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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IPCC 第五次评估报告显示：1880~2012 年全球地表平均

温度已升高了 0.85 ℃ [1-2]。极端气候变化逐步成为许多气象学
者特别关注的研究内容之一。近年来，我国许多学者均特别
重视气候变化方面的研究，并取得了极大成效 [3-5]。惠安县隶
属于福建省泉州市，地处福建省南部，濒临台湾海峡，境内
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呈层状倾斜，主要为丘陵台地，属亚
热带季风气候，年平均温度处于 16.0~21.0℃之间，冬季盛行
东北风，夏季盛行西南风。降水主要集中在春夏季，降水量
约在 1000mm 左右，夏长冬短。惠安县整体气候特征为：季风
气候明显、气温较高、光热丰富、降水丰富。在全球气候变
暖背景下，惠安县气候也经常会出现一些异常变化，并对农
业生产带来不同程度的影响。基于此，本文分析了惠安县极
端气温变化趋势分析及其对农业生产的影响，为今后更好地
应对极端异常气候，促进当地农业的健康生产提供科学指导。

1. 资料与方法
本文气象数据由福建省惠安县气象局提供，主要涉及到

惠安县 1991~2020 年的极端最高气温、极端最低气温逐月观
测数据资料。本文主要采取线性气候倾向率数理统计分析方
法来分析惠安县极端气温变化趋势。

2. 惠安县极端气温变化趋势分析
2.1 惠安县极端最高气温变化趋势
2.1.1 惠安县极端最高气温年际变化趋势
通过 1991~2020 年惠安县年极端最高气温变化趋势中能

够获悉（图 1），惠安县近 30 年年极端最高气温呈波动上升
变化趋势，惠安县极端最高温度线性倾向率为 0.583℃ /10a，
即平均每 10 年极端最高温度增加大约 0.583℃。此外，近 30
年来惠安县极端最高气温的平均值为 34.1℃，年最大值为
38.3℃，出现在 2019 年，年最小值为 32.2℃，出现在 1992 年、
1993 年，极端最高气温年较差为 6.1℃。

图 1   1991~2020 年惠安县极端最高气温年际变化趋势

2.1.2 惠安县极端最高气温月变化趋势
通过统计分析 1991~2020 年惠安县各月平均极端最高

温度资料了解到（图 2），惠安县月平均极端最高温度大值
主要集中出现于 6~9 月，这 4 个月极端最高气温平均值均达
到 30.0℃以上，最大值处于 33.1~38.3℃，峰值发生于 8 月
份，极端最高气温月平均值为 33.5℃，月最大值为 38.3℃；
月极端最高气温最小值发生于 1 月，极端最高气温平均值为
21.3℃，最大值为 25.2℃；每年中的 1~8 月平均极端最高气
温表现为不断上升的趋势，从 8~12 月月平均极端最高温度则
表现为递减趋势。

图 2  1991~2020 年惠安县平均极端最高气温月际变化

2.2 惠安县极端最低气温变化趋势
2.2.1 惠安县极端最低气温年际变化趋势
通过 1991~2020 年惠安县年极端最低气温变化趋势中能

够了解到（图 3），近 30 年惠安县极端最低气温总体上呈波
动上升变化趋势，极端最低气温的线性倾向率为 0.616℃ /10a，
即平均每 10 年极端最低温度增加大约 0.616℃。此外，近 30
年来惠安县极端最低气温气候平均值为 4.8℃，年最大值为
8.6℃，出现在 2019 年，年最小值为 1.2℃，出现在 2016 年，
年最大值和年最小值之间的差值为 7.4℃。

图 3  1991~2020 年惠安县极端最低气温年际变化趋势

2.2.2 惠安县极端最低气温月变化趋势
通过分析 1990~2019 年惠安县各月平均极端最低温度变

化趋势能够获悉（图 4），月平均极端最低气温最小值大多

近 30 年惠安县极端气温变化趋势及对农业生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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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选择 1991—2020 年惠安县极端最高气温、极端最低气温观测资料，采取气候倾向率的方法对惠安县极端气温
变化趋势进行统计分析，并阐述了其对农业生产的影响。结果表明：惠安县近 30 年年极端最高气温、最低气温均呈波动上升
变化趋势，极端最低气温增温速率要大于极端最高气温；在增暖的形势下，虽说对于热带、亚热带农作物的引种以及扩种、冬
季作物的生长发育比较有利，但是极易引发高温热浪、干旱等灾害性天气，对水稻、蔬菜等作物造成不利影响，还会导致农业
病虫害病虫害蔓延，进而影响到作物品质和产量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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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集中出现在冬季（12 月至次年 2 月），最冷月为 1 月份，
月极端最低气温处于 1.2~9.3 之间，月极端最低温度平均值为
5.9℃。极端最低气温的最大值出现 7 月，7 月份极端最低气
温处于 22.0~26.0℃之间，平均值为 24.1℃；平均极端最低气
温年较差为 18.2℃。一年之中，惠安县逐月平均极端最低温
度呈现为中间高、两端低的分布态势。

图 4  1991~2020 年惠安县平均极端最低气温月际变化

3. 惠安县极端气温变化对农业生产的影响
3.1 极端最高气温变化对农业生产的影响
近 30 年 1991~2020 年惠安县极端最高气温呈增加变化趋

势，具有显著的暖化趋势，这种态势下，虽说比较有利于热带、
亚热带农作物的扩种，但是经常会造成高温热害以及干旱灾
害，还会加剧作物病虫害，在很大程度上抑制农作物的正常
生长，使得水稻、蔬菜等农作物的生长发育以及产量均会受
到不利影响。

3.2 极端低温变化对农业生产的影响
近 30 年来惠安县极端最低气温呈显著增加趋势，这表明

惠安县极端低温天气减少，霜冻天气比较少，这对于当地农作
物的安全越冬比较有利。但是，这种态势下也有利于虫卵安全
越冬，使病虫害数量以及类型不断增加，从而导致春夏季农作
物病虫害大面积发生，给农作物造成严重的损失。此外，惠安
县作物、蔬菜、果树大部分为喜温类，耐寒性特别差，有些异
常年份若出现低温冻害天气，则也会对农业生产带来严重损害。

4. 结论
（1）惠安县近 30 年年极端最高气温呈波动上升变化

趋势，惠安县极端最高温度线性倾向率为 0.583℃ /10a；惠
安县月平均极端最高温度大值主要集中出现于 6~9 月，这
4 个月极端最高气温平均值均达到 30.0℃以上，最大值处于
33.1~38.3℃，峰值发生于 8 月份，极端最高气温月平均值为
33.5℃，月最大值为 38.3℃；

（2）近 30 年惠安县极端最低气温总体上呈波动上升变
化趋势，极端最低气温的线性倾向率为 0.616℃ /10a；月平均
极端最低气温最小值大多数集中出现在冬季（12 月至次年 2
月），最冷月为 1 月份，月极端最低气温处于 1.2~9.3 之间，
月极端最低温度平均值为 5.9℃。

（3）惠安县逐年极端最高气温、极端最低气温均呈增加
趋势。在增暖的形势下，虽说对于热带、亚热带农作物的引
种以及扩种、冬季作物的生长发育比较有利，但是极易引发
高温热浪、干旱等灾害性天气，对水稻、蔬菜等作物造成不
利影响，还会导致农业病虫害病虫害蔓延，进而影响到作物
品质和产量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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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而造成树木根系出现松动，需要培土加固；若是根部裸露
在外面，需要培土覆盖，确保树体水分营养平衡；③树木在
倾斜、倒伏后，可以将其扶正并固定支架，同时还要保护根系，
降低损伤；④树木支撑加固后需浇水，并加入生根剂，避免
根系出现腐烂。④台风过后，树木长势减弱，易诱发病虫害，
需要及时观察、防治病虫害。这段时间，如发现叶片萎蔫、发黄，
需要立即向树冠喷洒蒸腾抑制剂，并向根部注射营养液。

3.2 霜冻防治
春季应对园林树木加强水肥供应，以增强树木的光合效能，

确保树体可以茁壮成长；秋季应对园林树木水肥进行控制，施
用一定量的磷钾肥，确保枝条可以提前结束生长，避免后期徒
长，对于组织充实和营养积累较为有利，同时还能预防风害、
霜冻灾害。可以在小雪节气前后灌溉冻水、惊蛰前后灌溉“春
水”以预防冻害。通过生物、物理或化学的方法，改善小气候
条件，减少树体的温度变化，提高大气湿度，促进上下层空气
对流，避免冷空气聚集，可以减轻低温、特别是晚霜和冻害的
危害。所以根据气象台的霜冻预报及时采取喷水法、熏烟法、
根外追肥等防霜冻措施，以更好的保护园林树木。

3.3 暴雨洪涝防治
①第一时间将积水排除，疏通水道，中耕松土，使根系

可以快速恢复呼吸作用；及时将危树、倒树、浸泡松动大树
扶正，并及时加固；②将枯枝、断枝及时清理干净，结合植
株生长和受害情况做好疏剪和短剪工作，同时还要对锯口和
剪口进行保护。对于已出现长势衰弱的植株，也可对部分枝
条进行修剪，有条件的情况下还可采取遮阴处理，以减少后
期植株水分蒸发。③对于淹水后的植物，应选用恶霉灵等做
好根际土壤消毒，并配合生长剂使用，确保涝后植株自我修
复生长，当根系后期恢复之后，可以适时追肥，确保植株恢
复长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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