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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题技巧】

一、倒春寒

1、判断标准

农业气象试验指出，日平均气温≤12℃，维持期≥3 天，不利秧苗生长。如果降温伴随

着阴雨，危害就更大，这是比较公认的指标。南方各地春播时间有先有后，倒春寒的时段与

强度指标也稍有不同。

如广东把粤中、粤南出现于 3 月中下旬的如下低温称为倒春寒：

①日平均气温≤10~12℃，维持 3~4 天或以上；

②日平均气温≤15℃，每天日照≤2 小时，维持 7 天或以上。

我国幅员辽阔，各地天气气候条件有差异，受害对象也不同，所以气象灾害的标准也会

有所不同

2、形成原因

一般来说，当旬平均气温比常年偏低 2℃以上，就会出现较为严重的倒春寒。而冷空气

南下越晚越强、降温范围越广，出现倒春寒的可能性就越大。进入 3 月，意味着春天的开

始，这时候气温回升较快，真正的春天平均气温应该超过 10℃。春天气候多变，虽然在逐

步回暖，但早晚还是比较寒冷的，冷空气活动的次数也较为频繁，长期阴雨天气或频繁的冷

空气侵袭，抑或持续冷高压控制下晴朗夜晚的强辐射冷却就造成气温下降，如果冷空气较强，

可使气温猛降至 10℃以下，甚至会出现雨雪天气，因此形成“倒春寒”现象。

3、主要危害

①对农业生产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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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春寒常引起我国北方花生蔬菜棉花和小麦的烂种现象，也会影响我国南方水稻播种出

苗和生长，给农业和林业生产等带来严重危害。

早春农作物播种都是分期分批进行的，一次低温阴雨过程仅危害和影响一部分春播春种

作物，且早春低温阴雨多数是在春播作物的针芽期、大多数果树还未进入开花授粉期，其对

外界环境条件适应能力亦较强。而一旦过了“春分”尤其是清明节之后，气温明显上升，春

播春种已全面铺开，各类作物生机勃勃，秧苗进入断乳期，多数果树陆续进入开花授花期，

抗御低温阴雨能力大为减弱，若这时出现倒春寒天气，就面临大面积烂秧、死苗和果树开花

座果率低之灾，其他春种作物生长发育也受到严重影响。

②对人体健康的危害

心脑血管病发病增加老年人热平衡的能力较差，其循环系统很容易受到倒春寒的刺激。

交感神经受寒冷刺激后，兴奋度增高，全身皮肤表层毛细血管收缩，使血流阻力增大，导致

血压升高。

时春季容易流行呼吸系统传染病。由于早春气候寒冷，空气干燥，呼吸道黏膜的防御功

能会受到直接影响，细菌、病毒等病原微生物可乘虚而入，造成流行性感冒、腮腺炎等传染

病流行。

③对候鸟迁徙的影响

倒春寒对候鸟迁徙也有一定影响。如果气温持续升高，候鸟（如家燕、布谷鸟等）根据

气候的感知，纷纷开始了漫长的迁徙过程。而后气温骤然下降，一些刚刚苏醒的生物又缩了

回去，使早来的春鸟在气温急降时“缺衣少食”，甚至死在早春时节。

4、预防方法

①农业生产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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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避免或减轻倒春寒灾害，首先应掌握当地倒春寒发生规律及各种农作物品种的生物学

特性，采用抗寒品种，春播作物选择适宜的播种期，并选择背风向阳的秧田，或采用温室、

地膜、营养钵等方式育秧就可极大避免倒春寒的危害。从预防性措施考虑，要掌握前期的天

气特点、作物苗性和未来的长、中期天气预报，针对性地加强农作物的田间管理，抑制旺长，

减少弱苗，培育壮苗，增强抗寒能力。而春播或移栽作物，则要巧看天时，调整播种或移栽

期，错开低温的直接袭击。如倒春寒已经降临，水稻抗御性措施是：搞好水层管理，以水调

温，早稻播种后两叶期以前抗寒力稍强，要注意通气，坚持晴天满沟水，水不上秧厢，阴天

半沟水，雨天排干水的管水方法。两叶以后，抗寒力弱，浅水勤灌、日排夜灌。低温阴雨结

束的夜晚，要注意防霜，长时间低温阴雨过后，水稻秧苗较弱，当转晴时水稻秧田要深灌水，

以防水分吸收和蒸腾的失衡，造成生理干旱而死。待秧苗恢复后，再逐渐将水排干。

②露地花木防治

一是浇水。待“倒春寒”过后，抢冷尾暖头，采取窨灌、漫灌、浇根等方法，对受冻害、

冷害、寒害等较重的花木灌一次水，用水缓解低温的危害。

二是培根。结合春季除草，在花木行间、株间进行浅中耕，对根部进行培土。乔木、半

乔木、培土高度为 4~6cm，绿篱、灌木、藤本植物花木培土高度为 2~3cm。通过中耕培土

提高根际周围土壤温度。

三是施肥。冻害较轻的可每亩施尿素 20kg，另加三元复合肥 20kg；冻害中等的，除了

施用化肥外，还应每亩施有机肥（如人畜粪尿、厩肥等）15 担以上；冻害较重的，还要每

亩加施有机肥 25 担以上，并施用矮壮素、生根壮苗剂、磷酸二氢钾等 2~3 次，可隔 5~7

天根外喷施，以促进其快速恢复生长。

四是防病。花木受冻后，抗病能力下降，病菌容易侵染，低温引起的病害主要有疫病、

炭疽病、纹枯病、菌核病、溃疡病、病毒病等，可用乙蒜素、三唑酮、多菌灵、碘制剂等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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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殖酸、氨基酸、活性酶、微量元素叶面肥进行防治，若病害较重时，可隔 5~7 天喷一次，

连喷 3~4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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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人体健康预防

一要适当“春捂”，不要因为气温暂时升高就马上脱掉冬装，早晚气温较低，要注意保

暖。

二要多吃一些健脾胃的食物，如含维生素、微量元素丰富且易于消化的鸡、鸭、瘦肉、

蛋类、蔬菜、水果等。

三要保证室内及时除尘通风，以减少和抑制病菌的存活和繁殖。

四要适当进行户外活动，呼吸新鲜空气，以改善心肺功能，使身体更好地进行调节，适

应春季多变的气候。

五要多喝水，这样不仅有利于保持血流畅通，而且可以预防呼吸道疾病

二、寒潮

1．概念：冬半年强冷空气入侵造成的强烈降温现象，并伴有大风、冻害、雨雪等天气。

2．标准：中国气象局规定，当冷空气过境后，凡气温在 24 小时内下降 10℃以上，并

且在这一天内，最低气温又在 5℃以下即为寒潮。但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南北气候差异很大，

因此各地寒潮标准不一样。

3．成因：影响我国的寒潮实质上是冬半年快行冷锋南下形成的灾害性天气。

4.影响：寒潮对我国影响广泛，最南可到海南岛。受寒潮袭击最多的是东北三省、内蒙

古、新疆、陕西等地，其中长白山，呼伦贝尔，阿勒泰，大兴安岭一年出现寒潮高达 15 次

以上。南方的浙江、广西等一年寒潮也可超过 6 次。不过，西部地区的青海、西藏、西南

一带则很少有寒潮光顾，因为高原地区地势高，且位置偏南，寒潮很难到达。

5.过程：

寒潮分三路影响我国，每年 11 月最频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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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我国的寒潮一般出生于冰岛、新地岛附近高纬度地区，约 95%寒潮在西伯利亚发

展壮大，然后兵分三路进军我国，都可能跨过长江，直抵华南。9 月至次年 5 月我国均可能

遭遇寒潮，其中 11 月寒潮最多，北方也是如此，南方则 3 月最多。这是因为 11 月北方处于

换季，强冷空气抵达时，气温变化剧烈，容易达到寒潮标准；而 3 月南方回暖早，强冷空

气入侵会导致气温急骤下降，形成寒潮。

三、霜冻

1、概念：温度低于地面和物体表面上有水汽凝结成白色结晶的是白霜；水汽含量少没

结霜称黑霜；对农作物都有冻害，称霜冻

2、类型：

根据霜冻发生的季节不同，可分为春霜冻和秋霜冻二种：

春霜冻又称晚霜冻，也就是春播作物苗期、果树花期、越冬作物返青后发生的霜冻。随

看温度的升高，晚霜冻发生的频率逐渐降低，强度也减弱，但是发生得越晚，对作物的危害

也就越大。

秋霜冻又称早霜冻，秋收作物尚未成熟，露地蔬菜还未收获时发生的霜冻。随着季节推

移，秋霜冻发生的频率逐渐提高，强度也加大。

此外，霜冻一般还可以分为三种类型：平流霜冻、辐射霜冻和混合霜冻。

平流霜冻：由北方强冷空气入侵酿成的霜冻，常见于长江以北的早春和晚秋，以及华南

和西南的冬季，北方群众称之为“风霜”，气象学上叫做“平流霜冻”。

辐射霜冻：在晴朗无风的夜晚，地面因强烈辐射散热而出现低温，群众称之为“晴霜”

或“静霜”，气象学上叫做辐射霜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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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霜冻：先因北方强冷空气入侵，气温急降，风停后夜间晴朗，辐射散热强烈，气温

再度下降，造成霜冻，这种霜冻称为混合霜冻或平流辐射霜冻，也是最为常见的一种霜冻。

一旦发生这种霜冻，往往降温剧烈，空气干冷，很容易使农作物和园林植物枯萎死亡。所以

这类霜冻应特别引起注意，以免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

3、危害

园林植物的危害

霜冻对园林植物的危害，主要是使植物组织细胞中的水分结冰，导致生理干旱，而使其

受到损伤或死亡，给园林生产造成巨大损失。

对农作物的危害

玉米、大豆、棉花等秋收作物在成熟前对霜冻非常敏感。以玉米为例，如果在灌浆期遭

受早霜冻，不仅影响品质，还会造成减产。当气温降至 0℃时，玉米发生轻度霜冻，叶片最

先受害。玉米灌浆的养料主要是叶片通过光合作用产生的，受冻后的叶片变得枯黄，影响植

株的光合作用，产生的营养物质减少。由于养料减少，玉米灌浆缓慢，粒重降低。如果气温

降至零下 3℃，就会发生严重霜冻，除了大量叶片受害外，穗颈也会受冻死亡。这样不仅严

重影响玉米植株的光合作用，而且还切断了茎秆向籽粒传输养料的通道，灌浆被迫停止，常

常造成大幅减产。初霜冻出现时，如果作物已经成熟收获，即使再严重也不会造成损失。

4、防治措施

灌水法

灌水可增加近地面层空气湿度，保护地面热量，提高空气温度（可使空气升温 2℃左

右）。由于水的热容量大，降温慢，田间温度不会很快下降。至于小面积的园林植物还可以

采用喷水法，其方法是在霜冻来临前 1 小时，利用喷灌设备对植物不断喷水。因水温比气温

高，水在植物遇冷时会释放热量，加上水温高于冰点，以此来防霜冻，效果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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遮盖法

就是利用稻草、麦秆、草木灰、杂草、尼龙等覆盖植物，既可防止外面冷空气的袭击，

又能减少地面热量向外散失，一般能提高气温 1－2℃。有些矮秆苗木植物，还可用土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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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法，使其不致遭到冻害。这种方法只能预防小面积的霜冻，其优点是防冻时间长。

熏烟法

是用能够产生大量烟雾的柴草、牛粪、锯木、废机油、赤磷或其它尘烟物质，在霜冻来

临前半小时或 1 小时点燃。这些烟雾能够阻挡地面热量的散失，而烟雾本身也会产生一定的

热量，一般能使近地面层空气温度提高 1－2℃。但这种方法要具备一定的天气条件，且成

本较高，污染大气，不适应于普遍推广，只适用于短时霜冻的防止和在名贵林木及其苗圃上

使用。

施肥法

在寒潮来临前早施有机肥，特别是用半腐熟的有机肥做基肥，可改善土壤结构，增强其

吸热保暖的性能。也可利用半腐熟的有机肥在继续腐熟的过程中散发出热量，提高土温。入

冬后可用暖性肥料壅培林木植物，有明显的防冻效果。暖性肥料常用的有厩肥、堆肥和草木

灰等。这种方法简单易行，但要掌握好本地的气候规律，应在霜冻来临前 3－4 天施用。入

冬后，可用石灰水将树木、果树的树干刷白，以减少散热。

其他方法

其一，合理调整作物布局，根据霜冻来的早晚，无霜期的长短，选取早熟品种，避开霜

冻时间。

其二，在播种方面，可采取适当深播，合理密植，多施磷钾肥，精耕细作，改良土壤等

方法。

其三，采用常规方法，如喷灌、放烟雾等。

其四，科学种田，扩大地膜种植面积，它不但保温保湿，还能提高地温。

其五，喷洒促早熟农药，使作物早熟。

室内防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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拱棚预防

在刚定植处于幼苗期的塑料拱棚内加挂防冻幕（沿拱棚四周进行悬挂），或在大拱棚内

加盖小拱棚；或在植株上直接铺盖一层地膜；也可每天下午 5 点以后用塑料营养钵、花盆、

泥碗等将幼苗扣住，进行保温，预防霜冻。上午 9 点以后气温回升后逐渐撤去覆盖物。

在刚定植处于幼苗期的塑料拱棚内灌水，水量以半沟为宜，增加棚内湿度。

对尚未定植的塑料拱棚，以保温为主，待天气晴好且在无霜冻，棚内地温稳定通过 14℃

以上，选择晴天上午再定植幼苗。4.在定植幼苗的塑料拱棚内，在凌晨 4 点-5 点燃放百菌

清、腐霉利、嘧霉胺等烟雾剂，防病、增温、降湿，每亩用量 200 克～250 克。

日光温室

1.节能日光温室要做好保温工作，坚持早揭晚盖草苫,及时关闭风口，确保植株生长适宜

的温度。

2.育苗温室加强保温、增温措施，管护好准备定植的幼苗，防止老化。

3.在日光温室内燃放百菌清、腐霉利、嘧霉胺等烟雾剂，防病、增温、降湿。傍晚盖草

苫后点燃熏烟，每亩用量 200 克～250 克。使用时，把烟雾剂均匀摆放在温室后部过道上，

由内向外依次点燃，次日通风 2 小时后才可进入棚内。

4.降雪(雨)或连阴的白天要揭开草苫，让蔬菜接受散射光。降雪(雨)天让雪（雨）直接落

在棚膜上，避免雪(雨)落在草苫上增加重量，引起棚体坍塌。

农业管理

霜冻低温及连阴天突然转晴后，塑料拱棚要及时放风降温，防止高温植株打蔫。2.连阴

天突然转晴后日光温室采取放半苫、放花苫的办法避免温度急骤上升使植株打蔫，等植株恢

复生长后再全部揭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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