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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当今社会已进入信息时代，各种科学技术的应用越来

越广泛，更新也更加迅速。各个学科之间的交叉研究形成

了一系列的边缘学科，它们使我们的社会文明进步，人类生

活更加丰富多彩。其中以气象科学为中心的各学科交叉研

究所取得的成就更是有目共睹，它们已经深入影响到了我

们人类的生活和各种活动当中。为了使广大青少年了解并

掌握这些科学知识，我们组织编辑人员编写了这套《学生气

象知识丛书》。

《学生气象知识丛书》共分为１５册，全套丛书运用通俗

易懂的语言，深入浅出地介绍了当前气象科学的发展现状

与前景，内容涉及到气象科技的发展简史、人工影响天气以

及气象与自然环境、动植物生长、人类的健康活动等各个方

面的联系和影响。在本套书中，揭示了大量有关气象的科

学奥秘，详细阐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重要意义。我们

力图用一种平易近人的方式拉近气象科技与当前青少年的



距离，将之打造成具有良好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青少年

科普读物。

由于编写时间仓促和我们自身能力有限，书中难免存

在一些错误和纰漏之处，欢迎广大读者朋友给予指正。此

外，我们在部分书中引用借鉴了一些作者的研究成果与著

作，我们已经与之商讨了相关事宜。但由于种种原因我们

无法与部分作者取得联系，在这里深表歉意。希望本人及

知情读者及时告知我们，以便于我们寄发样书及稿酬。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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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气象与环境概述

第一节　气象资源

一、气象资源的涵义

气象资源的科学概念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形成。《世界

气象组织第二个长期计划草案（１９８８～１９９７）》第一句就提

出：“气象既是有益于人类的一项重要自然资源，又可能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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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自然灾害。”

事实上，劳动人民将气象看作资源由来已久。战国末

期的《吕氏春秋》中写道：“凡农之道，原（即候，指时令）之为

宝”，将气象称为农业生产的资源（宝）。我国古代即已提出

二十四节气与七十二候等，以便掌握农时，利用好气象资源

的科学方法。随后的一些古代农书还不断总结用人工措施

改善农田条件，以达到更好利用气象资源的原理与措施。

这些都成为我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宝贵财富。

和古代比起来，现代对气象资源的理解有很大不同。

这个进步是以社会和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为前提的。因为

现代气象学是建立在对气象要素的观测基础之上的，故可

以通过对气象要素的定量描述而使各地的气象资源具有可

测度性。计算而得的数据与直观的经验所表现的科学意义

是完全不同的。数据可以用到社会经济或其某些部分的规

划和设计中去，因而能够进入整个科学技术系统；而经验难

以在事物之间进行精确的比较和衔接，具有因人而异的随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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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性。

古代的认识是非常原始的，只是在某些农作物与其他

一些人类活动的直接需要上来理解气象资源。现代气象资

源已很紧缺，并面临破坏的厄运，故需要在考虑全社会各行

业的共同需要的条件下，进行周密的规划与管理，尽可能提

高这一资源的效益而又达到保护它，甚至改善它的目的。

当前，气象资源正被纳入社会与自然界系统的总体平衡的

考虑之中。

气象资源的存在不是孤立的，它同土地资源、生物资源

等密切结合在一起。鱼米之乡不同于沙漠是由于降水量的

差别，热带雨林不同于荒芜的冻原是由于温度的差别。因

此，在谈到气象资源时不能不牵涉到各种气象条件下可利

用的土地面积；也正象在谈到土地资源时，不能不考虑它的

气象条件一样。气侯区划正是这两种资源相互结合的地理

表现。气象是一种自然现象，气象资源则是人类所能开发

利用的那一部分有利气象条件，因而它还有社会经济学意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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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是一个多学科的研究领域。

二、气候、气候环境与气象资源

气候、气候环境与气象资源不仅是三个不同的科学名

词，同时也表示大气与人类关系的三个不同深度层次，它们

各有不同的明确含义。

气候是包围地球的大气圈的物理化学性质的总称，属

于客观存在的自然现象的一部分。气候环境则只是对人类

有影响的那一部分大气的性质的总称。由于现在人类文明

已经高度发达，几乎可以说，大气的任何部分对人类的生存

发展都可能有一定影响，所以整个大气都已经成为自然环

境的组成部分。但是在提到气候环境时，则不言而喻地把

气候同人类生存和发展联系在一起。如果只提气候，则仅

仅是作为一种自然现象看。因此，气候与气候环境在现代

并不明显存在着整体与部分的差别，而只存在着概念上的

差别。气象资源则指气候中那些可以被人类开发利用而作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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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原材料和能源的组成部分，如太阳辐射是植物光合作用

和用以干燥脱水的能源，氧气是动植物维持生命的大气成

分等。但是，目前，在人类生产与生活活动中主要作为资源

考虑的，主要为太阳辐射、温度、降水和风。这是由于这些

要素时空变化大，越来越感到不足，因而需要重视它们的开

发利用。

作为一种自然资源，它的概念与价值是随着人们的需

要和开发利用的水平而变化的。当人类不知道原子能时，

放射性物质不会成为资源，气候也是这样。在原始社会，人

类还不知道利用气象资源。虽然适宜的气候可以提供动植

物等食物来源，并使人类能够安全越冬，但人类还没有认识

到气候是一种资源，更不会有意识去利用这种资源。但随

着社会的发展，农业出现了，这时候人类感到了气象状况对

作物生长的限制，没有降水，作物就无法生长。从这时起，

气候开始被看作一种自然资源。

随着工业的发展，人口迅速增加，生产也高速发展，气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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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资源的不足开始非常严重。气象资源丰富的土地被超负

荷地利用；气象资源不足的干旱半干旱地区和坡地也被开

垦种植，这就引起严重的水土流失和沙漠化。大气污染不

但使空气质量恶化，而且也将造成不可逆转的人为气候变

化。因此，当前人类对气象资源的认识和开发利用已经到

了一个新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内，气象资源已经成了全世

界所共有的不可缺少的宝贵财富。人类不仅要用好这一资

源，还要保护好这一资源，这已经成为一项迫切任务。同

时，随着人类的要求的变化，气象资源的许多新的内容也正

在涌现。如某些旅游风光、体育比赛和疾病医疗往往需要

特殊的气候条件，也即新的气象资源。这样，气象资源将有

越来越多的内涵。

三、气象资源的性质

（一）气象资源的共性

稀缺性。人类早期生活在气候优越的地区，又只利用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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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最好的季节，没有感到这一资源的紧缺。现在气象资

源已难以满足生产发展的需要，人们才开始认识这一资源

的重要价值。

可评估性。资源的价值决定于人们的需要量和它的供

应量，在开发利用这一资源时的经济与技术投入也是评估

的依据。气象资源越紧缺，开发难度越大，其价值越高。

（二）气象资源的特殊性

广泛性。由于气候是一个环境因素，故空间分布广泛，

是一种在地球表面普遍存在，处处需要的资源。但是因纬

度、高度、地势地貌、海陆分布的不同，使各地气象资源的因

子和量值出现明显的地方性特点。

再生性。年际间气象资源循环更新，永不枯竭，但无法

贮存。如果不利用或利用不充分，它将全部流失或部分流

失，造成浪费。

可破坏性与可改造性。由于气象资源的可再生性，这

就可通过对其再生机制的影响进行保护和破坏。当前的大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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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污染和自然生态系统的破坏都在不断削减、甚至摧毁这

一资源的再生机制。那么气象资源也就日益贫化，以致

枯竭。

气象资源是一种非线性资源，不是越多越好，而只是在

数量适中时才呈现资源价值，过量或过少都能形成灾害。

气象资源是一种变化的、有风险的资源。它不但有年

变和日变，而且还有至今尚未完全认识其规律性的日际变

化与年际变化。当这种变化超过一定的幅度就会出现气候

异常而造成灾害，故开发利用气象资源的同时，要考虑到灾

害所造成的风险。

无直接资源产品，只参与某些生产过程，同土地资源与

生物资源等多种资源结合起来，才能产生效益。任何优越

的气候只有同一定土地面积相结合，才能形成产生效益的

资源量。同样，任何面积的土地，如果气候条件过于恶劣，

也将是荒芜之地，难以显现其经济价值。我国绝大部分人

口与经济产值都集中在平原与河谷地区，主要原因之一就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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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对其余地区的气象资源认识不足，因而缺乏适当的开发

技术所致。

气象资源是一种内部结构十分复杂的资源。当前，这

一资源的光、温、湿、风等为广泛利用的部分。但随着人们

要求的日益多样化，新技术对气象资源往往需要更多的气

象资源类型，同时也为利用新的气象资源部分提供条件。

因此，气象资源的内容是随着社会发展而不断变化的。

四、气象资源的分类

气象资源是由多种要素组成的综合资源。它的各组成

部分按不同角度，可有不同分类方法。

（一）按要素分类

一部分气象要素含有重要资源量，按要素分类是气象

资源最基本的分类方法。

太阳能资源。如太阳辐射中含有植物进行光合作用所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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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的生理辐射量，也是太阳能热水器和日光电池所需的

能源。

热量资源。即以空气温度所代表的作物生长所必需的

热能。在农业生产中常以大于０℃或１０℃的每日温度（℃）

之积，或称积温，作为热量资源的代表值。

降水资源。为陆地一切水资源的惟一来源。弄清降水

资源及其潜力可以提高水资源量在降水量中的比例，更充

分地开发可能获得的自然降水的潜力。

风能。即空气流动所产生的动力。可以利用作为动力

或发电的能源。

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是植物光合作用的原材料。这在过

去农业生产中并未作为资源量计算。现代为提高农业生产

效率和在温室中二氧化碳缺乏天然补给量时，这一要素才

被作为资源而予以重视。

（二）按行业分类

人类社会有很多行业，各个行业对气象都有不同要求。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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