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安徽省沿淮地区农业洪劳灾期特征与避洪种植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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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论述安徽省沿淮地区洪涝灾害及农业避洪减灾问题的基础上 ,着重分析了沿淮地区农业洪涝灾期特征

(沿淮地区平均梅汛期、最长梅汛期和农业洪涝危害期的时间分布特征) 及夏季农业洪涝易发的原因 (夏季梅汛期

多暴雨、沿淮地区地势低洼、作物正处生育关键时期、生态失衡人水争地) ,并且针对安徽省沿淮地区洪涝灾害的实

际情况 ,提出了与传统种植模式不同的避洪种植模式 (如荞麦 大麦种植模式、青玉米 大麦种植模式、大白菜 大麦

种植模式、大蒜苗 荞麦种植模式、萝卜 洋葱种植模式、大棚秋季西红柿 大棚春季西红柿种植模式、大棚芹菜 地膜

马铃薯等种植模式) ,以确保 8 月下旬至次年 5 月中旬无汛期的安全生产和高效生产。研究结果可为农业洪涝易发

区灾期分析拓展思路 ,也可为农业避洪减灾和高效种植提供技术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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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avoiding flood disa ster along Huaihe River of Anhui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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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 ap er is concerne d on the problems of flood dis aster in a griculture and the meas ures for re ducing

loss es along Huaihe River. Focusing on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reas ons of the dis aster , the s eas onal and sp atial

distribution of the dis aster at the avera ge and the longest plum flood s eas on and the a gricultural flooding p eriod are

analyze d . The reas ons inducing a gricultural dis aster during s ummer include heavy s howers at the plum flood s eas on ,

the low top ograp hy key p eriod of crop growth and water comp etition bewteen man and crop . Bas e d up on thes e

analysis es , we p ut forward new cropping p atterns in order to avoid the flood. The new p atterns include buckwheat

and barley , sila ge corn and barley , Chines e ca bba ge and barley , garlic sp rout and buckwheat , ra dis h and onion ,

autumn tomato and spring tomato in green hous e , green hous e celery and film2covere d p otato etc . Thes e findings

may widen a gricultural income in the flood2s ensitive re gion and can be us e d as the technical p attern for avoiding

flooding dis aster in the re gion.

Key words 　along Huaihe River ; a gricultural flooding dis ater ; flooding dis aster s eas on analysis ; flood2avoiding

cropping ; p attern res earch ; the s he d ve geta ble ; ve geta ble and grain crop rotate

　　我国沿淮一带的中游地区地势低平 ,有众多的

湖泊洼地 ,还有为数不少的行蓄洪区。平时淮河干

支流穿行于湖泊洼地之间 ,但如果梅期持久、暴雨集

中 ,水位猛涨 ,干支流则与两岸湖泊和低洼农田连成

一片 ,极易发生内涝和外洪的危害[1 2 ] 。淮河之所以

成为全国洪涝灾害最频繁、灾情最严重的河流 ,是由

于其特殊的气候、地理等不利条件 ,并受到历史上黄

河长期夺淮的影响 ,再加上不合理的人类活动等综

合因素而形成的[3 4 ] 。新中国成立以后 ,淮河首先得

到有计划地全面治理。50 余年来按照“蓄泄兼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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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治理原则 ,淮河流域灾害得到了明显缓解 ,但灾害

隐患并没有根除 ,流域防洪能力仍然较低 ,农业经济

发展水平相当低下。全流域有耕地面积1 330多万

hm
2

,其中1 000 万 hm
2不同程度地受到洪水威胁 ,近

667 万 hm
2农田排涝标准低于 3 年一遇。安徽省境

内淮河流域293 万 hm2 耕地中 ,只有100 万 hm2 受堤

防保护[3 ] 。近些年来 ,随着人口增长和经济社会的

不断发展 ,人水争地矛盾日趋突出 ,人与自然的关系

很不和谐 ,洪涝灾害更加严重 ,实际经济损失具有增

加趋势[3 ,6 9 ] 。认识沿淮洪涝特征 ,调解人水关系 ,减

轻洪涝损失 ,是完全可能的 ,也是必须的[16 ] 。

已发表的关于沿淮河地区防洪减灾方面的研究

成果 ,多体现在水利工程建设管理、风险评估及其对

农业生产促进等方面[10 15 ]
,作物避洪种植、减灾措施

和高效发展方面的深入研究未见报道。本研究旨在

通过对安徽省沿淮地区洪涝灾期特征和夏季农业洪

涝易发原因的分析 ,并针对安徽省沿淮的实际情况 ,

探索出与传统种植模式不同的农业避洪减灾和高效

种植的技术模式。

1 　沿淮地区洪涝及农业避洪减灾

111 　梅汛期降水成因及特征

江淮地区地处中纬度 ,初夏季节常受南方暖湿

气流和北方干冷空气的影响。一般年份 ,6 月上、中

旬副高压明显北跳 ,并逐渐稳定在 20～25°N 上空 ,

同时还向西伸展 ,控制华南和江南南部 ,而其西北侧

的强烈西南暖湿气流则为江淮地区的降雨过程提供

了充沛的水汽来源。活跃北上的暖湿气流和扩散南

下的冷空气在长江、淮河流域相互对峙、势均力敌 ,

从而形成较为稳定的梅期降雨带。

沿淮地区地处我国南北气候过渡带 ,气候温和 ,

年平均气温为 11～16 ℃。无霜期 200～240 d。沿

淮地区多年平均降水量约为888 mm ,降水量年际变

化较大 ,最大年雨量为最小年雨量的 3～4 倍。降水

量主要集中在夏季 ,6 —9 月降水量约占年降水量的

50 %～80 % ,其中梅汛期降水尤为明显。

在梅雨季节 ,江淮流域雨带降雨并不均匀 ,有一

个或几个多雨中心 ,江淮地区梅雨期内暴雨较多 ,梅

雨期出现大到暴雨的降水过程约占全年的一半 ,梅

雨期降水量是农业用水的重要来源 ,但也极易形成

沿淮地区农业洪涝灾害。

沿淮地区农业洪涝灾害的形成与降水特征、地

形地势、河道情况、植被特点、作物生育等关系密切。

但雨量过多、雨强过强 ,是造成农业洪涝灾害的首要

原因[2 ] 。沿淮地区 1954、1991 和 2003 年梅汛期农业

洪涝灾害均为雨期长、雨量大和降水集中等原因

所致。

112 　洪涝对农作物的危害

沿淮地区洪涝的危害是多方面的 ,然而灾期最

长、范围最广、灾情最重的是农业。由于地势地洼、

汛期多雨、内涝外洪频繁发生 ,以致农作物生育不

良、收成不稳 ,给农业带来巨大损失。

小麦是安徽省沿淮地区最重要的夏季粮食作

物 ,其生育期主要在 10 月中旬到次年 6 月初。如果

梅汛期来得早 ,则会影响小麦后期发育成熟和收割

脱粒。例如 1991 年雨季从 05 18 开始 ,正处小麦发

育后期 ,即将成熟的麦子淹没在水中不能收割 ,也无

法晾晒脱粒 ,结果几乎颗粒无收。可见一向被认为

比较稳产的小麦 ,也存在着梅汛期的洪涝威胁。

另外 ,安徽省沿淮地区最常见的秋季作物有黄

豆、水稻、玉米、山芋、棉花、绿豆、花生、芝麻等 ,生育

期多在 4 月上旬到 10 月上旬 ,或在 6 月中旬到 10

月下旬。这些作物的生育中期或前期恰逢梅汛期 ,

极易遭受水涝的危害。典型年份的洪涝灾害几乎都

造成绝收 ,而一般年份的洪涝也会明显减产。

113 　农业发展与避洪减灾

在农业减灾方面 ,安徽省在农业基础设施建设

上有较大的投入 ,上了一大批水利工程项目 ,但是农

业基础设施仍然比较薄弱 ,抗御洪涝灾害能力仍然

不强 ,农业洪涝灾害损失仍然严重。因此 ,在增加对

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投入的同时 ,还要重视研究沿淮

地区农业洪涝灾害形成规律、农业结构调整方略和

农业避洪减灾技术模式 ,大力发展避洪农业和适应

性农业。

由于大涝大灾、小涝小灾、收成不稳 ,安徽沿淮

一带农业生产中常采取“保午争秋”的做法 ,即确保

一季小麦收获 ,争取秋粮有收成。如遇洪涝 ,则按退

水时间和生产季节 ,进行秋粮秋菜的灾后补种 ,但不

同程度地存在着无计划、无目的和无准备的被动应

付问题。如果制定避洪减灾的农业发展预案和作物

种植技术模式 ,就可以因地制宜地进行无汛期高效

农业生产。

2 　沿淮地区农业洪涝灾期分析

211 　农业洪涝灾期特征分析

农业洪涝灾期主要是指因暴雨集中、降水量大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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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洪涝并致使农业受灾的时期。安徽省沿淮地区

的农业洪涝灾期一般出现在梅汛期及其以后的一段

时期。农业洪涝灾斯与梅汛期的长度和雨量密切相

关 ,梅期长、雨量大的年份多会出现农业洪涝灾害。

根据安徽省气象局确定的入梅期和出梅期资

料[17 18 ]
,采用 Excel 软件进行整理和统计 ,并绘制了

安徽省沿淮地区 1951 —2005 年逐年梅汛期示意图

(图 1) 。

由图可见 ,历年梅汛期多处于 5 月中旬至 7 月

下旬。

图 1 　1951 —2005 年梅汛期示意图

Fig. 1 　Rainfall during plum flood season from 1951 to 2005

21111 　梅汛期的分布特征 　根据图 1 所示 ,1951 —

2005 年历年入梅期 ,最早为 05 18 ,最晚出梅期为

07 31 ,可能最长梅汛期为75 d。1951 —2004 年的平

均入梅期为 06 15 ,平均出梅期 07 09 ,平均梅期为

25 d[17 ] 。安徽省沿淮地区夏季降水明显 ,降水量约

占年总量的一半。

根据安徽省蚌埠市固镇气象站 1971 —2000 年

历年逐旬地面降水资料计算分析 (图 2) ,冬季降水

少 ,夏季降水多 ;6 月上旬以后的梅汛期 ,降水明显

增多 ,6 月下旬至 7 月下旬降水量异常突出。由于

梅汛期间降水不断、暴雨集中 ,极易造成洪涝灾害。

21112 　不同时间出现梅汛的可靠性分析 　梅汛期

的早迟与长短对沿淮地区农作物生长发育的影响是

不同的。入梅早 ,威胁小麦成熟期收获 ;而入梅迟 ,

为该月上旬数据。

图 2 　沿淮地区固镇站多年平均逐旬降水量变化图

Fig. 2 　Precipitation changes of the means at 15 days

in Guzhen County in Bengbu City

则影响秋季作物中期或前期生长。出梅早 ,容易造

成缺水干旱 ,威胁秋季作物前期或中期生长 ;而出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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迟 ,则易遭水涝 ,危害后期发育 ,造成减产。农业生

产过程中的计划部署和茬口安排 ,往往受到梅汛期

早迟和长短的影响。若能预知某时间出现梅汛的可

靠性 ,则可根据具体的实际情况预先进行农事安排 ,

以期避洪减灾 ,将洪涝灾害损失降低到最低程度。

为了探索沿淮地区出现梅汛的可靠性 ,根据安

徽省气象局梅期资料 ,绘制了入梅期、出梅期和梅期

长度保证率图 (图 3) 。由图可见 ,本地区不同的保

证率 ,所对应的入梅期、出梅期和梅期长度是截然不

同的 ,差异很大。

图 3 　入梅期、出梅期和梅期长度保证率图

Fig. 3 　Guarantee rate chart of beginning date (a) , end date (b) and days of plum raining season (c)

　　为了分析沿淮地区无汛期初期、终期和持续期 的可靠性 ,还分别绘制了其保证率图 (图 4) 。

图 4 　无汛期初期、终期和持续期保证率图

Fig. 4 　Guarantee rate chart of beginning date (a) , end date (b) and days of non flooding(c)

　　由图 4 可见 ,本地区不同保证率对应的无汛期

起始日期、终止日期和持续时间明显不同。

实际上 ,可根据入梅期、出梅期和梅期长度的保

证率资料 ,按照公式 :

无汛期起始日期保证率 = 1 - 晚于某一出梅期

的保证率

无汛期终止日期保证率 = 1 - 晚于某一入梅期

的保证率

无汛期持续时间保证率 = 365 d - 长于某一保

证率的梅期日数

求出不同保证率对应无汛期的起始日期、终止

日期和持续日数。

农业上可根据具体作物种植情况 ,做出保证率

的明确选择 , 使农作物种植保证率多在 70 %～

100 %。成本高或附加值高的作物 ,则需增大保证

率 ;而成本低或附加值低的 ,则可适当减小。但是由

于沿淮地区梅汛期洪涝频繁、灾情严重 ,农作物种植

保证率应相对提高 ,所以根据作物种植的具体情况 ,

可选择 90 %～100 %的保证率 ,以确保农村种植业

的安全生产。

本地区不同保证率对应的无汛期起始日期、终

止日期和持续时间明显不同 (表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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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沿淮地区无汛期的起始日期、终止日期和持续日数的保证率表

Table 1 　Guarantee rates of beginning and ending date and continuous days without flooding in Changjiang and huaihe River region

时 　期
保 证 率Π%

100 95 90 85 80 75 70

起始日期 06 23 06 14 06 11 06 08 06 06 06 04 06 03

终止日期 06 05 06 13 06 19 06 22 06 25 06 27 06 29

持续时间Πd 315 324 330 336 339 341 343

21113 　农业洪涝危害期分布特征 　在整个梅汛期

内都有农业洪涝的威胁 ,最长可达75 d。沿淮地区

地势低洼 ,涝水不易退出 ,农业上排除积水、恢复耕

作还需一段时间。1954、1991 和 2003 年等大水年

份 ,退水期约15 d ,晾地期约10 d ,因此沿淮地区农业

洪涝危害期为100 d。

212 　梅汛期农业洪涝灾害的成因分析

1)梅汛期连续暴雨。春夏季节雨带从南向北推

移动 ,6、7 月份北移到沿淮一带 ,最易发生雨涝灾

害。出现涝年的机遇为 3～4 年一遇。

2)地势低洼涝水汇集。由于地形地势特点 ,淮

河干流上游山区汇水下泻快 ,而中下游地势低洼 ,洪

水易聚难排 ,容易导致洪涝灾害。在淮河全流域 28

个行蓄洪区中 ,有 22 个位于地势低洼的中游 ,这些

行蓄洪区大多行洪频繁。如　洼行蓄洪区自 1953

年建成后已 11 年 15 次蓄洪 ,为 5 年一遇的洪涝 ,严

重影响了当地农民安康、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

3)作物处于生育关键时期。淮河流域地处季风

区 ,雨热同期现象特别明显。一般说来 ,冬季气温低

雨水少 ,但春夏季节随着气温回升 ,雨水也相应增

多。每当春末夏初梅汛雨期到来时 ,气温必然显著

升高 ,达20 ℃以上 ,生长最旺盛 ,是作物生育的关键

时期 ,如遇水涝作物损失严重。

4)生态失衡人水争地。多年以来 ,人们在发展

经济的过程中 ,忽略了生态平衡 ,造成了河道被侵

占、行蓄洪区下泻不畅等 ,以致形成人水争地。

3 　沿淮地区避洪种植模式

目前沿淮地区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仍然不强 ,

也无法控制洪涝灾害的发生 ,一旦遇到大的洪水 ,农

业仍会遭受严重损失。在总结与淮水相处的经验教

训中 ,人们终于探索出了和谐相处这一明智方式 ,实

行汛期水来让水 ,给水出路 ,劳力转移 ;而无汛期水

退人植 ,利用资源 ,发展经济。这是现阶段沿淮地区

可持续发展的一条新路。因此 ,可通过错开洪灾发

生高峰阶段与作物敏感生育期、改变种植制度、调节

作物布局 ,选择耐淹能力强的农作物等方式实现农

业避洪生产 ,减少危害、转入健康的可持续发展 ,从

而逐步彻底改善沿淮地区的民生问题。

311 　传统种植模式

1)小麦 大豆种植模式。小麦 大豆是沿淮地区

传统的种植模式 ,小麦 :于 10 10 播种 ,06 01 收

获 ,生育期230 d左右 ;大豆 :于 06 10 播种 ,10 05

收获 ,生育期115 d左右。在梅汛期短或空梅年份后

季的大豆可正常收获 ,但在梅汛期长的年份 ,则易受

涝灾。例如 ,1991 年大豆遭受涝灾的时间约为50 d。

2)小麦 水稻种植模式。小麦 水稻是沿淮南部

地区的种植模式 ,小麦 :于 10 10 播种 ,06 01 收

获 ,06 10 晾晒收仓 ;水稻 :06 10 栽秧 ,10 08 收

获 ,生育期120 d左右。

3)小麦 山芋种植模式。小麦 山芋是 20 世纪

60 —70 年代最为普遍的种植模式。小麦 :于 10 10

播种 ,06 01 收获 ,06 10 晾晒收仓 ;山芋 :06 15

扦插 ,10 20 收获 ,生育期 125 d左右。

4)小麦 西瓜种植模式。小麦 :于 10 10 播种 ,

06 01 收获 ;西瓜 : 04 05 在麦地套播 ,08 20 拉

秧 ,生育期135 d左右 ,但在梅汛期长的年份 ,后季西

瓜极易遭受洪涝灾害。

5)小麦 萝卜种植模式。小麦 :于 06 01 收获 ;

萝卜 :06 10 播种 ,10 10 收获 ,生育期120 d左右。

6)西瓜 大白菜种植模式。西瓜 :于 04 05 点

播 ,08 10 拉秧 ,生育期125 d左右 ;大白菜 :08 10

播种 ,11 25 收获 ,生育期 105 d左右。

312 　避洪种植模式

本研究提出的避洪种植模式是根据区域特定生

态环境、洪涝灾害类型、特征和发生发展规律 ,利用

生态经济学原理 ,按照系统工程学优化原则 ,合理布

局农业产业结构 ,有效地利用热量和水分资源 ,趋利

避害 ,选择避洪减灾的种植模式 ,并着重在 8 月下旬

至次年 5 月中旬的无汛期进行农作。

1)荞麦 大麦种植模式。荞麦 :8 月下旬播 ,10

月下旬收 ;大麦 :一般于 11 01 播 ,05 20 收 ,生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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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200 d左右 ,单产可达3 000 kgΠhm2以上。

2) 青玉米 大麦种植模式。青玉米 : 8 月下旬

播 ,10 20 收 ;大麦 :11 月上旬播 ,05 20 收。

3) 大白菜 大麦种植模式。大白菜 : 8 月下旬

播 ,11 月上旬收 ;大麦 :11 月上旬播 ,05 20 收。

4)大蒜苗 荞麦种植模式。大蒜苗 :9 月初播 ,2

月中旬收 ;荞麦 :2 月下旬播 ,5 月中旬收。

5)萝卜 洋葱种植模式。萝卜 :8 月下旬播 ,11

月下旬收。洋葱 :11 月下旬移栽 ,5 月上旬收。

6)大棚秋西红柿 大棚春西红柿种植模式。大

棚秋西红柿 :9 月初栽植并搭棚 ,2 月初拉秧 ;大棚春

西红柿 :2 月上旬栽 ,5 月初拉秧并拆棚。

7)大棚芹菜 地膜马铃薯种植模式。大棚芹菜 :

8 月下旬移栽并搭棚 ,2 月中旬收 ;地膜马铃薯 :2 月

下旬播 ,5 月上旬收并拆棚。

313 　避洪种植与传统种植模式的比较分析

避洪种植模式与传统种植模式比较图 (图 5) ,

是根据安徽省梅汛期资料和沿淮地区不同作物生育

期绘制而成。由图可见 ,在传统种植模式条件下 ,全

年都有作物生长 ,夏季容易遭受洪涝危害。而避洪

种植模式则不安排 5 月中旬至 8 月中旬的作物种

植 ,以避免洪涝损失。

图 5 　避洪种植模式与传统种植模式的避洪效果

Fig. 5 　Comparison between flood2avoiding and conventional cropping patterns

31311 　避洪效应 　沿淮地区种植结构 ,南岸以水旱

两熟 (麦 稻 ,油 稻)为主 ,北岸以旱地两熟 (麦 豆 ,小

麦山芋等)为主。夏季作物主要是小麦、油菜 ,而若沿

淮雨季提前 ,恰逢小麦、油菜成熟、收获期 ,易遭水害。

因此 ,一些易受洪灾危害地区可考虑重点发展秋冬春

三季农业生产。秋冬春季条件良好 ,适宜种植各种冬

季作物[20] 。若改传统种植模式为避洪种植模式 ,则

可避开夏季洪涝危害 ,实现避洪发展。

31312 　经济效益 　在沿淮地区农业避洪减灾生产

中 ,部分地区种植结构可调整为蔬菜 玉米 ,蔬菜 大

豆和蔬菜 渔业等。另外 ,也可考虑选用耐涝能力强

的农作物。其次 ,加强耐涝农作物品种选育和耐涝

高产品种栽培技术 ,应用减灾发展措施 ,可提高避洪

抗洪能力。采用较好的避洪种植模式可获得更为显

著的经济效益。

31313 　社会效益 　洪涝对农作物的危害与农业种

植结构调整、农作物耐淹涝能力、受淹时期和胁迫时

间等因素有关。利用避洪种植模式 ,可改善农业生

产和农村发展的条件 ,以实现粮食稳定增产、农业持

续发展、农民快速增收。

31314 　梅汛期农村经济发展思路 　安徽省沿淮一

带洪涝多发生在 5 月中旬至 8 月中旬 ,而这一时期

正是主要作物适时收获、播种和生长的关键时期 ,造

成作物减产或绝收 , 给当地农村带来巨大的损

失[21 ] 。就农业结构调整而言 ,要进一步研究变对抗

性生产为适应性生产的各种途径和模式 ;实施区域

种植 ,规模经营 ,调整种、养、加、农、工、副的结构比

例 ,大力发展以农副产品加工为主体的农村工业 ,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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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实现农村产业化 ;适当发展水产养殖和畜禽养殖 ,

适应行洪、蓄洪区及湖泊洼地的环境条件 ,发展湿地

经济 ;加快林业发展 ,并根据行蓄洪区及湖泊洼地的

特点 ,适地适树 ,大力发展林业产业 ;在梅汛期间 ,若

确无洪涝现象 ,也可根据具体条件安排生长期较短

的蔬菜作物 (如鸡毛菜、马齿苋等蔬菜)种植 ,增加经

济收入。总之使加工业、养殖业、林果业和务工收入

在农业总收入中的比重增大 ,以促进农业增效和农

民增收。

4 　结 　论

沿淮地区在梅汛期间 ,降水不断 ,暴雨集中 ,降

水量约 400～450 mm ,约占年降水量的一半。梅汛

期一般25 d ,可能最长75 d。另外 ,在沿淮地区由于

地势低洼 ,涝水不易退出 ,农业上的排除积水、恢复

耕作还需一段时间。1954、1991 和 2003 年等大水年

份 ,退水期约15 d ,晾地期约10 d ,总共使当地农业洪

涝危害期为100 d。

为了调整农业种植结构 ,提出与传统种植模式

不同的避洪减灾而高效的种植模式 :荞麦 大麦种植

模式、青玉米 大麦种植模式、大白菜 大麦种植模

式、大蒜苗 荞麦种植模式、萝卜 洋葱种植模式、大

棚秋季西红柿 大棚春季西红柿种植模式、大棚芹菜

地膜马铃薯种植模式。其共同点是利用 8 月下旬

至次年 5 月中旬的无汛期进行农作 ,以实现避洪减

灾 ,丰产丰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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