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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随着历史车轮的运转，时代的变迁，科学技术也在发生着日新

月异的变化。在２１世纪这样一个充满竞争与压力的年代里，不仅

需要我们有完整的知识结构体系，还要有良好的心态！只有我们

具备了这样的素质，才有能力为中华民族的现代化建设做出自己

的贡献。

在新课程改革的春风之下，我们开发了这套既顺应历史发展

的潮流，又适合青少年朋友口味的科普读物，它从学生的思维角度

出发，以他们的视角为基点，内容丰富而翔实，涉及面广，语言轻松

幽默，叙述清晰而有条理，是一套不可多得的科普丛书。

本丛书在普及科学文化知识的同时，重点在培养中学生学习

科学文化知识的兴趣和科学的学习态度以及实事求是、不畏艰难、

锲而不舍、开拓创新的精神。这全面而系统地反映了时代的发展

对青少年在科学文化素质方面的要求。对鼓励学生在探究性学习

过程中，养成独立思考、积极探索的学习习惯，发展他们的创新意

识，特别是对学生的终生发展和形成科学的世界观、价值观都具有

重要的意义。



在本丛书的编著过程当中，由于编者的水平有限以及时间仓

促，书中难免有一些错误与疏漏之处，希望广大读者给予批评与指

正，我们将不胜感激！

编 者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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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解析

寒潮对农业的影响

活动于我国境内的冷性反气旋，几乎都是由高纬大陆沿西北、

北、西和东北４条路径移来的，主要影响我国西北、华北和东北地

区，势力较强者可以直至长江流域以南地区。强烈的冷高压活动

带来强冷空气的侵袭，给我国广大地区带来剧烈降温、霜冻、大风

等灾害性天气。根据我国中央气象台规定，长江流域及其以北地

区４８小时以内最低气温下降１０℃以上，长江中下游地区最低气

温达４℃以下，并且陆上伴有５～７级大风，海上伴有６～８级大

风，称为寒潮。

寒潮是大规模的冷空气活动，因此寒潮侵袭时，天气发生剧烈

的变化。但由于季节、地理条件以及寒潮的强度不同。各地天气

变化也不一样。一般来说，冬季最突出的是冷锋过境时温度下降，

风向剧变，风后往往有强大的偏北风，在西北和内蒙古地区有风沙

现象，淮河以北，偶有降雪。冷锋一过天气便转晴朗。冷锋过淮河

以后，降水机会增多，尤其当冷锋速度缓慢或在江南静止时，降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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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将会持久。

寒潮是一种灾害性天气。由于它强度大、影响范围广、时间

长，所以对农业生产影响相当严重。寒潮过境后，气温骤然下降，

降温可持续一天至数天。西北、华北地区降温幅度大，中部、南部

降温幅度小，但可以出现冰冻和霜冻现象。如在１９５５年１月，由

于寒潮连续暴发性的南下，武汉出现了－１４．６℃，上海出现了－

１９．２℃，南宁出现为－２．１℃的极端最低气温，海南岛也出现了罕

见的霜冻现象。其中苏、皖、鄂、湘、赣等省不少地区连续出现１０

～１５天的大雪和冻雨，导致了交通、电讯受阻，农牧业生产遭受重

大损失。春秋时节，寒潮天气除大风和降温外，在长江流域以南常

有雨雪。有时还会出现雷暴和冰雹等灾害性天气，特别是由寒潮

引起的终霜、初霜和霜冻对华北、华中地区农作物的威胁更大，往

往造成严重减产。

寒潮冷锋之前常有一个低气压作为它的向导，所以，当寒潮前

锋迫近时，首先刮起的并不是强烈的西北风，而是微弱的南风或西

南风。因此，在寒冷的冬天，如果天气反常地暖起来并有偏南风，

就是寒潮到来的预兆。我国气象部门能够较为准确预报寒潮，可

以提前作好防冻准备工作，这对确保农业丰收有着重要意义。

梅雨对农业的影响

我国江淮流域（宜昌以东，北纬２９°～３４°之间）到日本东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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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到春末夏初时节，常是降水量大，降水次数频繁，出现阴雨连

绵的天气。此时，正值江南梅子黄熟季节，故称为“梅雨”。又因梅

雨期间天气闷热，雨天多，空气湿度大，风力小，光照少，衣服物品

易受潮霉烂，故人们又称“霉雨”。

梅雨是大范围的大型降水过程，正常年份，一般是在６月中旬

“入梅”，７月上旬“出梅”，梅雨期平均２４天左右。梅雨期降水量

要占６～７月份降水量的７０％，个别年份的降水量特别多，约占全

年降水量的一半，为“丰梅”年。也有些年份梅雨不明显，成了“空

梅”或“少梅”年份，例如１９５４年的“丰梅”年，梅雨期比正常年份延

长了１个多月，仅７月份的降水量各地都超过了４０毫米，鄂、豫，

皖３省交界处大于８００毫米，降雨中心地区达１２００毫米，从而出

现了洪涝灾害，同年北方出现了严重的干旱。１９５９年情况正好相

反，长江中下游地区，出现了“空梅”，雨量锐减，所以在长江与黄河

之间的广大地区出现了百年未有的旱灾。

极风、阻寒高压、西风南支急流、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等主要

天气系统是影响梅雨自始至终的天气过程，暖湿的太平洋气团（热

带海洋气团和赤道海洋气团）对梅雨的形成起着重要作用，它不仅

为梅雨提供了大量的水汽，而且也是梅雨形成的必要条件。阻塞

高压的存在，致使南北冷暖气团势均力敌，则是梅雨形成的决定

因素。

梅雨与我国东部广大地区农业生产关系甚为密切。梅雨期

间，正是我国长江中下游一带小麦、油菜、蚕豆收割，水稻播种、插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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秧季节。梅雨来得过早，影响夏收；梅雨来得过晚，又影响夏种；梅

雨期过长，降雨量过多，往往造成洪涝灾害；反之，出现旱灾。因

而，适时适量的梅雨是农业增产的重要条件。人们只有在生产实

践中，逐步掌握梅雨形成、发展和移动规律，才能夺取农业生产

丰收。

台风对农业的影响

北太平洋西部和南海一带（北纬１０°～１５°）的洋面，夏季气温

达到２８°～３０°时，出现大规模高温、高湿的垂直不稳定空气，对流

旺盛发展，开始形成暖性热带低压，有利于台风的发生，尤其是西

南季风与东南季风相汇合的辐合带（即赤道辐合带）上，出现了强

烈上升气流，容易产生涡旋。台风是指发展到一定程度（平均风力

超过８级）时的热带气旋。风力达到１２级时称强台风。如果风力

在６～７级则称为热带低气压。台风在不同的地区称呼不一样：它

在西太平洋地区称为台风，在东太平洋地区和大西洋地区称为飓

风，在印度洋地区称为风暴。

台风移动的途径受太平洋副热带高压位置和强度变化的控

制。到了夏、秋季节，赤道辐合带移到南海和菲律宾一带，副热带

高压也向北推移到北纬２５°附近，所以台风对我国东南沿海影响

最大，这个时期的台风占全年的７０％，称为台风季。据多年统计，

台风移动有３条主要路径。第１条是从源地一直向西，经我国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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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在海南岛和越南沿海一带登陆，对我国海南省，广东、广西南部

影响较大；第２条是从源地向西北，横穿我国台湾，在闽、浙、沪、苏

沿海一带登陆，对我国东海海区和东海影响最大；第３条是从源地

直向西北，后转向东北朝日本移去，这条路径活动的台风若登陆对

我国影响也较大。台风在我国登陆最多的地区是汕头至温州之

间，约占全部登陆台风的９０％，汕头以南登陆的占３６％，温州以北

登陆的占１５％。

我国北京—宜昌—河口连线以东地区都可直接受到台风的影

响。台风过境一般历时两小时。台风过境时天气恶劣，狂风暴雨，

风速可达５０～１００米／秒，日降雨量可达２００毫米～３００毫米。我

国东南沿海地区降水量中，台风雨占很大比重。台湾是我国台风

雨最多的地区，１９６３年９月９日～１２日一次台风侵袭，台北附近

山区４天降雨量达１６８４毫米，２４小时，最大降雨量为１２４７．９毫

米。台风挟带的狂风暴雨，不仅对沿海渔业生产和海运交通有很

大影响，而且对农作物和人民生命财产都有严重威胁。但当极风

雨带北上，带来丰富的降水可以解除长江中下游地区出现的伏旱，

有利于农作物的生长。

关于台风的形成和发展规律，现在还没有一致的解释，但大多

学者认为台风是热带弱小扰动发展起来的。随着科学技术的发

展，人类一定会更清楚地了解其成因掌握其活动规律，更准确地做

出台风的预报，为发展农业生产，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作出更大

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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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象与商品预测

一个商品经营者要想使自己所经营的商品象流水一样畅通无

阻，及时购进和销出，就必须把握未来市场的商品供应情况，以便

正确地控制商品的购进，增加经济效益。而未来市场商品的供应

情况，虽然受诸多因素的影响，但是能够采购到适销对路的商品，

则是保证市场供应的关键环节。常言道：“人叫人，千声不语，货叫

人，点头自来。”“手中有俏货，不怕行情落。”有了畅销的商品才能

搞也商品经营。而要掌握紧俏商品，就必须研究商品的采购。

“行商通晓四面八方，财源有如五湖三江。”要搞好商品采购，

就必须了解各地的气候条件，地理优势，矿产资源，风土人情。这

样才能统盘考虑，从而选择生产条件最优越的地区，采购到物美价

廉的商品。各地自然条件中，气候条件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适

宜的气候可以降低生产费用，恶劣的气候则会给生产带来重重灾

难。特别是对农业产品的影响就更为显著，更为直接。

轻工业产品中有７５％的原材料是依靠农业生产的，因此农业

的收成转而又会影响到工业。生产部门的产品是商业部门的唯一

货源，因此当我们安排一年的商品流转计划，短期商品流转计划以

及调整各种计划时，就不能不考虑气象条件。特别是在安排商品

购进计划时，更应该掌握可靠的气象情报，才能预测未来货源的数

量、质量、价格以及销售趋势。风调雨顺预示着农业丰收，农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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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数量大大增加；各种天气灾害则会使农业欠产，农产品的数量减

少。１９７８年山东省泰安市郊区，由于对玉米实行了开沟播种，合

理密植，科学的农业管理，加之在生长前期雨水充足，阳光照射较

多，气候比较适宜，所以长势喜人，丰收在望，预计每亩增产二成以

上。但是，八月中旬突然一场风灾，使全区玉米倒伏近`４０％，严重

的拦腰折断，眼看到手的粮食，毁之一旦，按亩单产减产三成以上，

全县仅此一次就减产粮食七十万公斤。生猪、鲜蛋是人们日常生

活中的重要营养来源，也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要商品物资。利

用气象资料，搞好生猪鲜蛋的采购，更是具有独特意义。

一般说来，鸡的产蛋率与气象条件有着极密切的关系。鸡产

蛋要求的适宜温度范围是平均温度在１０～１５℃，空气湿度在６５～

６５之间，能够满足上述条件，又有足够、丰富的饲料，鸡的产蛋率

就高。所以，每当春暖花开天气转暖的时候，鸡的产蛋季节也就到

来了。这时，鲜蛋的货源充足，价格较低，质量又好，成为商业鲜蛋

收购的黄金季节。华北地区，大约在每年的四、五月份，鲜蛋收购

达到了顶峰，其关键因素，就是此时的空气温度、湿度最适于鸡蛋

生产。鸡蛋产量与温度的关系，从华北某市１９８４年与１９８５年两

年的鲜蛋收购情况比较来看，就更能说明气候变化对鲜蛋收购量

的影响。该市１９８４年的鲜蛋收购旺季是从三月下旬开始的，到四

至五月份形成收购高峰，月收购量达到八万多公斤（五月）。全年

形成了一次收购高潮，持续两个月左右。而１９８５年，该市却在二

月下旬便形成了一个收购高潮，月鲜蛋收购量达到１５．８万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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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又在四至五月份形成了第二次高潮，五月份鲜蛋收购量达到

１８万公斤的水平。为什么１９８５年能够形成两次收购高潮，而且

收购高潮又比较早呢？其主要原因就是气候的关系。

根据该市１９８４年、１９８５年的气象资料证明，该地区１９８５年

气温回升早，加之１９８４年冬天空气比较温暖，所以在二月份便形

成了有利于鸡蛋生产的气候条件，从而形成了鲜蛋收购高潮。但

是三月份，该地区气候骤变，气温突然下降了十几度，形成少有的

初春寒冷，因而严重地影响了鸡蛋的生产。从而形成了收购低潮。

到四月份天气又恢复正常，气温回升，所以又形成了第二次收购高

潮。鲜蛋采购与气象因素的关系十分密切的，其他畜牧饲养与气

候的关系也都十分密切。猪、牛、羊都属于恒温动物，它们的生长

必然也会因气候的变化而变化。一般情况下，猪、牛、羊的成长，都

有一个最适宜的温度范围，通常称之为“等热区温度”或者称之为

“临界温度”，当饲料充足，畜禽在该温度下生长速度最快，其生理

状况也最佳。但是超出这一温度，不论高出还是低于这一温度，都

会影响到畜禽的生长，特别是猪的生长，影响就更大。在我国，肉

类的供应，主要还是依赖于生猪的生产。而生猪的生产受气象因

素的影响很大，因此气候条件必然影响到生猪收购。猪由于汗腺

少，耐寒不耐热，在高温条件下，生长速度缓慢，增肥率低。而在秋

冬时节，气温适宜，饲料充足，增肥快。从而形成生猪收购的淡旺

季随气候变化而变化

在商品猪的收购中，每年二月份和八、九月份形成收购淡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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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份的收购淡季的形成是由于社会原因，也就是因为过春节，年

前大部分肥猪已宰杀过年，所以节后的二月就形成了收购淡季。

而八、九月份的收购淡季，则纯是因为自然的原因，最根本的是气

象因素造成的。在华北地区，八、九月份天气逐渐凉爽起来，温度

适宜，十分有利于生猪的生长。加之这时青饲料丰富，是生猪育肥

的大好时机。俗话说：“鱼长三伏猪长秋”，八、九月份生猪生长最

快，农民惜售，因而就形成了商品猪收购淡季。虽然每年的初秋总

要形成收购生猪的淡季，但是每年的气候变化不同，淡季的到来也

有早有迟。从华北某市１９８４年、１９８６年两年的生猪收购情况对

比来看，就可以说明这个问题。该市１９８４年的收购淡季发生在九

至十月份，而１９８６年的收购淡季七月底就开始了。其原因是

１９８４年的气候异常，八月份天气仍然十分炎热，气温平均温度达

３０℃以上，因此推迟了淡季的到来。而１９８６年天气到七月中下旬

就比较凉爽，因此又使淡季过早地到来。气象条件与商品的生产

关系非常密切，因此可以利用气象要素来定量地预测商品的产量。

北京市气象局资料室的同志，通过对冬小麦生育期内多种气

象要素与产量关系的分析，得出了北京地区冬小麦产量波动的大

小，取决于冬小麦受冻害的情况，因此冬小麦气候产量与１１月和

１２月下旬平均气温相关显著，以此建立了冬小麦气候波动产量的

预报公式：

△Ｙ＝－４９．７＋１９．０８Ｘ１＋６．７４Ｘ２

△Ｙ为气候波动产量；Ｘ１、Ｘ２ 分别为１１月和１２月下旬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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