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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 业 与 乞候 变 化
� 林而达 中国 农业 科学院

农业气象所 所 长

人 仃�又寸

全 球 变 暖 问

题 的关心
�

集

中 在 它 对 农

业 和 有 关 的

自 然 生 态 系

统 的 可 能 七爹

响
，

以 及 由此

引 发 的 它 讨

经 济 发 展 和

自 然 生 态 系

统 的 作 用 之

上
。

过 去 ���

年 间
，

我 国 的

平均温度 同 个球的 变 化趋势 大致相同
，

逐渐在升高
。

冬

季变暖最明显
，

夏季
，

升温最 小
，

也有 。
�

��
，

但各地的

变 化趋协和程度差异很大
，

北方变暖的程度最大
。

据政

府间 气候变 化 专业委 员会 ����� �����年的最新预测
，

由于 人类活动的 影响
，

全球的变暖趋势还要加快
，

在 今

后 四五十年 内全球的 平均温度每 �。 年要上 升 。 �

��
，

到 �� ��年 日州寻 上 升 �一 ��
，

明显快于过去 ��。 ����年的

变 化
。

但这种 预测还存在着 明显的 不确定性
。

��括响
�

必 须增加农业投资
�

扩大灌溉而积
。

农 业 用水的

供需 矛盾将长期困扰 中 国农业的持续发展
。

受 气 候 变 化影响 的敏 感 区

农 业 系统 的脆弱性

�� 年代中 国 的粮 食总产童 已 隐步登上 了 曰乙吨

的 台 阶
，

人均粮食产量 已接近 ���� 公斤
。
����年 中 国

粮 食总产 �
�

�� 亿吨
，

肉类总 产 ���� 万吨
，

水 产 品

���� 万吨
。

每人每 日供给的热能
、

蛋 白质和脂肪 已达

到或接近世界平均水平
。

但气候波动造成中 国农产品

总
、

产波动 ���� 的状况依然存在
，

这种波动在未来 几 十

年内仍会继续
。

�。 年来中国 气候存在着变暖变 干的总趋势
，

特 别

是北方
，

除 了 长江中下游和东
二�匕等部分地区外

，

东部农

业区的降水持续减少
。

如果今后气候循上述趋势继续

发展
，

肯定 会 对中国农业产生很 不利的 彩响 汁算机模

拟结果使我们看到
，

升温会使 作物 由于实际尘 育期缩

版 女水分供需差增大而造成减产
。

为 �’ 减少这种不 刊

可能 出现的 全球变暖
，

一般 会 引 起 不 同 农业 气候

区的北 移
，

但可能产生的最不利 的 气候 变 比 会 伴随温

度 什高 和 降水减少两种趋势
�

由此造成某些农 业生态

系统 不 再 适应变 化 了 的气候
。

以农业用水供求 差 为 主

要指标
�

用地理信息 系统的现代技术
，

可以 确定 下述地

区的农
、
�卜生态 系统将 对可能的气候变化表现出较强的

敏感性
�

�

长城沿线区
�

它位于农牧过渡带南 界的 尔南
。

这

个过渡带降水 变率 大
�

显著影响旱作农业 稳定性 增温

及 降 水 丙减少
、

�这种 可能嘴生很大 �
�

�匕部的 草原逐渐侵

入
�

成 为以牧 为主的农牧过渡区
�

相应的农牧过渡 区的

西北边缘成 为完全的 卜早牧区
。

水 黄淮 平原区
�

由 于水 分供求 差的 负值 因 气 候变

暖很 可能 会增大 ������ 以 匕
，

将加剧此 区原 有的 春旱

及干热风
�

危害 小麦生产
�

限制一年二热农 田 的扩大
。

原 育二年三热的旱作小麦
、

棉花
、

玉米及 果树 等会面临

�
几 ’
寻的 �成月办

�
�

淮北 价东区
�

位于南温带的南缘 气 候变 暖 可

能会引起亚热带作物种植区的北移
。

但本 区原南 多涝
、

北春 旱的情况 会因水份供求的 负值增大 而加剧
。

�
�

澳中 南高原区
�

位于业热带易旱地区
，

冬春 旱严

玉 如 果
二

训叹变暖
�

水分年供求差的 负值会增 大 朴��

以 上
�

加上瘾薄的红黄壤原有的一年二热的 旱作物农

业体 系 会遭到较严重的破坏
，

需水较 多的水 稻
、

玉米生

产会遇���较大困难
。

牧
、

林面积有可能增 大
。

除 了上述 对干 旱的敏感外
，

下述 区域的农业对可

能的 旱涝 交替 卜分敏感
。

�
�

长江中下游区
�

夏季降水变率最 大
�

常常是伏旱

和水涝交 替��于见
。

高效的农业生态体 系 会受到很 大损

害
〔

�
�

黄土高原 区
�

干旱是 目前对农业危害最大的 气

候
’

�抓件 水 上流失是另一个危害此区农 业的 重要因 素
，

兀论 任 何 形式的 气候变 化发生
，

农业生态 系统都是无

�〔
’

�������� �“ ����� ���夕夕‘ ��



一一一一一一笼三巫硬口

—法 适应的

具 有 高脆弱 性地 区 的 确 定

日前 山于 气候
�卜常波 动而有 风险的地 区

�

未来对

这种长期的变 化的反应 也将是最脆弱的
。

用包括 自然

条件
、

生产 条件和社 会经济 条件在 内的指标模拟计劝一

不难确 定
�

我国北方一些 省区的农
、

�卜
，

如 山西
、

内蒙
、

甘

肃
、

河北
、

陕西
、

青海和宁 夏
�

对气候变化的反应是最脆

弱 的
。

根据
一
些模式 计劝

一

的结 果
�

华北和 西北的这些地

方 也是最容 易受到全球气候变 化的 影响的
。

气候 变化 了
，

中 国 还能 否 养活 自 己

满足 人 口 增 长和营养水平提高的需 要
�

�。 ����年我

国 粮食生产总觉 日标是
�

确保年产 �
�

� 亿吨
�

力争 �
�

。

亿吨
。

根据研究
，
�。 。 。 年到 ���。 年期间我国的经济发

展将逐渐达到 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
。

前 ��年 人均农产

品 的 占 有量还 会 有 少童增 加
，

����。 年 以 后
，

食物结构

处十相对 隐定 的状态
，

对农产品 的需求除 了 因 人 口 增

加外
，

重点转向质量的提高和 内部结构的 合理 上
。

因止匕

在 ���。 年到 ���。 年期间
，

当我国 人 口达到 ��亿顶峰

时
，

粮 食生产 曾
、

量达到 � 亿 多吨
，

基本上
�
丁以代表经济

与社 会发展对农产品需求
。

在 当 前的 气候 及其它环境 条件基本不变 的前提

下
，

如果农作物生产所需 的物质投入和栽培管理等 人

为 因素 都能 充分满足
，

我国 粮 食生产的最大潜 力 为 �
�

�一 ��
�

� 亿吨
。

过 去 �。 年间
�

由于气象灾害造成的实

际 产敏 的损失 平均 为 ��
。

�十切
一

机模拟结果 表 明
�

到

���� 年到 ���� 年期间 由十 气候变 化
、

气象极端 书件

造成粮 食生产的潜 力将下降 ��� �
。

因此
，

气候变 化不

会动摇我国 的粮食 自我供应能 力
，

但却增加了 我们达

到未来粮 食生产 日标的 困难
，

对农业生产的物质投 入

和技术管理的要求都将更高
。

因此
，

对付气候变 化要 有

额外的农业投入
。

适应 的 可 能性

适应可能出现的气候变化的彩响包括国家和农民

两 个不同 层次
。

后 行反映了农业对气候变化的 自然适

应能 力
，

取决 �农 民掌握农 业技术的水平及收入的 高

低
。

由于这种变 化可能很快
�

超过过去儿十年的速度
�

农 民 可能无经验可循
。

因此
，

国家的宣传指导是很重要

的 为适应气候变化的影响
，

可 考虑采取 以下措施
�

��集中管理对策

稳定粮 食播种面积
，

建 立粮 田 保护区制度 对适应

气候变 �匕是十 分 靛要的
。

我 国耕地的减 少速度 目前为

‘
�

���一 ��
�

���万 公顷�年
，

今后 一段时间 可开 垦利 用 的

后 备垦地 资源 为 ���� 万公顷
。

要 努 力保持占 用与开垦

的平衡
�

稳步地增 加 夏 种指数
�

使粮 食播种面积 隐定在
�

�

�亿 公顷
，

以 便达到前述生产 目标

仁述 异 有高脆弱性 省区除河北 外
，

其 人 口 都接近

或超过 了现有耕地资源的承载潜 力
，

更要严格控制耕

地 破
，
��’ 用

�

积极开拓后 备拼地

增强有效灌溉能 力是适应气候变化不利影响的最

有 益 的 �段 之 一
。

我 国 可 新增 的 有 效 灌 溉 面 积 为

几。 �� ����万公顷
，

可使灌溉系数增 加 �
�

�
一

�
�

��
。

根

据水 资源的分 布 及 资 金投入的 可能
，

在前述敏感 区 内

采 附此顶措施将 会取得最大成效
。

我国有 ��� 片中 低产地 区需重点治理
，

其 中 至少 �

片 位 �几 前述 对气候变 化 影响敏感地 区
，

如
�

黄淮海平

�系
、

价 西
�

化
、

像北黄河平原
、

长江中下游的砂姜黑土区
、

潜育渍水 区
、

云 贵高原的红黄壤膺薄地等
。

要结 合增强

灌排能 力
�

重点改造这些 中低产 田
，

以增强这些地方的

�查应能 力
、

已有模拟结 果表明
，

气候的变暖对土壤 中的碳
、

氮

循环会有较大 彬响
，

即使降 水量增 多
，

也会使土壤中有

机 含童」员失 ��一 ���
。

因此根据变 化 了的十土襄的实际

情况推 �
’ 一

优化配方 施肥和深施肥技术
�

才能稳定耕地

的 生产 力 要解决 化肥数觉不足和 化肥 耳�对路的 问题
。

要逐 步使氮磷钾 肥料 的 使 用 比例达到 ���
� � � �

。

此

外
，

推 �
’ 一

抗 旱农作物优 良 品 种
，

开发 南 方 冬季农业
，

推
�

‘
一

旱作农 业的保水节水技 术和农作物病虫草鼠害综合

防治技 术
�

增 加农膜
、

农机的 使 用
，

发展独立的词料农

枚 等 也都 是行之有效的减弱脆弱性
、

增强 中 国 农业适

应能 力 的集 �
，
管理战略

。

艺�调整种植结构

改变传统的 种植业二元结构
，

逐步形成粮 食 作物

一 饲料作物 经济作物协调发展的三 元结构
，

使词料

作物的
产

�几产 形成相对独立的产业
。

增加饲 用玉米
，

饲用

稻和大麦的 生产
�

会降低农业生产对气 候条件的严格

要求
�

有 可能降低 讨气候变 化的敏感性
。

��推广适宜的农业适应技术

农 民 使 用 农作物优 良 品种要适应 当地 的 气 候变

�七
�

改进拼作栽培方法
�

要考虑可能变 化的 气候
�

推广

旱作农 ���，技 术
、

抗旱型种子包衣剂 等增强适应能 力 的

技术
�

发展 以生物技术 为中心的农 业高技 术
，

加快应用

化�生程
，

能适应未 来
��

�能的变 �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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