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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海河流域气候变化影响评估报告》是由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组织20多位在海河流域研究中
具有气候变化及影响研究丰富理论和实践经验的专家，经过大量资料收集、总结归纳以及作者现有研
究成果撰写而成。
海河流域位于我国半干旱半湿润地区，由于其是我国政治、文化中心和经济最发达地区之一，流域内
用水矛盾突出。
深入探索气候变化对海河流域各方面的影响，有助于积极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对保障海河流域的可
持续发展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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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三、气候变化影响预估 1.对粮食生产影响预估方法 未来气候变化对粮食生产的影响
至关重要。
如果没有气候变化，仅仅是二氧化碳浓度升高，那么对于农业生产是有利的。
但实际情况是复杂的，气温、降水、日照等主要气象要素均在变化，二氧化碳（CO2）浓度的变化直
接影响作物光合作用，以及作物水分利用效率，同时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发生频率也在不断增加，热浪
、干旱和极端降水等将对粮食生产与食物安全的影响更加显著。
 目前，主要采用气候变化预估模型或区域气候模型与作物生长模拟模型相结合的方法，预估气候变化
对作物的影响，即：首先验证作物生长模拟模型的地域适应性，然后通过与气候预测模型的耦合，预
估未来气候变化对农作物生长发育和产量的定量化影响。
就研究结果来看，各自不一，主要原因有：一是未来气候变化的不确定性，二是模型本身存在一些不
足，如许多限制性因子包括病虫害、杂草对资源的竞争，土壤、水分和大气的质量等在大尺度水平上
掌握不多，在模型中也没有很好地反映。
另外，由于评估模型的复杂性、空间尺度和检验的不同，不同评估气候对作物产量影响的模式与方法
可能导致评估结果的巨大差异（Challinor，et al.，2009）。
 2.对小麦生产影响预估 张建平等（2006）利用作物模式（WOFOST）与气候模式（BCCT63）相结合
的方法，定量化模拟并预测了未来100（2000—2100年，其中2000—2004年为模型验证）年气候变化对
华北冬小麦生育的影响。
结果表明：未来华北冬小麦的生长期可能会缩短，变化范围6.3％～27.0％，平均为8.4 d；产量总体变
化呈下降趋势，变化范围为17.7％～—32.6％，平均减产10.1％。
 利用CERES—Wheat模型，结合区域气候模型（PRECIS），研究了21世纪80年代不同排放情景下中国
雨养和灌溉条件下小麦产量变化。
结果表明：总体上，在PRECIS模拟的A2、B2情景下，中国雨养小麦大约平均减产分别为21.7％和12.9
％，而且区域问产量变化趋势不同。
雨养小麦在华北地区有增产趋势。
华北地区是中国主要小麦产区，当前小麦生产的主要限制因素是水分匮乏。
研究认为：未来华北小麦增产主要是未来这一地区降水量增加。
根据未来气候变化背景A2和B2情景预估，未来21世纪80年代中国降水量平均增加10％左右，华北雨养
小麦增产的趋势表明未来气温升高还不足以成为小麦生长的限制因子，降水增加的影响可一定程度抵
消温度升高的不利影响（熊伟等，2006）。
 现有气候变化对农业生产影响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平均气候状态变化对作物生产的直接影响，没有考虑
极端天气气候事件或气候变化的间接影响如病虫害的变化等。
从时间上分析，目前的研究主要是21世纪后期气候变化对农业的影响，但我们同样需要评估未来10
～30年气候变化对农业生产的影响预估（Gornall，et al.，2010）。
值得指出的是：虽然气候变暖，但极端低温依然会出现，长时间持续性异常低温、严寒冻害与霜冻等
对农作物与果树生产的影响也至关重要，但目前的评估基本没有考虑。
 第四节农业应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性对策 一、农业生产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性 适应是指对气候变化做出
的趋利避害的调整反应；适应性是指在气候变化条件下的调整能力，从而缓解潜在危害，利用有利机
会。
脆弱性是指气候变化（包括气候变率和极端气候事件等）对系统造成不利影响的程度，它是系统内的
气候变化特征、幅度和变化速率及其敏感性和适应能力的函数（《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编写委员
会，2007）。
敏感性是指系统受与气候有关的刺激因素影响的程度，包括不利和有利影响（王馥棠等，2003）。
目前，农业生产的脆弱性与农业的暴露程度、对气候条件的敏感性以及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有关，农
业生产对气候变化的脆弱性包括极端天气气候事件。
农业生产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是动态变化的，受财力、人力资本、信息与技术、物质资源与基础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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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的影响而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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