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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西北地区粮食与食品安全对气候变化的响应研究》，针对西北地区气候变化基本特征和保
障粮食与食品安全的现实需求，《中国西北地区粮食与食品安全对气候变化的响应研究》开展了气候
变化对作物生理生态、生长发育，水资源，土壤质量，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的影响研究，诠释了粮食
与食品安全应对气候变化影响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提出了西北地区粮食和食品安全生产的技术对策，
旨在为政府决策、专家学者和农业科技工作者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提供重要的理论基础和技术对策。
本书可供气象、地理、环境、生态、水文、农业、食品相关领域的科研人员，政府管理部门以及高校
师生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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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第3节西北地区粮食生产现状 我国主要属于大陆型季风气候，与北美和西欧相比，
我国大部分地区气温的季节变化幅度要比同纬度地区相对剧烈，很多地方冬冷夏热，夏季全国普遍高
温。
我国降水时空分布不均，多分布在夏季，地区分布也不均衡，年降水量从东南沿海向西北内陆递减。
我国气象灾害频发，灾害区域广阔，灾害种类繁多，灾害情况严重。
我国基本国情和经济社会持续较快发展的预期，决定了粮食安全问题的长期性和艰巨性。
近年来，由于气候变化引起的我国粮食生产问题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
 1 我国粮食生产水平与现状 1949年以来，我国粮食生产能力有了很大增长，从1320万t上升到48000万t
，增长了324％。
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大大解放了农村生产力。
随着农业生产水平的不断提高，粮食产量也稳步上升，1999年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约为5亿t。
虽然在这之后粮食产量一度萎缩，2003年甚至下降到43069.5万t，但是2005年粮食总产量又恢复到48400
万t，比上年增产145万t，粮食亩产310 kg。
我国粮食与主要食物的供求关系初步实现了由长期短缺到总量基本平衡、丰年有余的历史性转变，粮
食安全状况明显改善，保障了国家粮食安全。
 1.1粮食生产能力显著增强，成为世界第一产粮大国 联合国粮农组织（FAO）数据表明，2008年的世界
粮食总量为26.33亿t，比1961年的9.95亿t净增1.65倍，年均增量3413万t；1961—2008年我国粮食产出总
量净增2.89倍，年均粮食增量819万t，相当于世界粮食总量的24.0％。
半个世纪间我国生产的粮食占世界粮食总量的份额逐步而且明显上升，从1961年的13.7％达到2008年
的20.1％。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已经超越了美国，稳居世界粮食和谷物生产第一大国的地位。
 1.2单产水平迅速攀升，赶超世界先进水平 我国人多地少，耕地资源短缺制约着粮食生产能力的提升
。
2008年我国人均耕地仅约0.1 hm2，不足世界平均（0.22 hm2）的半数，同年美国、阿根廷、俄罗斯、
加拿大人均耕地面积分别为0.55、0.82、0.85、1.4 hm2。
基于粮食总量的种植面积和单产的构成要素，许多产量大国凭借耕地资源的生产优势，实行广种多收
以提高粮食生产能力；而我国只能在有限的耕地面积上，着力单产的提高，走高产多收之路，以提高
粮食生产力。
国家统计数据（2010年）表明，我国粮食单产水平，从1949年1028 k9／hm2，经由20世纪50年代的1364
kg／hm2、60年代的1607 kg／hm2、70年代的2359 kg／hm2、80年代的3490 kg／hm2、90年代的4256 kg
／hm2，达到21世纪前10 a 的4586 kg／hm2。
60年问单产提高3558 kg／hm2，净增3.73倍；同期粮食作物种植面积没有增加，反而减少112万hm2，
减幅为1.0％，说明近60年间的中国粮食总量的提升，完全得益于单位面积产量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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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西北地区粮食与食品安全对气候变化的响应研究》可供气象、地理、环境、生态、水文、农业
、食品相关领域的科研人员，政府管理部门以及高校师生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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