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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善县农业农村局文件

善农〔2022〕78 号

嘉善县农业农村局关于印发农业抗台救灾技术
指导意见的通知

各镇、开发区（街道）农业农村办公室（农业农村局）：

为全力以赴做好农业抗台工作，确保农业生产安全，最大程

度减轻灾害损失，特制定本技术指导意见，请结合实际抓好落实。

嘉善县农业农村局

2022 年 9 月 4 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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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植业抗台救灾技术指导意见

一、水稻

目前，我县大部分单季晚稻处于孕穗末期至扬花期，连作晚

稻处于孕穗初期，要采取以下应对措施：

（一）及早排除田间积水。台风来临之前，清沟理渠，保持

沟渠畅通，开好平水缺，排除田间多余积水。台风过后，受淹的

稻田在退水后要及时清除稻株上的漂浮杂物，并清洗稻叶上的泥

浆。对倒伏的水稻，做好扶苗。处于孕穗、扬花期的晚稻在台风

过后，田间要保持浅水层，处于灌浆期的晚稻畦面保持湿润。

（二）科学补施肥料。台风雨后田间肥料流失较多，可视苗

情与灾情适当补施一定肥料，一般可用磷酸二氢钾或叶面肥兑水

进行叶面喷施，以维持功能叶活力，增强稻株抗逆力。

（三）加强病虫害防控。台风、暴雨易造成稻叶破损，病菌

可从伤口侵入并迅速扩散传播，造成病害发生流行。台风前要加

强对水稻病虫害预防，台风过后要特别加强稻纵卷叶螟和稻飞虱

的监测，田间发现病害发病中心和稻飞虱大规模迁入要及时防

治，对受淹水稻要做好纹枯病的防治。

（四）加强寒露风预防。冷空气来临前，采用以水调温的措

施，一般用温度较高的河水对水稻田灌深水，保持水深 8-10 厘

米，使株间温度相对较高。冷空气过后，排掉稻田大部水，保持

薄水层。晚稻中后期根据长势科学合理施肥，增施钾肥、适施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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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增强根系活力，促进叶片稳长，使植株生长健壮，提高植株

的抗低温能力。

二、蔬菜

（一）做好设施加固。提前做好沟渠清理，提前做好蔬菜大

棚等设施加固，拉紧压膜带，紧闭棚门，更换或揭去破损薄膜，

检查疏通排水沟渠，确保排水通畅。及时检修抽水泵、看护房等

辅助设施。

（二）做到及时抢收。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根据作物长势，

在灾害性天气发生前，及时抢收成熟蔬菜，有条件的放入冷库，

根据市场行情择机上市销售，育苗盘转移到地势高的地方，避免

受淹死苗，尽量减少因灾损失。

（三）加强灾后管理。雨后及时疏通沟渠、开通机埠，尽快

排干菜地积水，降低水位，防治根系渍水过久，引发烂根死亡；

及时扶理植株，清除病株、病叶，减少病源，改善通风，降低湿

度。转晴后有针对性地进行一次重点病害防治，及时喷施一次叶

面肥或追施速效肥，并进行中耕、松土、培土等工作，恢复植株

正常生长。

（四）及时补种改种。受雨水影响成灾的菜地，及时翻耕晾

晒土壤，选择雨后晴天抢播补种秋冬茬蔬菜，城郊菜地可利用大

棚避雨设施播种一批速生叶菜，尽早供应市场。

三、水果

（一）检修加固设施。台风前应对大棚等生产设施进行检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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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固，揭去大棚薄膜。

（二）及时采收果实。利用晴好天气抓紧采摘已成熟的葡萄

等水果，尽量减少经济损失，农技部门要做好水果采摘、贮运的

技术指导。

（三）做好树体加固。台风前修剪树冠以减少阻力，并做好

树体的捆绑固定和培土加固工作。对于幼树和苗木需立防风杆；

对结果量多负荷重的橘树，应采用吊枝或立柱防风，以稳固树体

和枝干，减少树枝摇动，防止风折枝条。

（四）做好树体扶正。对灾后倒伏的树体要扶正固定，外露

的根系要重新培土覆盖，断掉的大枝应锯平伤口并进行伤口保

护。受涝程度重的，还应适度修剪枝梢并摘去适量果实，减轻负

载。对树体采用叶面追肥，待树势恢复后，再土施饼肥或尿素，

促发新根。

（五）做好清沟排水。受淹果园要开沟疏渠，迅速排除积水，

及时清洗受淹果树枝叶、果实上的泥浆，清除树上的杂物。受淹

园地土壤板结，待表土基本干燥时，及时松土，并用生石灰等喷

撒地面，进行土壤消毒。

（六）加强病虫害防控。台风暴雨后易暴发各种果树病虫害，

要及时选用 65%代森锰锌、70%甲基托布津等农药，对受淹果园

进行一次全面防治。

四、花卉

（一）加固大棚设施。单体大棚加盖遮阳网，拉紧压膜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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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栋大棚应在台风来临时封闭大棚，以防台风损坏大棚和长时间

风雨冲击损伤茎叶。

（二）及时清沟排水。台风过后要及时疏通沟渠，确保田间

或大棚积水排放通畅，尽量减少受淹时间，对非洲菊、百合和菊

花等易烂根花卉要降低地下水位，防止涝渍危害。

（三）加强田间管理。雨后及时清除病株、病叶，减少病源，

促进通风透光，降低湿度，并及时清沟培土，追施叶面肥，促进

植株恢复生长。

（四）及时改种补种。对受灾严重受淹时间长的非洲菊和菊

花，雨后及时清理坏死植株，采用棉隆对土壤进行消毒处理，适

时补种或改种其他作物。

（五）加强病虫防治。台风过后高温高湿环境易诱发各种病

虫害，其中需注意非洲菊白绢病和根腐病、茶黄螨，菊花黑斑病、

白绢病、炭疽病、红蜘蛛、粉虱等病虫的危害。要合理选用高效

低毒农药及时对大棚及周边土壤进行一次全面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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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牧业抗台救灾技术指导意见

一、生猪

（一）及时排查安全隐患。对猪场栏舍、围墙、粪污处理场

及水管、线缆、电闸等设施设备进行检修、维护。疏通猪场内外

排水通道，确保暴雨期间不发生雨水倒灌，防止雨水流入粪污处

理场地。

（二）准备充足的应急物资。养殖场要做好 3-5 天的饲料、

兽药、消毒药等重点投入品的采购和储备等工作，并确保存于安

全地点，备足一定量应急物资，准备好抽水机、应急照明设施和

消毒机械等。

（三）灾后及时检修设施设备。对生产设施设备进行一次全

面体检，在洪涝灾害中倒塌、受损的栏舍、生产设施要进行修复

加固，及时恢复水、电、路等基础设施，检查粪污处理设施运行

情况，确保设备有效稳定运行，必要时在贮存等设施上加盖临时

雨棚，防止粪污满溢和漏排，严格杜绝直排、偷排。

（四）加强猪场的饲养管理。应提供清洁饮用水，适当添加

一些多维、电解质等免疫增强剂，以促进生猪机体恢复，减少应

激反应。防止饲料霉变，饲喂前应仔细检查，不饲喂霉败变质的

饲料，以防中毒。

（五）加强动物疫情防控。对经受过大水的场区及周边环境、

生产工具等要进行全面彻底地清理、冲洗、消毒，加强猪舍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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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猪群的健康监测，重点做好非洲猪瘟疫情防控工作。对死亡生

猪进行无害化处理，严防重大动物疫情发生。

二、家禽

（一）加固家禽栏舍。对家禽栏舍等农业生产设施进行加固

检修，及时清理疏通畜禽场排水系统，防止发生大面积内涝，减

轻灾害影响和损失。

（二）抓实疫苗的接种和补种。水中混有许多种使家禽致病

的病原物，极易引起新城疫、禽流感、禽霍乱和禽大肠杆菌病等

疾病的发生。应在家禽重新入舍之前做好水后疫苗及时接种或补

种工作。

（三）防止饲料霉变。洪水过后，高温高湿的环境下，饲料

管理不妥就会发生霉变，极易造成中毒或者死亡。为防饲料霉变，

可以采取以下办法：一是一次不要进太多饲料；二是将饲料存放

在干燥、清洁、不会水淹和空气流通的地方；三是每 100 千克饲

料中拌入 50 克丙酸钠或 100 克丙酸钙，可防霉变。

（四）增强家禽抗病能力。适量补充维生素 A、维生素 E、

维生素 D、维生素 B 等，可以增强家禽体质和抗病能力。

（五）灾后消毒灭源。退水时和退水后要彻底打扫禽舍，用

清水反复冲洗地面、墙壁、养殖架和鸡笼等上的粪便和污泥，将

清洗好的用具搬到室外，在阳光下暴晒 3-4 天，用 2%烧碱液或

10%生石灰加 1%烧碱混合液喷洒墙壁、地面、禽舍空间、鸡笼和

其它用具进行消毒；清扫、冲洗和消毒必须周到、仔细，做到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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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死角。对死亡家禽进行无害化处理，严防重大动物疫情发生。

三、羊、兔

（一）检修基础设施。要对畜禽舍、饲料仓库等生产管理用

房进行一次全面的检修、加固；要及时疏通排水管道，更换老化

电线。

（二）灾后全面开展消毒。对畜禽饲养场所及周边环境进行

清扫并全面消毒。养殖场应每天至少一次对栏、饲料房外围、场

区道路、大门口使用酸碱液交叉进行消毒，浓度是正常使用浓度

的 1.5 倍。

（三）加强饲养管理。要及时修复被台风毁坏的栏舍，保证

饮水卫生。青贮和各类饲料在遭受暴雨淋湿三小时后就会出现霉

变现象，饲喂前应仔细检查，不饲喂霉败变质的饲料，以防引发

疾病造成损失。对死亡羊、兔进行无害化处理，严防重大动物疫

情发生。

（四）避免使用糟类饲料。尽量避免使用糟类饲料，由于受

台风影响，送货可能会受到影响。再加上储存条件无法保障，本

身含水量比较高，霉变速度非常快，品质和适口性无法保证，在

无法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建议暂时不使用。

四、蜜蜂

（一）转移加固蜂箱。低洼地区的蜂场要将蜂箱移至地势较

高处，防止蜂箱进水。同时，为防止蜂箱被台风吹倒，可在蜂箱

上放置石头等重物加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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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确保饲料充足。检查蜂箱中蜂蜜是否充足，不足时要

及时饲喂。如蜂群中有大量幼虫，还需饲喂花粉，保证幼虫生长

营养需求。

（三）确保人身安全。蜂箱要远离易倒建筑和高空设施，如

广告牌、树木、电线杆、路灯、危墙、危房等，并固定好蜂场其

他杂物或易倒物体。台风期间，一切以人身安全为第一位，待台

风过后再第一时间到蜂场检查。

（四）及时整理蜂箱。台风过境后，要及时整理蜂箱，摘掉

遮雨板，通风透气，杀菌消毒，避免蜂箱发霉。如蜂箱已经发霉，

要及时更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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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业抗台救灾技术指导意见

一、渔船

（一）及时发布指令。渔业主管部门要精准研判台风走势，

及时下达防台指令，确保所有渔船及时收到台风预警信息。

（二）及时返航避风。作业渔船接到防台指令后，在到达停

泊点途中要加固船上网具设备、穿着救生衣，保持安全航速，按

达到安全水域或渔船集中停泊点避风。

（三）加强动态管控。到达停泊点后，及时加固渔船，防止

走锚和碰撞，确保渔船安全；船上人员应迅速撤离上岸。

（四）加强涉渔人员管控。以镇（街道）为单位，加强上岸

船员管理，防止船员在防台期间擅自返回渔船，督促渔船回停泊

点避风。

二、水产养殖

（一）设施除险加固。及时检修塘埂、大棚等养殖设施，加

固或修复拦网设施，对可能存在溃坝隐患的堤埂、围拦要抓紧进

行加高加固，提前疏通排水管道、沟渠，准备好必要的抗台材料

和用具。尽快清除池塘和进排水沟渠的淤泥，，维护和保养毁损

的增氧机、水泵等。

（二）加强水质管控。强降雨易使水体出现氧跃层，应及时

开启增氧机，防止水体分层，避免缺氧，必要时开水泵排水。。

（三）防止疫病发生。进排水后，对养殖池水、进排水沟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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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一次全面的消毒处理，对灾后死亡养殖水产品、受风卷起的水

草和杂物要及时捞出，并进行无害化处理，对打捞死鱼的工具、

器皿、人员也要进行消毒处理，防止疫病暴发。

（四）减少产量损失。做好预降池塘水位，防止进水造成逃

鱼和串塘。可捕水产品及时起捕销售，尽量减少养殖经济损失。

对于逃逸比例不高的池塘，组织购买苗种，进行补充投放，保证

养殖产量。对于存塘量少的池塘，应考虑并塘，并对多余池塘进

行清理消毒，重新选择养殖品种，但放养数量不宜太大，并要加

强投饲管理，以保证养殖水产动物能达到商品规格，适时养成上

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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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善县农业农村局办公室 2022 年 9 月 4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