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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11日本場與交通部中央氣象局共同辦理「農業

氣象應用服務推廣講習座談會」，強化農業第一線人員

氣象災害應變能力。講師除了解說網頁內容之外，現場

配置電腦可立即線上學習操作，期能透過座談會培育第

一線人員成為種子，未來可協助推廣農業氣象網頁之應

用，使農民更容易取得氣象資料與災害即時資訊。

　　近年來氣候變化劇烈，農民栽培作物過程備受挑

戰，有鑑於此，農委會、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與交通

部中央氣象局跨域合作，分別就各單位專長開發農民可

用之資訊，透過網路可快速獲得農作物災害早期預警、

農業災害情資及農業氣象觀測資料，因應人手一機的時

代，手機應用程式(APP)也一應俱全，農民可隨時查詢，

讓氣象資訊不漏接。

　　農民化身現代孔明變得更容易，農委會的農作物災

害早期預警系統可做災前的警報，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

心的農業災害情資網可查詢災害發生當下各地狀況，中

央氣象局農業氣象觀測網監測系統則涵蓋農業生產專區

過去、現在及未來的氣象資訊。相關網頁之網址及手機

QR Code如下表，動動手，一起來當現代農業孔明！

文、圖/林家玉

　　水稻在臺灣一年可種植2個期作，田間栽培期間總計約8個月，且栽培面積達

25萬公頃，近年因極端氣候發生情形增加，造成作物栽培風險增加，釀成的損失

也較為頻繁，時序已入夏秋，以苗栗地區水稻而言，5-8月的颱風及豪雨對產量

影響最為顯著。天然災害對作物造成的傷害是難以避免的，但是透過災害來臨前

的預防及災後的復耕復育措施可有效的減少收益的損失，以下介紹水稻於颱風豪

雨發生前後之預防及復育措施。

　　水稻栽培期遇到颱風豪雨時，需加強灌排水溝之疏通，減少淤積情形。生育

初期遇到颱風時，可將田間水位灌至葉尖高度，避免強風造成葉片及植株傷害，

並於颱風豪雨後進行排水，待植株挺立後再行灌水，並酌施肥料(每分地施用硫

酸銨10公斤，氯化鉀5公斤)，若有造成缺株情形，需進行補植工作；營養生長期

遇颱風時，可進行深水灌溉，減少植株晃動傷害，並於颱風後加強白葉枯病及蟲

害發生之預防；抽穗開花期及穀粒充實期遇到颱風可能造成穀粒褐化、空穎或充

實不良之情形，颱風發生時，需加強田間排水，避免因倒伏及田間積水造成穗上

發芽，影響稻穀品質，並於颱風後注意病蟲害發生情形及防治工作；穀粒成熟已

達收穫標準之水稻應於颱風豪雨前盡量收割，減少倒伏及穗上發芽之機率。

　　作物生長於田間必然會受氣候環境影響，而天然災害發生時之傷害也難以避

免，對此本場會盡力輔導農友於災害來臨前的預防及災後的復耕復育措施，以減

少農友收益的損失，另外政府亦積極推動「水稻區域收穫農作物保險商品」希望

提供農友雙重保障機制，在此也提供農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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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穗開花期及穀粒充實期遇
到颱風可能造成穀粒褐化或
充實不良



開發單位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交通部中央氣象局

網址

農作物災害預警平台

https://disaster.tari.gov.tw/

農業災害情資網

http://eocdss.ncdr.nat.
gov.tw/web/ot/coa

農業氣象觀測網監測系統

http://agr.cwb.gov.tw/

QR Code

天然災害預防 及 復耕復育措施天然災害預防 及 復耕復育措施水稻水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