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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根据现代灾害学的思想和理论．把农业灾害境一为独立学科领域，充分论证丁创 

建农业灾害学的必然性，对农业灾害学的学科义界 性质、特征、体系以及研究方向、内容、方法 

等 ．进行丁探索性论析 

关键词 农业灾害 农业灾害学I灾害学建设 

中围分类号 $42 

1 农业灾害立学势所必然 

本世纪中叶以来，新兴灾害学在世界范匿崛起 ，诸多灾害领域纷纷立学树帜，为构筑 

灾害学的科学体系进行分科性研究。然而作为灾害学重要分支的农业灾害学却发轫迟滞， 

至今尚未形成专门学科领域 ，在我国大型辞典和农业工具书中竞难查检 出“农业灾害”一 

词，一般论著即使偶尔见用，其实多指农业灾害某些种类而言，并非是全面认识农业灾害 

范畴所确立的科学概念。至于农业灾害研究，虽分治于农业气象、水利工程、植物保护等农 

科专业，但学科对象和专业主旨毕竟同灾害学相异趣 ，因而从这些农科专业难以 }自绎出 

现成的农业灾害学系统 通考我国农业灾害学现状，实际处于分治而未治、似有而无的落 

后 境地 。 

统一农业灾害领域，归属于灾害科学加以研究，直关灾害学的总体建设。农业灾害涉 

及灾种众多，发灾频繁，被灾范围广大，总计而跑是经济损失最大的部门灾害。据有关资料 

统算，全世界每年 自然灾害经济损失约 400亿元，仅旱涝两种农业灾害损失就占 55 以 

上；我国耕地 1．1亿公顷，年均 0．4～o．5亿公顷遭受水旱灾害 ，并有 6．7亿公顷次发生病 

虫害 农业灾害酿致饥荒危及人类生命数量之巨远过于地震、山崩等突发灾害，据计我国 

自公元 后近 两千年 因各种灾害死亡约 3558．14万人，死于旱灾者 即有 2773．3万 ，占 

76 。就灾害学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学科宗旨看，对于农业灾害绝不可轻 

视，应列为灾害学基本学科，作为独立灾害领域加以综合研究，全面认识农业灾害的发生 

演进的规律，谋求科学的御防和救治方略 我国本是农业大国，又是灾害频仍国度，农业灾 

害自古以来危害人民生命财产，至今仍困挠着社会经济建设，近年更有愈演愈烈之势 因 

而创兴农业灾害学也是现实国情所必须。我国人民有同灾害斗争的优 良传统 ，当今时代更 

有条件创造农业灾害之学，采用现代科学技术总结几千年抗御灾害的历史经验，在此基础 

上建立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灾害学，为“国际减灾十年”作出中华民族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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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农业灾害与农业灾害学义界 

灾害是指危害人类生产 、生活、生存的异常现象和过程，根据灾象、灾情 、灾理等因素 

可对复杂的灾害领域分门别类。所谓的农业灾害就是按照灾异直接危害的对象划分的一 

种灾害类型·它直接危害农用动植物或农业生产环境 ，从而危害人类生存。这里所说的“农 

业”包罗整个农、林、牧、副、渔在 内的大农业．是基础性的经济部门，故农业灾害属部门性 

灾害；这里所说的“灾害”包含着 自然成因和社会原因，有天然农业灾害，也有人为农业灾 

害·即“天灾”、“人祸 ”对农业的危害。据此分析 ，即可对农业灾害作以初步定义：凡直接危 

及大农业部门动植物生命活动和农业生产环境，从而危害人类生存的自然或人为的异常 

现象 ，称为农业灾害。 

灾害与生俱来，农业灾害随农业起源、发展而起始、演进，人类对农业灾害的认识和抗 

御同样经历过漫长的过程 ，积淀了不同历史水平的农业灾害学知识成果。大约在本世纪以 

前农业灾 害认识基本处于经验性感知和被动预防过程，直到近百年问现代科学技术全面 

兴起后逐步出现某些农业灾害的预报、预防、抗救的科学研究，萌生出现代农业灾害学的 

因素。然而欲就中发掘出学科慨念，立学于现代科学之林，必先根据农业灾害对象特殊的 

矛盾性及解决这些矛盾的理论方法确定学科基本范畴．才有可能建设独立的农业灾害学。 

今考农业灾害研究实践 ．所包含学科范畴确然，农业动植物遭受灾害的发生原理 、衍 

变机制、预报减救的技术方略皆有别于其它部门灾害，具有多方面的特殊矛盾。首先学科 

对象限于直接危害农业之灾 ，灾害的机理与农业生物及其生产过程密切相关 ，因而诸如农 

业生产的生物性 、季节性、地域性及农业生产关系等因素都影响到农业灾害形成演变的特 

殊规律；其次农业灾害学在认识灾害和研究减灾时除遵循灾害学一般理论方法外 ，还运用 

大量农学及其它科学技术知识，综台多种学科手段研究农业灾害规律和减灾的方略。通过 

以上学科范畴的分析 ．现对农业灾害学可初步定义为 ；根据灾害学的基本理论 ，综合运用 

多种现代科学技术知识 ，研究农业灾害发生、演变规律和防御、抗救方略的部门灾害学．称 

农业灾害学． 

3 农业灾害学的学科性质及其特点 

农业灾害学虽属部门性灾害学 ，而涉及的对象、研究的范围、包含的内容却相当广泛 

复杂．是一门典型的综台性学科。从一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划分看，它兼有二者属性。农 

业灾害是多种类型灾害的组合，其中主要是自然灾害，基本研究方法多适用现代自然科学 

技术知识，因此具有明显的自然科学性质。另方面农业灾害学对人为灾害也十分关注而应 

归入社会学科加以研究．同时农业灾害对人类的危害造成 备种社会灾情 ．赈济灾荒的农业 

政策，有关农业灾害思想和有哲学意义的灾害观研究，皆属社会科学性质。如果从现代科 

学功能分类看，农业灾害学则兼有基础科学、技术科学和应用科学的属性 农业灾害与农 

业发展处于矛盾统一的发展过程，农业灾害学直关农业经济的基础研究，并且直接根植于 

生物科学、气象科学、环境科学、经济科学等基础理论之上，科学认识农业灾种、灾因、灾 

象、灾理、灾律 ，因而具有基础科学性质；农业灾害学提倡用现代技术措旋防患于未然，灾 

害的监测 、预报、防治、抗救研究中应用大量技术理论，如植物保护学、畜禽传染病学 、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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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象学、水土保持学、农业生态学等皆为农业灾害学的技术理论，故有技术科学的性质 农 

业灾害学学科功能以减灾为指归，包含着大量 旨在应用的策略方法，农业技术科学中就包 

含有多种实用措施 ，所以同时具有应用科学的性质。总之无论从何种科学分类体系考察， 

农业灾害学均不失其综合科学的性质 。 

欲认识农业灾害学特性 ，须注意把握其外在特征。农业灾害有一般灾害的共同特点， 

如突发性与永久性、频繁性与不确定性、周期性与不重复性等。同时还有下列独特的表征： 

其一是致害的间接性 ，农业灾害一般不直接危伤人命．而是通过破坏农业生产以危害人 

类，故农业灾害学研究多以农业科学为中介，这一学科特征很值得注意和正确把握。其二 

是地域性与广泛性，农业灾害学同农业科学一样具有地域性，如北方农业灾害的研究以旱 

灾为中心，南方则以水灾为中心，东南多聪风诲潮 ，西北贝I=I多风雪沙暴，长江 以南温暖而较 

少霜雹灾．河西走廊以远旱燥故绝少病虫害；农业发灾及扩散蔓延范围广泛 ，凡可称灾者 

少则数县 ，多则连省跨国，因而农业灾害学中处处包含着地理学因素 。其三是时问性与持 

续性，农业灾害同农业生产一样有时问性 ，大都有按季节周期发生的规律 同时农业灾害 

从预兆到发生要经历一定的时间，不象地震之类的猝然灾害对人类直接危害迅猛；但农业 

灾害一般持续时间较长 最终造成的危害规模更大，农业灾害时间分布的各种规律始终是 

学科研究的重点。其四是统一性与战略性，农业灾害包括类型、灾种颇多，相关学科虽有交 

叉或边际研究，但农业灾害学从学科整体出发 ，把农业灾害作为统一研究领域 ，在有系统 

的分类研究基础上，强调对各种农业灾害联系和共性关系作整体认识 。除研究农业灾害的 

防御救治等具体科技措施外，更着眼于宏观战略研究，始终以探求总体减灾方略为学科的 

根本 目标。 

4 农业灾害的学科方向和研究内容 

农业灾害学科方向是在农业灾害研究过程中逐步形成并不断发展的，当前我国农业 

灾害研究主要涉及以下灾害种类，从中不难确定农业灾害学科现有方向。 

f f水旱类；干旱、洪水、雨涝、湿渍等a 

气象灾害{昙 鐾 、口雾淞等。 
。 【寒热类：低温、寒流、酷热、干热风等。 

农业灾害 

f昆虫类：蝗虫、螟虫 粘虫等。 

f植病类：稻瘟病、恶苗病、黄萎病等。 

农业生物灾害 畜病类：各种家畜家禽传染病。 

l鼠兽类：各类鼠害、兽害。 

【杂草类：各类田问杂草 。 

{土壤类：盐碱化 土壤肥力下降等。 

农业环境灾害{生态类：水土流失、土地沙漠化、草地退化、森林减少、农业 
【 环境污染等。 

． ． 
f人文类 ：人口增长过快、粮食危机、耕地减少、农业资源利用 

c交 蓑主妻喜，{政治类：美喜 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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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农业灾害种类系统是按灾害原理的共性分类，统摄各类各种灾害的一级类 目显 

然当定为农业灾害学科四个研究方向。其中农业气象灾害历来为世关注，现代气象科学对 

有关灾种的研究也较深入，确立为农业灾害学一大研究方 向或分支学科有充分条件；农业 

生物灾害 现代植物保护和家畜病虫害防治为支柱，确立学科方向条件也较为成熟 ，只是 

在草、鼠、雀、兽之类灾害方面的研究应加以深化；农业环境灾害传统观念不作为“天灾”， 

但是现代社会对其危害终有了清醒认识 ，而且随着农业资源过度开发利用 ，环境灾害危机 

愈加严重 ，引起相关学科的交叉研究，列为农业灾害学科方向颇有社会需要；人为农业灾 

害通常在理论认识上为人提及 ，实则并未加以灾害学 的研究，鉴于战乱 、弊政造成的“人 

祸 往往与“天灾”共生而互为作用，各种人文因素对农业生产危害 日益加剧，将人为农业 

灾害列为学科方向加强研究已成亟急之务。农业灾害分类及其学科方向处于不断丰富发 

展过程中，随着本学科的成熟还会增益出新的类型和方向，因此对 目前的农业灾害分类和 

学科方向划分不应作僵化理解。 

再从学科横断面看，农业灾害学包含以下基本研 究内容：①农业灾害现象与过程 ，即 

对农业各种灾害外在表象孕育、萌生、扩展 、持续 、消失等进行科学地观测描述 ，认识农业 

灾害发生发展的 自然过程和外象特征；②农业灾害发生原理 ，即对灾害形成的内在机制进 

行理论性的研究，认识农业成灾的种种原因和时空分布等基车规律；③农业灾害系统结 

构，即对各种农业灾害统一性和相互联系的研究、认识灾害群发、关联继发规律和灾链关 

系；④农业灾害的基本特点，即对农业灾害共同特点和各灾种具体特点的研究，认识农业 

灾害的共性和个性特征，以便采取综台的和特殊的防治措施 ；⑤农业灾害的监测预报，即 

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监视测量发灾的先兆，对农业灾害可能发生的时问、地区、灾度、影 

响等要素加以通报；⑨农业灾害的防御 ，即在灾害预报前提下采取积极的抗卸或躲避措 

施，经济而有效地减少灾害损失，是农业灾害研究重点所在；⑦农业灾害的抗救，B口在农业 

灾害既发后，采取各种对抗缓释措施控制灾势，组织群众自救、互救和社会赈救，把损失减 

少到最低限度 ，也是农业灾害研究的重要内容 ；⑧农业减灾方略、政策、思想 ，即从社会上 

层建筑领域宏观地认识农业灾害和减灾问题，人为农业灾害也归入其中加以研究。以上八 

方面研究内容既体现于农业灾害学的总论，同时在农业灾害各个学科方向的各论和具体 

灾种研究中均有反映。 

5 农业灾害学学科体系和基本研究方法 

探讨农业灾害学体系必须考虑学科发展需要加 较 为超前的分析 ，同时也不能脱离 

现有专业基础和研究现状向壁虚造 ，这里仅举其大要不计细微，粗略构制下列简明农业灾 

害学学科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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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灾害学学科体系 

f f普通农业灾害学 

f通论性 农业灾害学概论 

l 【农业灾害史 

l f农业气象灾害学 

专业学科{分论性{ 鏊 喜 
l L农业社会灾害学 

1 f世界农业灾害 

j区域性 中国农业灾害 

l 【地区农业灾害 

f f农业气象学 

l l农业生物学 

l }植物保护学 

l农科类{ 芸景基 
l l水土保持学 

相邻学科{ 【 
l f部门灾害学 

l 『灾害地理学 

l灾害学类{ 喜 墓 
l l灾害对策学 

【 【灾害工程学 

从这个简要体系可见农业灾害学学科综合基础、领域交叉、边邻渗透等关系确实属复 

杂。所列六类专业基础学科仅择至要者 ，而且对生物学、农业科学一级学科所包含的大量 

有关基础理论学科更未作全面展示#相邻学科仅从两个基本方面列举 ，宴则农业灾害学周 

边广泛，学际关系复杂，相邻学科远不止农科、灾害学两大类#专业学科仅为探讨性的分类 

体系，力求简要明确以便学科建设，然各专业学科丰富的内涵表明，农业灾害学的学科规 

模相当庞大。 ‘ 

最后附论农业灾害学研究方法。农业灾害学研究方法与其综合学科性质基本一致，主 

要运用 自然科学各种研究方法 ，同时兼用社会科学某些研究方法，所以综合研究是本学科 

学 
学 学 学 学 学 科 
象 物 境 会 害 业 
气 生 环 社 灾 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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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基本方法。根据农业灾害学研究方法综合性原则，既要掌握构成农业灾害学体系的各个 

学科方法的不同特点，又要注意各学科方法的桕互联系 +综合多种科学方法研究解决农业 

灾害问题。这里特别强调系统方法的运用，因为农业灾害各灾种各要素存有内在的系统性 

联系，农业减灾活动也是一项系统工程，唯有现 f 系统论的科学方法才能宏观认识农业灾 

害整体规律 ，井能把握各学科系统和各种灾害的特殊矛盾性。因此可以说农业灾害学研究 

是多学科方法的统一，这个统一的中心方法就是系统科学。总而言之，农业灾害研究直关 

国计民生、全球环境和人类发展，只要学科总体理论构思周密，研究方法科学 ，农业灾害学 

创兴当指日可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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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ricultural disaster Discipline 
● 

Zhang Po Li Hongbin Feng Feng Zhang L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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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t This paper unifies agricultural disasters as an independent scientific disci— 

pline field using the concepts and theory of modern disasters．Also．this paper fully dis— 

Cusses and analyses the necessity 0f creation of agricultural disaster discipline，scientific 

significant boundary．properties，features，systems and research directions and methods 

Df agricultural disaster discip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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