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气候变化往往是制约地区经济发展，特别是

农业发展的重要因素，尤其在全球气候日趋异常

的情况下，充分认识和掌握气候变化规律，科学合

理利用气候资源，对发展农村经济是十分重要的。
林学椿等研究近 40 年我国气候趋势指出:我国年

平均气温以 0.04℃/10a 的倾向率上升，年降水量

以 12.66 mm/10a 速度减少，而长江流域及西南地

区的年平均气温不但没有增加，反而呈下降趋势[1]。
吉林地区作为吉林省的商品粮产粮大市，研究气

候变化对农业生产所产生的影响将是十分必要

的。本文通过吉林地区 40 年气温、日照、降水及灾

害性天气变化的统计分析，找出了吉林地区近 40
年气候变化规律，并依此探讨了气候变化对农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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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及应对措施。

1 资料来源与分析方法

选用吉林市气象局 1971～2010 年的气温、降
水量和日照时数资料，采用常规统计和线性趋势

方法，对年、季和生长季平均气温、降水量和日照

时数的变化趋势、规律进行分析。趋势分析利用计

算的气象要素的时间序列，以时间 t 为自变量，要

素 y 为因变量, 建立一元回归方程:y (t)=a+bt，其

中，b 为线性趋势项，b>0 表示递增，b<0 表示递

减，b=0 时表示没有变化。b×10 为变化倾向率，

其单位为某要素单位 /10a。

2 结果与分析

2.1 气温变化特征

将吉林地区气候资料按年、季和作物生长季

不同时段进行统计和线性倾向趋势分析，分析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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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气温的变化规律呈上升趋势,与全国乃至全球

气候变化规律基本一致, 这可能与全球气候变暖

的大趋势有关。从线性趋势拟合情况看，年(图 1)、
季 (冬季图略)、生长季 (图 2) 的增长率分别为

0.40℃/10a、0.45℃/10a、0.31℃/10a，以冬季增温

最为明显。

2.2 降水变化特征

与温度变化分析相类似,将吉林地区 40 年降

水资料分析按年度、汛期、生长季分别统计分析。
结果是年度降水曲线与生长季降水曲线很类似，

这因为生长季降水量占 86%。从线性趋势拟合结

果看，年度(图 3)、汛期、生长季(图 4)40 年降水呈

上 升 的 趋 势 , 年 降 水 上 升 率 为 7.3mm/10a、7.0
mm/10a、7.8mm/10a。

2.3 日照变化特征

将 40 年日照资料按年度、生长季分别进行分

析，由于生长季日照占全年日照的 56%，其变化

规律与年度变化规律十分相似。总体上呈减少趋

势，年度下降率为 57.8h/10a(图 5)，而生长季的下

降率为 26.7h/10a(图 6)。

3 气候变化对农业气象灾害的影响

由于气温呈上升趋势，吉林地区低温冷害发

图 5 年平均日照变化曲线

图 6 生长季日照平均变化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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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生长季降水量年平均变化曲线

图 3 年降水量平均变化曲线

图 1 年温度平均变化曲线

图 2 生长季温度平均变化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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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频率逐渐减小。随着气候变暖，热量条件好转，

使低温冷害发生频率逐渐减小。20 世纪 70 年代

低温冷害发生频率为 56%，80 年代减小到 25%，

进入 90 年代，吉林地区无低温冷害发生。低温冷

害不再是影响吉林地区农业生产的主要灾害。
3.1 病虫害

病虫害发生与气候变暖有着密切的关系，暖

冬有利于病虫安全越冬，这使翌年病虫危害提前

发生；热量增加促使病虫繁殖加快，危害期延长 [2]。
据统计 [3]，我国常年病虫害发生面积 200～233 亿

hm2，是耕地面积的 2 倍多，每年因病虫害造成的

粮食减产幅度占同期粮食生产的 9%[4]。据植保部

门统计，20 世纪 90 年代的虫卵越冬成活率比 80
年代增加了 1 倍。同时，气候变暖会引起气候异

常，突发性气象灾害如干旱、洪涝及冰雹灾害明显

增多。
3.2 干旱与洪涝

气候变暖使土壤蒸发量加大，加剧干旱程度

和沙漠化。干旱和洪涝灾害发生频率增加，且造成

的减产幅度逐渐增大。气候变暖,使吉林地区降水

变率增大，时空分布差异显著，夏季洪涝灾害发生

频率由 70 年代的 25%增加到 90 年代的 44%。80
年代以后，降水以多雨突发（2 年）、少雨持续(4～
5 年)的短周期旱涝交替为主要特征，近 15 年暴雨

日数较气候值多 0.4 d/a。干旱发生频率更是明显

上升。特别是春旱已由 70 年代的 36%上升到 90
年代的 58%。80 年代以来，降水阶段性明显，干旱

频 率 增 大 ，1982、1988、1997、2000、2001 年 均 发

生了干旱灾害，干旱与洪涝有在同一年度中交替

出现的趋势，使粮食产量下降。1997 年发生春夏

连旱，粮豆单产减产（150 kg/hm2）。因此，合理利

用水资源，积极开发利用空中的云水资源及兴修

水利对农业生产而言,是十分迫切和重要的。

4 气候变化对农业生产的影响

气候变暖不仅对农作物的生长产生明显影

响，而且影响农业生产的稳定性和发展的持续性。
通过上述分析吉林地区气候变化对农作物生长有

着明显的影响。
吉林地区近 40 年气候变化表明 :气温、降雨

量呈上升趋势，日照时数呈下降趋势。温度的增

暖,尤其是冬季增暖比夏季明显，将减轻冬季冻害

和夏季低温的威胁，利于作物生长，尤其利于喜温

的水稻作物生长。但另一方面气温升高后,夏季的

高温和干旱将抑制作物的生长发育[5]。气温变暖与

大气二氧化碳浓度增加有关，有学者认为 [6]，由于

CO2 浓度的增高，会导致作物的光合作用增强，使

根系吸收更多的矿物元素，有利于增加干物质的

积累，提高作物产品的质量。
日照的减少对农作物生长和植物的光合作用

都为不利。降雨量的多少也将影响农业生产,在农

作物生长的各个关键期，由于降水量的不足，直接

影响农作物的生长发育，造成农作物子粒不实，千

粒重低、单产下降，对农作物产量有较大影响。
温度的升高和局部降水的减少影响了作物的

光合同化作用，高温使植物快速发育，导致子粒成

熟度降低而减产，增暖而带来的旱涝灾害日益频

繁也影响农业生产,并给农业带来严重损失。
吉林地区气候变化对农业生产的影响主要有

2 个方面:气候变化一方面使我地区作物播种期和

品种结构发生变化，另一方面使农业生产布局有

所变化。
4.1 气候变化对作物播种期和品种结构的影响

春季增温明显，终霜期前提，积温增加，有利

于中晚熟作物生长，提高粮食产量。稳定通过

10℃·d 积温开始日期(作物生长始期)比过去提前

3～5 d；吉林地区大部分县（市）5 月 1～10 日平

均气温可达 10℃以上，加之春季的终霜日普遍提

前 5～7 d，使农作物生育开始期提前，有利于各地

提前播种，实践证明，早播地块不仅利用了春季光

热资源，而且利用了土壤化冻前的返浆水，实现了

一次播种保全苗。
种植相对中晚熟品种。各地≥10℃·d 的农作

物生长活动积温普遍比前 30 年多 50～100℃·d，

从而为持续高产提供了有利条件。
4.2 气候变化对农业生产布局的影响

部分地区降雨的减少，使得一些水源较差的

水田改做旱田。日照的减少使得原是喜光植物生

长的适宜区域，也不适宜其生长等等。这些作物布

局的改变，是受气候变化的影响长期形成的，也是

一个漫长的过程。

5 应对措施

目前，吉林地区农业生产布局和结构是与现

在农业气候条件分布和组合相适应的，农业技术

措施也是根据现有自然条件制定的。温室效应引

起温度、水分等农业气候条件的时空分布的超常

变化会导致种植制度、作物种类与品种的布局比

例发生重大变化。这就需要对粮食生产趋势与前

景、灌溉农业的前景、气候变化后的土地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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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37 页)玉米的苗高、叶片叶绿素和可溶性糖含

量，且以稀释 30 倍的 PSB 处理效果最佳（p<0.01）；

浓度过高或过低均达不到较好的效果。其可能原

因主要是取决于菌液中 PSB 的数量，菌液稀释倍

数大，PSB 数量较少，产生的活性物质也就越少；

菌液稀释倍数小，PSB 数量较多，产生过多的活性

物质往往会起到抑制作用 [16]，但其具体原因还有

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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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的农业与人口、农业环境演变等战略重新研

究并有一个新的认识。
（1）适时调整农作物的种植结构，选育优良品

种,以提高农作物的耐旱和耐高温能力。
（2）发展冬季农业，以求得热量资源的充分利

用。
（3）从气温总体升高来看，反映气温回暖早，

建议农户可适时早播、抢播，充分利用前期热量，

根据各地积温区，可适时改变播种期，争取早出

苗、出全苗。
（4）由于冬季气温明显升高，有利于病虫卵越

冬，建议在抓紧秋收的同时，也要搞好秋翻地，使

病虫卵无法越冬。
（5）针对降水波动的加剧和旱涝灾害的频繁

发生，应发展规模农业,强化排灌设施建设特别是

推广喷灌技术和地下灌溉技术，增强抵御自然灾

害的综合能力。
（6）减少化学肥料的使用量，增施农家肥以增

加土壤腐殖质的含量，改良土壤。
（7）保护环境，提高人们的生态意识，植树造

林,增加绿地 ,控制城市污染，改善局地小气候 ,保
持生态相对平衡。

根据 40 年气候变化趋势来看，总体变化有利

于农业生产的发展，结合实际情况，科学合理地利

用好气候资源，采用科技兴农的先进技术和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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