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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北方水稻生产与气候资源利用》在简要介绍了东北地区气候资源和水稻生产状况之后，首先估
算了北方水稻的产量潜力，巨大的潜在产量空间令人振奋给人希望；然后通过开展的大量试验，结合
作物学中的理想株型理论和实践，深入细致地阐述了北方水稻对光热资源和CO2浓度增高有效利用的
特征规律，为北方水稻生产适应气候变化提供了充分的理论依据；最后对未来气候条件下各气候要素
变化趋势和可利用性做了讨论。
　　《北方水稻生产与气候资源利用》通过对东北地区水稻生产的可持续能力和适应未来气候变化的
能力等问题的初步探索，总结了水稻植株形态、田间配置与光热资源高效利用的规律和特点。
《北方水稻生产与气候资源利用》可以作为从事水稻研究的教学、科研人员和推广人员的参考用书，
也可以作为农业院校相关专业研究生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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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东北水稻与气候资源概述　　本章主要阐述了东北地区水稻栽培的历史渊源、发展现状
，及今后发展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分析了我国东北地区热量、气温、降水、日照及灾害天气及未来气
候的变化趋势对水稻生产的影响；讨论了东北地区水稻生产与气候资源的辩证关系。
　　第一节　东北地区水稻生产历史、发展与现状　　东北地区地处亚欧大陆东缘，位于我国东北部
。
地理位置为38°40’-53°30’N，115°05 7～135°02’E。
从自然环境角度看，东北地区包括黑龙江、吉林、辽宁省和内蒙古自治区东北部的赤峰市、通辽市、
兴安盟和呼伦贝尔市。
北起黑龙江南抵辽东半岛，纵括14.8个纬度，东自乌苏里江西，至蒙古，横跨19.7个经度，地区土地面
积约145万km2，约占全国总面积的13％，地域辽阔，地形复杂，包括大、小兴安岭、长白山地以及三
江平原、松辽平原和呼伦贝尔草原。
整个地区自然地理单元完整、自然资源丰富、经济联系密切。
东北地区耕地面积大，约占全国耕地面积的20％，是全国人均水平的2倍。
土壤有机质含量高，黑土层深厚肥沃，规模化生产水平高。
东北地区属温带季风气候，大陆性较强，雨热同步，日照充足，昼夜温差较大，这种独特的气候、土
壤条件造就了稻米的高产优质。
经过多年的发展，东北稻区已成为世界最大的以种植早、中熟粳稻为主的优质粳稻生产区。
　　一、东北水稻生产历史　　中国水稻虽起源于长江以南，但自有史以前，已传至黄河流域，新石
器时期北方就有水稻种植（张瑞岭，1990）。
《周礼》记载中国宜稻区域有扬州、荆州、豫州、青州、衰州、井州、幽州等地，其中的幽州就包括
了今天辽宁的部分地区。
当时水稻栽培已由黄河流域逐渐向东北扩展（张芳，1991、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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