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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气候在人类生存环境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当前，

因二氧化碳浓度升高明显，再加上温室效应的影响，使得
全球气候变暖现象较为严重。气候变化问题已逐渐成为社
会大众、气象学者和政府部门普遍关注的热点性问题。因
农业对气候变化的反映较为敏感，气候变化对农业生产的
影响愈发严重，不利于优质高产农作物的形成。基于此，
本文重点分析了泰安地区气候变化特征对农作物适宜性的
影响，以期对当地气候资源进行充分利用，为农业决策提
供参考依据。

1. 研究资料和方法
本文利用泰安地区 1981~2020 年逐月平均气温和降水量

资料，用统计学分析方法和滑动平均法对近 40 年泰安地区气
候变化特征进行分析，并探讨了其对农作物生长适宜性的影
响。。季节划分采用常规划分标准：春季为 3~5 月，夏季为
6~8 月，秋季为 9~11 月，冬季为 12 月到次年 2 月。

2. 泰安地区气候变化特征
2.1 气温变化特征
1981~2020 年泰安地区年平均气温呈现出增加的趋势（图

1），气候倾向率为 0.465℃ /10a，增加趋势较为显著。近 40
年泰安地区平均气温为 13.5℃，其中年平均气温的最大值为
14.7℃（2017 年），最小值为 12.1℃（1984 年），年平均气
温的最大值和最小值之间相差 2.6℃。结合 3 年滑动平均值曲
线，可以将泰安地区年平均气温划分为三个阶段：1981~1998
年泰安地区年平均气温呈现出波动增加的趋势，且增加趋势
较为明显；1999~2011 年泰安地区年平均气温呈现出快速下
降的趋势；从 2012 年往后泰安地区年平均气温则呈现出直线
上升的趋势。总体来说，近 40 年泰安地区年平均气温呈现出
明显的增加趋势，这种气温日益变暖的变化趋势同我国以及
全球气候变暖趋势保持一致，所以会经常引发各种类型的极
端灾害性天气，进而影响当地农作物正常生长。

通过对近 40 年泰安地区四季年平均气温变化趋势进行分
析，不难发现四季气候倾向率有一定的差异。其中春季、夏
季、秋季和冬季的气温变化倾向率分别为 0.712、0.343、0.327、
0.375℃ /10a，说明泰安地区四季年平均气温均呈现出增加的
趋势。尤以春季增温趋势最为显著，其次是冬季，夏季和秋
季增温趋势不太显著。说明泰安地区年平均气温呈增暖趋势
的原因是四季气温变化共同作用的结果，而以春季和冬季对
其的贡献最大。

2.2 降水量
1981~2020 年泰安地区年降水量呈现出增加的趋势（图

2），气候倾向率为 12.321mm/10a，增加趋势不太显著。近
40 年泰安地区降水量平均值为 684.5mm，其中年降水量的
最大值为 1295.8mm（1990 年），最小值为 293.9mm（2002），
年降水量的最大值和最小值之间相差 1001.1mm，说明泰
安地区年降水量的波动变化幅度较大。结合 3 年滑动平均
值曲线，可以将泰安地区年降水量变化划分为两个阶段：
1981~2003 年降水量呈现出波动增加的趋势；从 2004 年往
后则呈现出逐年减少的趋势。从平均值曲线上可以看出，
泰安地区年降水量在平均值曲线上下来回波动，其中在降
水量偏多的年份，可以基本满足农作物生长过程中对水分
的需求，若是降水量分布不均，也极易引发洪涝灾害；而
在降水量偏少的年份则会引发干旱灾害，对于农作物的正
常生长发育极为不利。

图 2  1981—2020 年泰安地区逐年降水量变化趋势图

近 40 年泰安地区年内降水呈现出“Ω”字型变化，其
中 3~7 月份泰安地区降水量呈现出逐月增加的趋势，从 8 月
份到次年 2 月降水量则呈现出逐月减少。其中 7 月份的降
水量最大，高达 201.4mm，1 月份降水量相对较少，还不足
10mm。另外，泰安地区春、夏、秋、冬四季降水量均呈现出
增加的趋势，只是气候倾向率有一定差异。年内降水主要集
中在夏季，平均降水量为 447.4mm，占 65.4%，其次是秋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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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利用泰安地区 1981—2020 年逐月平均气温和降水量资料，用统计学分析方法和滑动平均法对近 40 年泰安地
区气候变化特征进行分析，并探讨了其对农作物生长适宜性的影响。结果表明：近 40 年泰安地区年平均气温和降水量均呈现
出增加的趋势；四季平均气温和四季降水量也呈现出增加的趋势，只是气候倾向率有一定差异；年内降水主要集中在夏季，其
次是秋季和春季，冬季降水量相对较少；气候变化的过程中会对冬小麦、夏玉米产生影响，同时加剧病虫害出现，增加农业生
产成本投入，应采取科学有效的办法积极应对气候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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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1981—2020 年泰安地区逐年平均降水量变化趋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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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提高基层气象灾害预警能力和应急响应

高灾害预警系统的水平是气象防灾减灾中最为重要的内

容，将预警的准确性提高，从而可以更有效的采取防灾减灾

的措施。技术人员要对预警系统进行检验，结合各种预警信

息和方式，对天气预报的准确性进行考核，确保预报系统具

有可靠性。同时，将灾害预警的信息有效的进行发布也是非

常关键的，所以技术人员能准确的翻译出预警的信息，确保

可以清楚准确的传达给人们，才能有效预防灾害。政府是灾

害预警启动工作中的重要角色，政府部门的正确决策可以减

少灾害带来的损失，确保人身安全。同时通过政府部门的响应，

可以让人们更有信服度，积极的配合预警工作，确保社会的

稳定减少人们的恐慌。预警应急响应工作流程非常的重要，

政府以及相关部门要制定完善的应急系统，可以第一时间进

行合理的安排，提高突发状况的处理能力。政府应急响应的

工作水平，代表着国家决策的正确与否，对国家的稳定发展

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3.3 做好基层气象防灾减灾宣传工作

面向群众，加强对防灾减灾的科普宣传。公众的力量是

无穷尽的，只有将群众的防灾减灾意识提高上来，才能真正

做好气象防灾减灾工作。工布江达县基层气象站点防灾减灾

宣传工作基本停留在广播、喇叭、人传人等传统宣传手段。

这是不够的，要想将宣传工作做好，就必须与时俱进。基层

气象站点应该通过网络平台、利用微信公众号、新媒体资源

等进行教育宣传，并加强群众之间的问题互动，组织志愿者

参加到气象防灾减灾的活动实践中。让公众意识到防灾减灾

的重要性，了解在灾难发生时如何自救，如何救人。当群众

的防灾减灾意识真正觉醒，基层气象的工作才真正落地。

4. 结语
综上所述，基层气象防灾减灾的能力建设是确保社会稳

定发展的重点内容，提高气象防灾能力可以有效减少气象灾

害带来的损失。基层的气象防灾减灾工作不是单一存在的，

需要政府及相关部门的配合。对于一些紧急的气象预警要积

极响应，采取有效的方式减少损失。做好基层气象防灾减灾

宣传工作，让人们不断的提高自救能力，有效的与气象灾害

进行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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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春季，降水量分别为 113.6mm、99.8mm，两季降水量是全
年降水量的 31.1%，冬季降水量相对较少，占 3.5%。

3. 泰安地区气候变化对农作物生长适宜性的影响
3.1 气候变化对主要农作物的影响
3.1.1 气候变化对冬小麦的影响
近 40 年泰安地区年平均气温和降水量均呈现出增加的趋

势，在一定程度上缩短了冬小麦生长发育进程，可有效提升
小麦产量。春季平均气温增加可缩短小麦返青期时间，同时
越冬期也随之缩短，有利于小麦的正常分蘖和春分蘖成穗。
随着春季平均气温的升高，小麦生长发育进程会不断加快，
抽穗和开花期提前，加快了灌浆速率，并在一定程度上缩短
了小麦灌浆期和收获期时间，在确保小麦光合作用正常开展
的同时，对于优质高产小麦的形成较为有利。

3.1.2 气候变化对夏玉米的影响
随着平均气温的增加，会延长夏玉米整个生长发育期，

进而提升夏玉米产量和品质。结合夏玉米生长特性，若是将
夏播日到秋季稳定通过 15℃的终日间隔作为整个夏玉米的安
全生长季。每年 9 月中下旬是夏玉米灌浆期，是确保玉米高
产的关键。该阶段泰安地区的降水量相对较多，再加上此时
的温度较高，对于籽粒饱满度和粒重的提升都极为有利，可
有效提升夏玉米产量和品质。若是在此时遇到低温连阴雨天
气，则会使夏玉米灌浆期时间延长，影响玉米品质。

3.2 加剧农作物病虫害
农作物害虫需在特定环境条件下出现，一旦寄生植物缺

失，害虫的生存将变得极为困难，即使存在寄生生物，若不
能适应当地气候条件，也难以继续生存。害虫出现时间和发
生程度受气候变化的影响较大。相关研究资料表明，高温天
气除了对极少数害虫有影响外，对大部分害虫几乎没有影响。

武夷山气温的增加会使害虫发育速度加快，繁殖代数增加，
再加上暖冬的出现，有利于害虫越冬，为病虫害的发生和流
行提供了条件。

3.3 农业成本和投资增加
由于气温的增加，农业生产中所需的肥料也会提升，气

温升高有利于杂草生长，会使杂草蔓延速率和病虫害流行速
率加剧。气温增加会使病虫害的影响范围扩大，对农业生产
的影响极大，为了保证农作物正常生长，农业生产中所需的
农药和除草剂含量均会增加，投入到农业生产中成本也随之
增加。

4. 结论
综上所述，由于泰安地区平均气温的增加，降水量的年

际变化波动幅度较大，会打破当地的水热资源平衡，进而影
响各类农作物生长稳定性、加剧农作物病虫害，增加农业生
产成本，降低了农民收入水平。为了更好的应对气候变化，
应结合泰安地区气候和农业种植结构，积极采取科学合理的
措施，降低不利气候条件对农业生产的影响，以确保农业生
产持续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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