如，在农田中释放一定数量的寄生蜂，可以减少害虫数量，

达到生物防治的效果；利用病原微生物来防治病虫害，例如

真菌、细菌、病毒等，可以起到杀死害虫或抑制病虫害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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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用。

生态调控技术通过调整农业生产环境，降低病虫害发

生的概率。比如，优化农业生产布局，包括作物品种选择、

种植方式、种植密度等，提高农业生产系统的稳定性和抗病

虫能力；改革传统耕作制度，例如采用轮作、间作、套种等

种植方式，减少病虫害的发生。

2.4 引进新品种

在引进新品种时，应该根据当地气候条件，选择适应

性强、抗逆性高的新品种。这有助于提高农作物的抗病、抗

虫、抗旱、抗寒能力，降低生产风险。例如，在选择小麦新

品种时，可以考虑选择抗旱指数在 1.0 以上的品种，以提高

抗旱能力。

在引进新品种时，应该关注其产量和品质。产量是农

业生产的关键指标，而品质是决定农产品市场竞争力的重要

因素。例如，在引进水稻新品种时，可以选择亩产在 500 公

斤以上的高产品种，以提高农业生产效益。

在引进新品种时，应该加强试验和示范，以评估其适

应性、产量和品质。这有助于了解新品种的实际表现，为指

导农业生产提供依据。例如，在引进玉米新品种时，可以设

置多个示范田，对比不同品种的产量、抗病性、抗倒伏性等

指标，优中选优。

结语

综上所述，气候变化对农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包括

作物产量和品质、水资源和生态环境等方面。为了应对气候

变化对农业的影响，农业适应性栽培技术显得尤为重要。改

进灌溉技术可以节约水资源，提高水资源的利用效率；土壤

改良技术可以提高土壤肥力和保水性能，从而提高作物产量

和品质；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可以减少化学农药的使用，降

低对环境的污染，保护生态环境。通过推广和应用农业适应

性栽培技术，可以提高农业抗灾能力，减少气候变化对农业

生产的不利影响，从而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引进新品种可

以确保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和粮食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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