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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气候变化对我国的影响正日渐显著地表现在自然、社会、经济、政治等各个方面。
因此，科学、客观地研究分析气候变化对自然生态系统和社会经济系统的可能影响，正确理解气候变
化影响的深度和广度是当前科学界必须认真对待和加以解决的重大课题。
农业直接关系着人类的生存，农业产量的稳定和可持续性是农业发展的关键。
农作物产量除了受技术、品种因素影响外，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是气候要素。
它既为作物提供物质、能量基础，又是农业技术有效实施的一个限制因素。
产量变化的总趋势也会因极端天气和气候事件加大而呈现不可持续性，甚至会带来严重的粮食短缺，
这在历史上已有过教训。
同时，随着我国人口的增长，对粮食的需求也相应地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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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北方麦区，由于日降水量在1-3月份较少，4-6月份逐渐增多，7-8月份最多，9月份以后逐渐减少
。
因此，本文根据实际日降水量的时间分布将一年365d分为第1-100d、第101180d、第181-250d及
第251-365d共4个时段。
由于在大多数时间内，日降水量为0，因此，在式（3.2）中样本总数不包括无降水日数。
　　由表3.15可以看到，第1100d实际观测的日降水量主要集中在1.0～9.7mm，有149个样本，占样本总
数的89%，而RegCM3气候模式模拟的日降水量普遍偏大，特别是观测的日降水量1.0～9.7mm变化范围
内，模拟的大部分降水量大于20mm，从cf来看，在第1-100d内，模拟的日降水量普遍偏大，cf的变化
范围为0.12～0.41，特别是观测的日降水量为1.0～9.7mm时，cf仅为0.12，说明模拟的日降水量是观测
值的8.5倍。
第2个时段为第101-180d，这一时段内降水逐渐增多，表3.16显示，实际观测的降水量主要集中在1.0
～18.8mm，有284个样本，为总样本数的86%。
从cf来看，在这一时段内模拟的降水量比实际的降水量偏多，其中1.0～18.8mm降水量偏多较大，cf仅
为0.22。
表3.17为第181250d（7-8月份）降水量实际观测值与模拟值的比较，由表3.17可以看到，7-8月份降水主
要集中在1.0～76.8mm，日降水量大于76.8mm的样本数比较少。
另外，由表3.17还可以看到，实际观测的降水量大于114.7mm的有4个样本，而RegCM3气候模式没有模
拟出大于100mm的降水。
整体上7-8月份RegCM3模拟的日降水量比观测值偏小，cf的变化范围在1.85～3.28之间，说明模拟的日
降水量与实际观测值偏差较多。
表3.18为第251-365d（9-12月份）观测的日降水量与模拟的日降水量之间的比较及订正，由表3.18可以
看到，9-12月份降水量主要集中在1.0～20.3mm，模拟的日降水量比观测的日降水量明显偏大，cf的变
化范围在0.26～0.58之间，说明模拟的日降水量一般比观测的日降水量偏大1倍以上。
　　总体上，模拟的日降水量在7-8月份比实际观测的日降水量偏小，而其他月份模拟的日降水量比观
测的日降水量偏大。
如果作物模型直接应用模拟的数据进行评估，冬小麦一般6月份成熟，在冬小麦生长发育期间，模拟
的日降水量就会比实际日降水量偏大，模拟的干旱对冬小麦产量的影响程度可能偏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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