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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气象学与农业气象学基础》是高等农业院校作物、植物遗传育种、植物病虫害防治、果树、蔬菜、
观赏园艺、环保、土壤、植物营养、农田水利、土地规划、水土保持、森保、林学等专业的必修专业
基础课。
它的任务在于使学生掌握系统的气象学基本理论知识，熟悉气象科学与农业生产的关系，为发展农业
生产，实现农业现代化服务。
该书选择与农业生物生长发育、植物病虫害的发生发展以及农业生产活动有密切关系的农业气象、农
业天气、农业气候和农业小气候条件为基本内容，介绍它们形成的物理基础、变化规律以及对农业的
影响，并介绍农业生物生长发育、农业生产活动对这些条件的反应以及趋利避害的途径。
农业气象部分：介绍与农业生物和农业生产活动有密切关系的大气、辐射、温度、水分、气压和风等
农业气象要素，阐明这些要素的形成与变化规律以及对农业生物生长发育和农业生产活动的影响。
这些内容也是学习农业天气、农业气候的基础。
农业天气部分：农业天气条件是复杂的农业气象条件的综合，它是在较短暂的时间内各种农业气象条
件的综合表现。
由于农业生物和大多数农业生产活动处于自然环境里，必然受制于天气的影响，即受到综合的农业气
象要素的影响。
为趋利避害，这部分内容介绍几种主要的天气系统和灾害性天气的形成及变化规律，介绍它们对农业
生物、农业生产活动的影响以及防御措施。
气候和农业气候资源部分：在漫长的农业发展历程中，一个地区的作物种类，耕作制度和一整套农业
技术措施总是在一定的生产水平下与当地农业气候相适应的。
农业生产规划、作物布局、品种的搭配以及农业技术措施的采用，无不与农业气候条件的分析相联系
，这部分内容主要介绍气候形成因子、农业气候资源的分布及其分析与利用。
农业小气候部分：农业生物的生长发育每时每刻都受到大气候环境的影响，同时又每时每刻地反作用
于大气候环境，从而引起局地大气候环境的某些改变。
但是，农业生物最直接更经常接受的却是小气候环境的影响。
在生产实际中，可以通过适当的方法措施，创造最优的小气候环境，充分利用光、热、水、气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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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高等农业院校作物、植物遗传育种、植物病虫害防治、果树、蔬菜、观赏园艺、环保、土
壤、植物营养、农田水利、土地规划、水土保持、森保、林学等专业的必修专业基础课。
它的任务在于使学生掌握系统的气象学基本理论知识，熟悉气象科学与农业生产的关系，为发展农业
生产，实现农业现代化服务。

该书选择与农业生物生长发育、植物病虫害的发生发展以及农业生产活动有密切关系的农业气象、农
业天气、农业气候和农业小气候条件为基本内容，介绍它们形成的物理基础、变化规律以及对农业的
影响，并介绍农业生物生长发育、农业生产活动对这些条件的反应以及趋利避害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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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1.氮和氧氮是大气中含量最多的气体，是地球上生命体的基本成分，以蛋白质的形式存在于有
机体中，大气中的氮，植物不能直接吸收，豆科植物可借助根瘤菌的作用固定氮，闪电能将大气中的
氮和氧结合成氮的氧化物，然后随降水进入土壤，被植物吸收、利用。
氧是干洁空气中次多的气体，是维持人类及动植物生命极为重要的气体，在大气中进行各种化学变化
时，氧起重要作用。
2.臭氧大气中的臭氧是氧分子在太阳紫外线辐射的作用下分解成氧原子（O2→O+O），然后又和氧分
子化合而成（O2+O→03）。
在近地面空气层中，臭氧含量很少，自5～10km高度，含量开始增加，在20～25km处达最大浓度，形
成明显的臭氧层，至55km逐渐消失。
大气中臭氧含量虽很少，按容积算只有百万分之一。
但它能强烈吸收太阳紫外线，由于紫外线对动植物有杀伤作用，因此，臭氧层的存在，对地球上有机
体的生存起了保护作用。
另外，臭氧层因吸收紫外线而引起的增暖，可影响大气温度的垂直分布。
近年来，科学家发现，由于制冷剂——氯氟化碳的使用，高空臭氧层有不断减少的趋势，在南极和北
极上空出现了“臭氧空洞”，这对地球上的生命是一种威胁，已引起人们的极大关注，保护臭氧层是
全人类共同的义务。
3.二氧化碳大气中二氧化碳来源于海洋及陆地上有机物的腐烂、分解，动植物的呼吸作用及石油、煤
等矿物质的燃烧。
由于这些作用都发生在大气的底层，因此，二氧化碳多集中于大气底部20km的气层内，在低层大气中
的含量，随时间和地点而不同，其变化与二氧化碳的产生及消耗（主要是绿色植物的光合作用）有关
，一般夏季含量少、冬季多；白天少、夜间多；农村少、城市、工矿多，在大工业城市，含量可
达O.05％以上，而农村低至0.02％。
随着全球性森林面积的急剧减少，对二氧化碳的吸收能力降低，而工业化进程的加快，排放到大气中
的二氧化碳越来越多，使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日趋升高。
据观测，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1800年为260～285cm2·m1，1984年上升到345cm2·m1，目前已达
到365cm2·m1左右。
二氧化碳是植物进行光合作用制造有机物质不可缺少的原料，大气中现有的含量，对作物的高产要求
是不够的，很多研究指出，增加空气中二氧化碳浓度，能提高农作物产量，但在目前技术水平下，要
保持农田上较高的CO2浓度是困难的。
二氧化碳能强烈吸收和放射长波辐射，使之不能射出大气层以外。
如果大气中二氧化碳含量不断增加，将会导致温度上升，并使全球气候发生明显变化，这一问题，已
引起全人类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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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气象学与农业气象学基础》：中国气象局“十一五”规划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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