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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关于研究“福建稻作研究与实践”的专著，书中具体包括了：福建水稻生产与研究概况、有关
植物学性状的研究、栽培技术研究、品种更迭与育成品种、优质糯稻品种选育、三系杂交水稻研究、
发展再生稻、两系杂交稻研究、优质稻研究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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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福建水稻生产与研究概况第一节 福建的气候一、福建的气候特点福建地处我国东南沿海，位
于北纬23。
33-28。
19’，东经116-120。
面对祖国宝岛台湾省。
福建倚山傍海，是典型的亚热带季风气候，一年的冷暖干湿直接受季风所控制。
加上闽西和闽中两大山带平行斜贯全境，因此表现出：冬冷夏热、冬干夏湿，冬季多偏北风，夏季以
偏南风为主等特点。
年平均气温从北到南为14．6-21．3℃，年平均温差较小，一般为4．1-11．7℃。
无霜期长达230-365d。
年降水量自东南至西北一般在1 000—2 200ram。
二、一年四季的天气特点根据自然天气特点，鹿世瑾在《福建的气候》一书中，把3—6月划为春季，7
—9月为夏季，10-11月为秋季，12—2月为冬季。
各季的天气特点是：（1）春季是多雨季节，包括3—4月的春雨期和5-6月的梅雨期，降水量一般要占
全年雨量的一半以上。
（2）夏季受副热带高压控制，天气以晴热干旱为主。
但夏季又是多台风季节，平均每年登陆或受外围影响的台风有5-6次。
台风常带来暴雨，造成河水泛滥、山洪暴发、农田受淹等灾害。
（3）秋季是夏转冬的过渡时期，福建较短。
但此时副热带高压已退居南海，冷空气又尚未到来，表现出天高气爽。
（4）冬季每年都要受几次强冷空气或寒潮的侵袭，天气多寒冷，尤其山区常出现霜冻。
三、福建的气候资源福建夏长冬短，气候温暖，季风盛行，太阳辐射充足，地形气候显著，热量资源
、光资源和水资源丰富多样，为福建水稻生产提供富足的气候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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