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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建立救灾备荒种子储备制度是农业行政机关的法定责任。
是保护农业安全的重大措施。
自2001年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实施以来。
我国救灾备荒种子储备工作已经纳入法制化轨道。
各级农业部门必须依法搞好救灾备荒种子储备工作。
    全书共分五篇二十八章，比较系统地介绍了种子储备基础知识与质量要求，储备种子的加工技术和
自动化控制设备与技术，种子的行政和储备管理。
比较全面地收录了正在实施的相关法规、规范性文件、重要作物种子标准及其常用技术资料。
    本书集中了有关专家当前的主要研究成果，是一部比较系统的农业救灾与种子储备专业知识手册。
可供农业救灾管理、种子储备系统干部职工学习参考。
也可作为有关领导、大专院校相关专业师生的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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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篇 自然灾害与农业救灾　　第一章　农业灾害的类型与特点　　农业灾害是指不利的气候、
环境和人为因素对农业生产造成的损害。
其中，不利气象条件对农业生产造成的影响最广、危害最大。
在气象条件危及农作物生长时，即造成农业气象灾害。
其中，由温度因子引起的农业灾害主要有热害、冻害、霜冻、低温冷害和热带作物的寒害等；由水分
因子引起的农业灾害主要有旱灾、洪涝、雪灾和雹灾等；由风引起的农业灾害主要有作物倒伏、设施
损坏、风暴潮等；由气象因子综合作用引起的有干热风、高温干旱、冷雨、冰冻等。
由于农业生产完全受自然环境的影响，因此各种气象灾害对农业生产的影响最广、危害最大。
　　据研究，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大气环流异常以及过度城市化，各种气象灾害正日趋严重。
最典型的是四川、重庆地区，在2005～2007年连续交替发生洪水、高温干旱灾害的基础上，2008年又
遭遇罕见的8.O级大地震，不但给人民生命财产造成极大危害，亦给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损失。
　　一、干旱　　旱灾是我国影响面积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灾害，它是久晴、高温、多风、持续少
雨造成土壤缺水，而影响农作物生长发育的自然灾害。
我国华北、西北地区往往十年九旱，被称为干旱地区。
在我国，一年四季均会发生旱灾，大部分地区春旱发生机会多、程度重、持续时间长。
干旱发生不仅在时间序列上具有相对集中性，如1470～1949年间北京地区出现的170次干旱中，有115
次是连年发生；而且在空间上也具有群发性特点。
如全　　国性大旱，1950年春内蒙古大部、甘肃河西走廊、冀北、陕北出现干旱，7～9月长江、淮河
、黄河、汉水流域广大面积出现干旱。
这样的年份，自1950～1980年就有11次。
　　（一）干旱主要类型　　对于干旱，一般按发生季节划分若干干旱类型。
主要有春旱、夏旱、伏旱、秋旱、冬旱，以及冬春连旱、春夏连旱、夏伏连旱、伏秋连旱，甚至秋冬
春连旱等。
　　春旱发生在3。
5月间。
主要分布在我国的东北西部、西北东部、华北、西南、华南西部地区等。
　　夏旱发生在初夏的6月。
主要分布在西北、华北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空梅年份也会发生夏旱。
　　伏旱是盛夏三伏期间的干旱。
主要发生在江淮、江汉、江南、华南地区，尤其是湖北、湖南、江西、浙江西部、四川盆地，其次是
三北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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