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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 

本文件代替DB21/T 1968-2012《设施农业灾害性天气防御技术规程》，与DB21/T 1968-2012相比，

除结构调整和编辑性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a）更改了文件名称为《设施农业灾害性天气防御技术规范》，增加了英文译名(见2012年版本)； 

b）增加了 “规范性引用文件”（见第2章），文件中引用3部辽宁省地方标准； 

c）增加了 “术语与定义”（见第3章）； 

d）增加了 “总体要求”（见第4章）； 

e）更改了 “棚室结构性防灾”（见2012年版本第2章）为“设施防灾要求”（见第5章）； 

f）删除了“结构类型”（见2012年版本2.1）； 

g）更改了 “高度与跨度”（见2012年版本2.3）为“不同设施类型”（见5.2）； 

h）更改了“设施应急防损”（见2012年版本第3章），改为“雪灾防御”（见第7章）； 

i）增加了“建造措施对抗灾要求”（见5.3）； 

j）增加了“风灾防御”（见第6章）； 

k）更改了“低温寡照抗御”（见2012年版本第3章），为“冷害（低温寡照）防御”（见第8章）；  

l）更改了“早春低温天气灾害”（见2012年版本第5章），为“倒春寒防御”（见第9章）。 

m）更改了“涝灾防御”（见2012年版本第6章），为“水涝防御”（见第10章）； 

n）增加了“高温强光防御”（见第11章）。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辽宁省农业农村厅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辽宁省老科学技术工作者协会农业分会、盘锦鑫叶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建平县农

业环境监测保护站、辽宁依农农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朝阳县农业区划办公室、朝阳县大项目办公室、

朝阳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朝阳县西营子乡人民政府、建平县示范繁殖农场、朝阳市龙城区联合镇人民

政府、本溪市南芬区农业林业水利服务中心、朝阳市龙城区联合镇人民政府、黑山县农业农村事务服务

中心、辽宁省现代农业生产基地建设中心。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赵义平、刘广会、王燕、于海洋、裴思敏、李兰英、张慕鸿、张颖、于海涛、

邰琳、孙艳玲、陈宇航、柳晶轩、王艳、侯俊、魏玉红。 

本文件发布实施后，任何单位和个人如有问题和意见建议，均可以通过来电和来函等方式进行反馈，

我们将及时答复并认真处理，根据实际情况依法进行评估及复审。 

归口管理部门通讯地址：辽宁省农业农村厅（沈阳市和平区太原北街2号），联系电话：

024-23447862。 

文件起草单位通讯地址：辽宁省老科学技术工作者协会农业分会（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长江街162

号），联系电话：024-86262599，86845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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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农业灾害性天气防御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设施农业灾害性天气防御技术的总体要求、设施防灾、风灾、雪灾、冷害（低温寡照）、

倒春寒、水涝和高温强光灾害防御的技术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设施农业生产中灾害性天气防御。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DB21/T 3125  设施蔬菜病虫害防治技术规程  总则 

DB21/T 3289  温室蔬菜生产施肥技术规范 

DB21/T 3290  温室土壤连作障碍修复技术规程 

3 术语和定义 

本文件没有需要界定的术语和定义。 

3.1  

4 总体要求 

依据天气预报，结合当地事情有针对性采取综合集成配套的灾害性天气预防措施。从设施结构建

造，用材规格与质量，以及智慧农业需求，集成配套绿色健康管理措施，灾后强化病虫害综合防控，以

减少灾害天气造成的损失。 

5 设施防灾要求 

5.1 设施棚室方位 

温室东西延长偏西5°～10°，受地形限制偏东不宜超过5°，偏西不宜超过25°；大棚宜南北延长，

南端留门。若东西方向，周围应有减风挡风措施，如设置在温室之间、或有防风林、或房屋或放风网等。 

5.2 不同设施类型 

有后墙温室的长度宜选≤200m，温室的跨度、脊高及后墙高分别详见表1。辽北、辽东地区跨度6m～

10m。辽南辽西跨度不宜超10m～12m。对工厂化智慧型设施农业温室的跨度宜选15m～30m之间，联栋类

型温室的跨度可选50m，其它不同设施类型详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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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不同设施农业的结构类型防灾规格要求 

设施农业设施类型 内跨度m 内脊高m 后墙高m 后墙厚度m 后坡投影m 

有后墙温室 

6～7.5 2.9～3.5 1.8～2.2 0.4～0.5 1.3～1.5 

8～10 3.8～4.8 2.4～2.7 0.6～1.0 1.5 

11～12 5.1～5.5 2.9～3.3 0.7～1.0 1.5 

15～20 5.8～6.5 3.5～4.5 0.8～1.0 1.5 

普通钢架大棚 10～12 2.5～3.0 肩高1.5～1.9 长度80～100 骨架间距0.8～1.0 

普通竹木大棚 6～8 2.1～2.8 肩高1.3～1.5 长度50～80 骨架间距0.9～1.1 

大跨度竹木大棚 37 2.7 肩高1.7，长度85，立柱间距1.1，桁间距2。 

双拱双膜盖苫大棚 18 4.8 双层骨架外跨20,外高5.8。骨架镀锌方型管。夹层棉被覆盖。 

联栋智能温室 50 5.8～6.0 一般有12间，长度96～100，每间跨度8。 

双屋面覆盖温室 30 8.0 长度100，室内地面下卧1.2～1.5，中间地下设通风与运输道 

5.3 建造措施抗灾要求 

5.3.1 保温与降温措施 

增加温室的保温与降温能力，宜采用以下5种措施: 

——各温室类型设施宜利用地形或采用半地下式建造，室内地平面下卧。育苗温室大棚的架床高度

0.8m左右； 

——稻草草苫重量宜选≥4kg/㎡，栽培喜温型的果菜类如黄瓜、辣椒、茄子等宜用双层草苫； 

——沿温室前底角和东西山墙外埋厚3cm～6cm（密度14kg～18kg/m³）高度50cm苯板，外包旧棚膜，

埋入土中深度60cm～70cm； 

——温室大棚宜配环流风机、遮阳网，以先通风后遮阳； 

——宜配合智慧或远程温光即时控制系统。 

5.3.2 抗风雪压措施 

增加温室大棚抗风雪能力，宜侧重以下7项措施： 

——采用钢排架上弦，跨度≤8m用4分热镀钢管，下弦圆钢Φ≥10mm；≥10m跨度用1吋热镀锌管，

下弦圆钢≥Φ12mm；钢管壁厚≥2.75mm，不宜用2.25mm替代。拉花的圆钢Φ≥8mm，特别是前

底脚处下弦。盘成三角型，不能间断。桁拉杆与排架用三角型链接固定。钢排架间距宜为85cm。

在温室的两个山墙处，紧贴山墙各安装一排钢骨架； 

——受灾严重变形钢排架要拆下平直再用； 

——对大棚、温室在建设时宜预留防灾临时支架（柱），在有灾害性天气时放下来做支撑； 

——温室群体最北部温室强度要加固，或临时增加支柱，或设防风林措施； 

——压膜线应拉紧压实棚膜。前立窗转向天窗的转折点要变化突出，即采用前底角向温室内1m远的

高度1.4m处转折的天窗。钢排架温室脊高处做出一个突出（鹅头）； 

——竹木温室排架间距依据骨架材质强度0.6m～0.70m，大棚0.8m～1.1m。加强竹木结构前屋面立

窗骨架的强度，其支柱方应向微向南倾斜； 

——前底脚地梁（圈梁），后墙顶梁通过排架精准链接，焊接点牢固，使排架在一个平面上。土制

后墙的墙柱间距与（钢）骨架间距相同。竹木骨架顶部与脊檩牢固连接。 

5.3.3 温室结构防涝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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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温室的防涝能力应注意以下2个方面措施： 

——土制墙厚度：底部宽1.5m～2.0m，上底1.0m～1.5m。推荐板打土墙，或杨脚泥垛墙，或袋装土

垒墙，或复合砖石墙体。用37cm或50cm厚度的砖墙，外墙挂6cm～12cm厚（14kg/m³）苯板。山

墙顶部铺设旧农膜。地面上石墙高50cm。地基深度达到当地冻土层。墙体厚度宜略超过当地冻

土层； 

——后坡应保证厚度50cm以上，且做好SBS防水。电动卷帘机应该配备手动卷草苫的装置，按时维

修。草苫用彩条布封闭包裹，或雨季上盖棚膜。 

5.3.4 温室大棚结构光照保障措施 

从温室大棚结构保障良好光照水平应注意以下2个方面： 

——大棚生产选用PE的防老化、茂金属膜；冬季日光温室选用紫光膜、流滴膜、消雾膜、EVA（醋

酸聚乙烯）棚膜、PVC和PE等功能性棚膜。夏季实现黑色地膜覆盖； 

——温室之间的距离：S=温室高度（含卷起草苫高）h/tan冬至太阳高度角h⊙－后屋面水平投影L

－后墙厚度I+修正系数K（1m～1.3m）。 

6 风灾防御 

6.1 紧固压膜线 

经常检查温室大棚设施棚膜的压膜线、地锚是否是松弛、或不牢固，应及时拉紧加固。 

6.2 设置防风网 

在设施园区的风口处，增设防风网。 

6.3 棚膜维护 

及时关闭设施的放风口、门窗等。及时修补开口破损的棚膜。春夏季棚膜被刮坏严重的，即使外界

温度适宜，也不得撤下棚膜。 

7 雪灾防御 

7.1 临时应急措施 

增加温室大棚抗风雪灾能力，应侧重以下3个方面： 

——增加临时支柱。对温室和大棚在暴雪天气期间，每6m远左右支1根木杆或钢管，或在棚室的薄

弱处增加临时支柱； 

——草苫未用彩条布等封闭包裹的，宜盖整张棚膜覆盖保温被上； 

——遇暴风雪，温室大棚结构难保全时，应及时将温室、大棚的棚膜划开让雪直接落入棚室内。 

7.2 及时卷起保温被 

在温度0℃左右的暴雪、大雪天气，应将草苫卷起，让雪直接落在棚膜上，雪过后及时放草苫子（保

温被）保温。 

7.3 扫雪与雪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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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小雪，可雪后清扫；暴雪须立即清扫，防止堆积在前立窗处。可用灭火吹风机，吹扫保温被（草

苫）上的积雪。大雪过后要注意缓慢逐步揭开保温被，不宜急速见光和快速升温。可从前底脚分次分段

揭开保温被。并结合低温寡照等防御措施加强田间管理。 

8 冷害（低温寡照）防御 

8.1 低温应对措施 

低温与寡照常造成冷害，在温度管理上应注意以下3个方面： 

a）保温覆盖。温室后墙外堆放秸秆、草苫覆盖一层棚膜。严寒季节，宜加盖底脚苫或纸被。宜用

高垄高畦，适时覆盖地膜、挂二道幕、设小拱棚。裸露的地面覆盖稻乱、稻壳、酒糟、圪囊等； 

b）一般冬季叶菜类和番茄适温控制范围20℃～25℃,而喜温蔬菜25℃～28℃；室内温度即果菜类

8℃～10℃、叶菜类10℃～13℃，或出现4℃～5℃，应启动临时加温。可用煤炉、暖气、油电

热风炉及临时可燃物。须注意防火灾； 

c）已经遭受冷害的作物气温控制：番茄和草莓15～20℃，黄瓜20～23℃。植株正常后进一步提高

温度5℃左右。 

8.2 采收与揭草苫管理 

遇阴天要减少采收，特别是徒长植株。久阴骤晴天应逐渐分次揭开草苫，缓慢升温，逐渐见光。中

午卷苫1m～2m高，让室内见光1h～2h。同时注意不放风或小放风，保持较高的湿度。 

8.3 增加光照措施 

机械卷起保温被应及时，包括阴天。常清洁棚膜，特别重视前立窗处。用撕裂膜，或吊架绳做垂直

吊架、“V”型架，打去底叶。温室后墙内挂保温幕、小拱棚白天应揭开。冬春必要时可用补光灯补光。 

8.4 水肥管理 

结果前期应控水。膜下灌水、软管滴灌，限制沟灌，每次灌水1t～2t。低温前，按每15kg水中兑磷

酸二氢钾30g、尿素50g和50ml米醋叶面喷施。受低温后禁用激素类药肥。施肥应符合DB21/T 3289要求。 

9 倒春寒防御 

9.1 秧苗定植方法 

倒春寒强光高温、低温寡照短时间交替为特征天气现象，秧苗定植应注重以下3个方面： 

a）选短龄商品苗，加强定植前的秧苗锻炼。推荐定植前采取药剂沾根，方法应符合DB21/T 3125

（第7章）。药剂配制须软水配药，二次稀释； 

b）设施田间土地，应地面应平整，早春定植宜远离大棚四周，选择垄（畦）台； 

c）栽苗先覆膜，→打空→浇埯水→稳苗，不封埯→2d～4d浇缓苗水→封埯，注意地膜穴口封严。 

9.2 寒流到来前防御 

在寒流冷害到来之前应注意以下4个方面： 

a）修善棚膜漏孔，大棚四周围盖草苫等覆盖物，田间多铲耥松土和增加灌水； 

b）应施用叶面肥，宜加入氨基酸和生物有机肥等； 

c）密闭棚室，减少门窗透风。裸露地面覆盖秸秆、增加二层农膜覆盖、甚至秧苗埋埋入土壤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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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准备临时加温设施，如火炉，甚至蜡烛，须注意防火。遇强降温时宜将秧苗埋入土壤中。 

9.3 短时高温强光防御 

棚温不宜超32℃，超过应上遮阳网、环流风机等降温措施。阴天应放风，温度适当降低到15～20℃。 

9.4 受冻害灾植株调整 

生长点嫩叶被冻死的，保留植株下部老叶的腋芽，不宜毁种。少量缺株可通过整枝方式，如双干整

枝补救。秧苗已经完全冻死的，要立即补种或毁种其它作物，如菜豆、叶菜、根菜等速生蔬菜。 

10 水涝防御 

10.1 设施排涝管理 

棚室园区外围的地块应及时清理疏通沟渠，修复完善排水设施，尽快疏通排泄设施温室大棚内外

积水。防止雨水再侵入，及时向前放下棚膜的兜水。对盐渍化土壤要利用雨水和井水灌溉排盐。土壤连

作障碍的，应按 DB21/T 3290 规定修复。 

10.2 设施外雨水倒灌防御 

棚室底脚下挖沟 20cm 深，棚膜下延沟内回外卷起后用土壤压严。棚室内底脚处围起高垄。雨天及

时关闭棚膜放风口。 

10.3 涝灾后追肥措施 

土壤过水后，要尽快追施氮肥，如下部叶片已经明显淡绿，每 667 ㎡施尿素 5kg～8kg，或施用三

元复合肥。叶面施宜用 0.2%磷酸二氢钾+0.3%尿素，配合氨基酸肥、腐殖酸肥料等，必要时加入 0.2%

硫酸锌。其它施肥技术应符合 BD21/T3289规定。 

10.4 泥中抢种播种 

温室大棚地块泥泞，手拄竹秆或木杆，按株距打埯，向埯中撒施潮土，再播种子覆土。或按照株

行距摆苗暂不覆土。在有条件时，再覆土起垄。 

10.5 涝灾病虫防控 

应对夏季水涝中病虫害防控应侧重以下 2个方面： 

——因水涝过水地面应须加强对疫病、病毒病、根腐病和霜霉病的综合防控，防住潜叶蝇、螨虫、

烟粉虱、蓟马、小菜蛾、棉铃虫和蚜虫等害虫的危害。同时要加强人工除草； 

——对土传病害严重地块，或无作物或无挽救必要的老棚室内的积水可不向外排，让其自然下渗。

并配合土壤高温消毒，其技术应符合 DB21/T3125之规定。 

10.6 受损日光温室修复 

10.6.1 温室骨架修复 

平整骨架竖向在一个平面内；变形严重的骨架，应将纵拉桁杆断开，平整排架后再焊接上。 

10.6.2 骨架整体加固 

在骨架屋脊处、后墙交接处、前底角处设置 4 分钢管纵桁拉杆。屋脊处用 2 吋钢管，与每排骨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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焊接成为一个整体。可在屋脊处每隔 3～4排骨架设置一个 C20细石混凝土支柱，截面 100mm×120mm～

150mm，内配 4根Φ6mm钢筋，箍筋Φ4@150～300墙柱。 

10.6.3 墙体局部倒塌修复 

局部倒塌砖墙或土墙，先清理墙根 25cm～30cm宽，下挖到稳固基础处开始垒墙。倒塌一半高度的

墙体先支好墙柱。用稻草泥垛 25cm～30cm宽墙，或编制袋装土码垛成墙。受损距离较长可用板打土墙：

内外侧设置木板，向内夯实土壤；用机械重新堆垛墙体，应分层夯实。墙体顶面用旧农膜覆盖做防水。 

10.6.4 后墙的修复加固 

用 100mm×100mm，内 4 根Φ6mm 力筋，捆筋Φ4@300 水泥柱更换其损坏的墙柱。埋深 500mm，截面

300mm×300mm水泥板或用砖石垫底。纵间距 1.2m～2.4m。墙体顶用 60mm厚钢混板压顶或砌 3～4层砖。 

10.6.5 山墙处理与前底脚处理 

山墙内侧面应保证直立，砌筑 240mm 砖墙，紧靠墙牢固安装一排骨，链接纵向纵杆，墙体顶面做

好防水。温室前底脚处应沿纵向设置 240mm×240mm的钢筋混凝土基础或砖基础，基础深度不低于 500mm。 

11 高温强光灾害防御 

11.1 选用抗高温品种 

夏季高温季节的设施农业栽培品种，特别注重选抗病毒病品种，耐低温品种不适此季节栽培。采用

品种须经过试种，包括嫁接育苗砧木的共生亲和性，未经试种不能规模栽培。利用高燥地块安排好育苗

播种，宜采用穴盘育苗，或者委托育苗中心。注意宜尽量躲避高温期定植。 

11.2 遮阳控温 

设施内光照强度不宜超过50000Lux，温度不宜超过32℃，二者有一项均需遮阳。定植—缓苗初期须

采取遮阳措施。不宜此季节换新棚膜，有条件的选用散光膜、转光膜。此季普通棚膜宜喷利凉涂料、或

棚膜甩土、秧棵，或棚膜外微喷洒水降温。 

11.3 控制徒长 

加强水帘风机运转、环流风机的启用。用每15kg水兑100～150g磷酸二氢钾与1500倍液嘧菌酯喷施

叶面。慎用矮壮素、叶绿素等控制秧苗徒长。叶面喷施300～500倍液氨基酸与750倍液硫酸锌肥。土壤

宜施用腐植酸肥，其它技术应符合DB21/T3289。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