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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据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显示，全球气候变暖是不争的事实。
近百年来全球地表平均温度明显升高，本世纪变暖幅度还会增大，全球变暖对人类的影响不仅是广泛
的，而且也是很深刻的，其对农业生产的影响也必将是重大的。
　　湖南气候条件优越，是中国粮食主产区，但湖南农业生产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气候条件，“靠天
吃饭”仍然是目前和今后相当长时期内都难以改变的现实。
在全球气候变化的背景下，湖南温、光、水等农业气候资源的时空分布，以及引起作物产量波动的各
种农业气象灾害的发生频率和危害程度发生了明显变化，对农业生产产生了诸多影响。
一是旱涝灾害发生频率增大、强度增强，直接造成农作物产量减产严重。
近10年（1998-2007年），湖南因洪涝灾害年均农作物受灾面积较前10年增加6.5万hmz，粮食因灾的减
产量较前10年增加0.9亿kg；因干旱年均农作物受灾面积较前10年增加29.5万hm。
，粮食因灾的减产量较前10年增加1.8亿kg，，二是种植制度和作物品种发生改变，气温升高也使作物
的发育速度加快，生育期缩短，单产下降。
三是气候变化使病虫害和动物疫病有新发和加剧趋势，气温升高，病虫害发生早，一年中害虫繁殖代
数增加，造成农田多次受害的概率增高，作物受害程度加重，农药使用量增加，农业生产成本和对环
境的污染随之增加。
　　应对气候变化对湖南农业的影响，必须采取相应的措施：调整农业结构和种植制度；强化优势农
产品的规模化、区域化布局；开发高产、稳产的集约化农业技术；选育抗逆农作物品种；加强农业基
础设施建设和农田基本建设，改善农业生态环境，不断提高对气候变化的应变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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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全书共分三编9章。
上编：现代农业气候区划；中编：现代农业气候区划关键技术；下编：精细化农业气候区划业务系统
。
应用最新的长序列地面气象观测资料(1961-2008年)，选择适宜湖南地理条件的气象要素空间插值技术
，构建湖南高时空分辨率的现代农业气候区划基础数据；运用GIS技术，结合数理统计方法及主要农
作物种植适宜性气候区划指标，开展湖南农业气候资源及主要农作物种植适宜性气候区划；在分析评
述湖南农业气候资源状况，及气候变化对农业气候资源、农作物种植结构影响的基础上，提出应对建
议。
介绍了农业气候区划业务系统开发技术及操作说明。
    本书可供从事农业、气象、林业、水利、环境资源开发利用及其发展规划等方面的生产、科研、教
学及管理部门的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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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洪涝　　洪涝指某时段内由于降水过多，排水不畅而产生的洪、涝、渍害的总称。
其中，洪害指河湖泛滥和山洪暴发冲毁地面建筑、毁坏农田作物，造成涝害和渍害；涝害指农田积水
不能迅速宣泄，影响作物生长的现象；渍害即湿害，指土壤水分过剩，农作物正常发育受抑。
　　①洪涝特点洪涝趋多趋强。
根据暴雨等级、出现站次数、维持时间等因子统计全省有气象站观测记录的洪涝（湖南地方标准）过
程强度指数，强度指数排位前30的暴雨洪涝过程，20世纪60年代4次、70年代2次、80年代4次、90年
代12次、21世纪前8年出现8次。
　　湘北多于湘南。
根据1984-2008年气象灾情普查结果显示，全省各地均有暴雨洪涝发生，总体上呈北多南少、边缘多中
部少的特点，其中出现次数最多为安化72次，次多为新化69次，第三多为双峰62次。
　　洪涝灾害损失严重。
据统计，20世纪90年代，每年因洪涝造成的经济损失占湖南国民生产总值的5.2 ％。
进入21世纪，湖南因暴雨洪涝造成的损失也是惨重的，如2006年7月中旬受第4号强热带风暴“碧利斯
”暴雨天气影响，出现山洪暴发，河水猛涨，泥石流滑坡突现，仅郴州市资兴就发生山体滑坡和泥石
流3000多处；湘江出现1994年以来最大的洪水；这次暴雨灾害造成郴州、衡阳、永州、株洲、娄底、
益阳等6个市33个县（市、区）549个乡（镇）。
729万多人受灾、346人死亡、89人失踪，京广铁路、京珠高速一度中断，直接经济损失达78.1 亿元。
　　②洪涝灾害成因暴雨是造成洪涝的主要原因。
湖南降水量的年内分布极不均匀，主汛期（4～6月）的3个月期间集中了全年降水量的四～五成，有的
年份高达六成；空间分布上，湖南的多雨中心分别位于武陵山、雪峰山、幕阜崇山峻岭和湘东南山地
的迎风面，这些地区4～9月降水量一般在1000mm以上。
降水量的时空不均匀往往造成短时间、雨量多的强降水以暴雨和连续性暴雨、大暴雨或特大暴雨的形
式出现，直接造成洪涝及次生灾害。
湖区及四水下游多渍涝。
当四水上中游洪水汇注入湖而宣泄不及时，湖区亦遭受洪涝，这时若遇长江洪水倒灌，极易形成南北
顶托之势，洪涝灾害将更为严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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