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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广东省副省长欧广源

今年是实施国民经济“九五”计划头一年，很高兴看到《广东气候与农

业》一书面世。这部书由广东省农办与广东省农业气象中心合作，用两年时

间完成，是迄今为止我省第一部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比较系统、比较全面

地阐述广东气候环境和农业生产之间关系的科学专著。我向参与这部书编写

工作的同志表示祝贺。

广东地处祖国大陆最南端，山地丘陵面积大，海岸线长，河流众多，北

回归线横穿全省陆地，具有典型的热带和南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域的特点。千

百年来，人们面对自然资源的种种利弊，经过不间断的科学探索、开发和耕

耘，终于找到了本省气候规律，掌握了农业生产的主动，形成具有本省地方

特色的农业生产格局。近十多年来，特别是“八五”期间，随着“三高”农

业的兴起，我省按照“七山一水两分田”的地理与气候条件，通过合理调整

生产结构和布局，大搞造林绿化，改善生态环境，把农业推进到一个崭新的

发展‘时期。1995年，全省农业总产值779．62亿元，比1990年增长32．3％。

农业生产结构渐趋合理，形成了几个突出的优势产业：

其一为种植业。1995年全省种植业总产值364．56亿元，比1990年增

长18．7％；粮食总产量1793．21万吨，人均261公斤。全省各地发挥地理和

气候优势，合理布局，使农业生产的效益倍增。如粤西一些地方采用稻一稻

一菜或稻一菜一菜的耕作制度，一年四季都可以生产，每公顷产值每年可达

到3万元至6万元。近几年来，茂名、湛江两市利用冬季生产北运菜总面积

已超过7万公顷。全省各地利用山坡地大力发展水果、茶叶生产的势头方兴

未艾，其中水果面积已超过67万公顷。茂名市和高州市分别入选为全国最

大的水果生产基地市和县(市)。
‘

其二为畜牧业。1995年，全省肉类产量305．06万吨，比1990年增长

50．7％，总产值173．01亿元，比1990年增长44．1％。家禽业近年的发展势

头尤为迅速，1995年共出栏7．76亿头，产肉109．94万吨，占肉类总产量’

的35％；禽蛋产量31．11万吨，比“八五”初期增加9．18万吨。

其三为水产业。1995年，全省水产品总产量354．3万吨，比1990年增

长70．6％，总产值149．86亿元，比1990年增长86．3％。其中淡水渔业方
1



面，1995年总产量157．12万吨，比1990年增加189．0％。近10年来迅速

崛起的养鳗业最为令人瞩目。1994年，顺德市养鳗业产值已超过40亿元，

成为全国最大的养鳗基地。海洋渔业方面，1995年总产量197．2万吨，比

1990年增加58．4％。

广东农业优势的形成，从客观上讲，与独特的自然地理和气候条件密切

相关。从主观上讲，则与正确认识和科学利用气候资源分不开。多年来，我

们在工作中曾有过一些因违背自然规律造成的损失，有的教训十分深刻。正

是通过不断总结经验教训，才使我们学会了尊重科学和尊重自然规律，因而

也使我们变得更加聪明。这是非常重要的经验总结。从自然条件看，我省山

多、耕地少。同时，每年在不同地区常常会发生多次不同程度的台风、暴

雨、洪涝灾害，冬季局部地区也会出现灾害影响，对农业造成不同程度的损

失。对此，应保持高度警惕，做好防灾减灾工作，尽量减少灾害损失。更重

要的是要充分认识我省的资源特点和优势，尽最大努力发挥其优势。

广东的资源优势在哪里?一是海洋优势。全省海岸线漫长，居全国之

首，发展海洋农业有巨大舞台。二是山地优势。全省末充分利用的山坡地资

源多达267万公顷多，其中25。以下缓坡地有27万公顷多，开发利用潜力巨

大。三是气候资源优势。我省热带、南亚热带气候区域约占全国1／3，故我

省素有“温箱”之称，四季宜农，不仅能生产国内其他地方不能生产的农产

品，还能有效地提高土地复种指数，弥补耕地的不足。此外我省毗邻港澳和

东南亚，发展外向型农业具有得天独厚的经济地理优势。由于拥有这些优

势，因此我认为，今后广东农业发展潜力是大的，前景也是好的。重要的

是，必须抓住发展机遇，切实抓好几方面工作。首先要保护好现有耕地，通

过建立高产稳产农田，合理调整耕作制度，增加复种指数，提高产出率和经

济效益，为“三高”农业发展打好基础，促进全省农业主体水平跃上一个新

的台阶。其次，要根据我省山区的不同位置和气候特点，科学地进行规划，

组织大规模农业综合开发，再造一个山上广东农业。再次，要根据我省海洋

经济战略，立足海岸一条线，面向五洲四大洋。在大力组织开发滩涂和近海

养殖业的同时，积极积蓄力量，组织开发远洋捕捞业，再造一个海上广东农

业。所有这些，归根结底离不开对科学技术的广泛运用，离不开充分发挥我

省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优势和气候资源优势。实践证明，只有不断地加大科

技投入，合理开发利用资源才可能在本世纪末和下一个世纪中，全面提高我

省农业的素质和实力，跟上时代发展步伐。

从科学的角度看，农业的历史是利用气候资源发展农业生产的历史。只

有树立严格的科学态度，充分运用现有科技成果，才能加速资源的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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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气候与农业》一书不仅详细介绍了我省气候特点和气候区域划分，重

点剖析了我省农业发展中最有潜力的山区和冬季气候资源，探讨了气候条件

与各种农用植物以及各种农用动物的关系，还探讨了我省农业灾害性气候形

成的原因、特点和分布情况，从技术、经济和行政等方面分别提出有针对性

的建议和措施，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这无疑为我们提供了一条科学认识和

利用自然资源的捷径。我希望从事农业工作的同志，特别是主管农业工作的

领导同志，都来读一读这部书，以增长知识，明确方向，提高工作中的科学

性，减少盲目性，把发展广东现代农业这篇大文章做好。

1996年12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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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概 论

农业生产是生物的再生产，既有社会再生产过程，也有自然再生产过程。农业是人

类通过劳动的调节和干预，利用光、热、水、土等自然条件和生物的生理作用进行能量

的积累、转化的物质生产活动。农业生产的目的，是满足人类生活所需的食物和工业生

产所需的原料以及创造良好的生态环境。农业生产过程是自然再生产过程和经济再生产

过程密切联系，彼此交错、相互作用的统一过程。它既受社会经济条件的制约，又受自

然条件、特别是气候条件的影响。农业生产以生物体为生产对象，以自然环境为其生产

场所，通过人为的干预，使生物体更好地适应和利用环境条件，吸收物质与能量，从而

得到人类所需的产品。因此，农业生产实质上是人类长期以来利用自然的产物。由于农

业生产置身于自然条件控制下，必然要受到气候、土壤、植被等自然条件的影响，其

中，尤以气候条件的影响最为突出。气候要素在时间上的变化致使农业生产有明显的季

节性，在空间上的变化则使农业生产具有明显的地域性。气候要素的时、空变化影响各

地的农业组成、布局、熟制和产量等。同时，各地的土壤类型和植被种类主要与气候条

件有关，不同地形对农业的影响，也主要是气候上的差异问题。所以，气候资源与其它

自然资源比较，具有独特性。土壤和生物资源可以通过施肥改土以及喷撒农药等进行人

工调节和改造，但气候因子却随时随地在变化，是不容易控制和掌握的因素。一般来

说，凡是风调雨顺的年成，农业生产可以省肥、省工、省成本，产量高；气象灾害多的

年成，费肥、费工，而产量低。所以，人们必须根据气候特点和生物的生理生态要求，

制订干预和促进农业生产的各项措施，做到因地制宜和因时制宜，才能达到高产高效和

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的目的。

第一节 气候与农业生产

一、地理位置与气候

广东位于祖国大陆的最南端，南临南海和海南省，东接福建，西连广西，北面与南

岭和湘赣两省接壤，全境位于北纬20。19 7至25。31’，东经109。45 7至117。20 7，南北直距

约800公里，东西直距约1000公里。全省陆地总面积17．76万平方公里，占全国总面

积的1．85％，有漫长的海岸线和众多的海湾海岛，省内海岸线曲折，东起闽粤交界处

的饶平县大呈镇东面的界山，西至粤桂交界的英罗港洗米河口，大陆海岸线长3368．1

公里，加上南海的部分海域，山水相连，农业自然资源的潜力和优势得天独厚。

广东山多，素有“七山一水两分田”之称，属人多地少的省份，1993年末全省人

口为6581．6万(其中农业人口占72．0％)；每平方公里人口密度为369．96人；全省耕

地面积2350．39千公顷，平均每人0．036公顷。按全省的土地自然区域划分(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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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1广东自然区域划分

1．1．1)，北纬21。30 7以南为热带区域，土地面积为1352．7干公顷，占全省面积的

7．60％；北纬2r307～北纬24。之间为南亚热带地区，土地面积为12 754．6干公顷，占

全省土地面积的71．62％；北纬．24。以北地区为中亚热带区域，土地面积为3725．4千公

顷，占全省土地面积的20．90％。可见全省有三分之二的土地为南亚热带地区，这是本

省农业土地利用潜力最大的区域，不仅土地面积大，而且气候资源利用条件好，具有发

展农业的区域优势。

本省地处低纬，背靠大陆，面临海洋，既有光温资源丰富的大陆性气候特点，又有

雨水充沛、空气湿润的海洋性气候特征。对于发展农业确是一块得天独厚的“宝地”，

人们称赞广东：全年可耕，四季常青。归纳起来，主要气候优势有如下几方面：

第一，全年光能可利用的时间长，故可利用率较高。本省全年太阳辐射总量在

5000兆焦／米2左右，各月的太阳辐射在250兆焦／米2以上，特别是作物生长关键期的

6月～10月各月太阳辐射量在600兆焦／米2以上。本省的太阳辐射在全国来说虽然不

算丰富，但是由于水热条件好，全年光能均可被利用，故本省光能可利用率在全国来说

是较高的。

第二，热量丰富，农业生产的回旋余地大。本省年均温高，无霜期长，冬季温暖，

农林牧渔各业生产的季节长，单位时间生长量大，品种和季节安排的灵活性大，这就使

本省的农业生产有很大的回旋余地，田里不足地里补，水路不通走旱路，秋粮不够冬粮

补，头季不行抓二季等，使发展高质高产高效(三高，下同)农业的选择余地大，更具

生产的主动权。本省具有这种农业气候资源，特别是冬季暖和，使大多数喜温作物能在

冬季正常生长发育并和喜凉作物相搭配，使得全年的气候资源均可较充分利用，为冬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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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开发和发展热带、南亚热带农业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许多地方把冬繁冬种和冬

养作为一造生产来抓，直接提高了土地的使用率和产出率，对扩大粮食生产，增强自给

率，并向北方供应蔬菜等，均带来独特的经济和生态效益。

第三，雨热同季，降水与热量的有效性好。由于本省季风气候的特点，夏季高温与

多雨相结合，冬季温凉与少雨相结合，雨热同季，降水与热量的有效性好，农业上可以

做到光、热、水共济，利用潜力大。全年降水量主要集中在4月～9月的作物旺盛生长

期。日平均气温不小于10℃的初日，北部开始于3月初，中部为2月下旬，南部为2

月初；结束期北部于12月上中旬，中部为1月上旬或12月底，南部为1月中旬，而粤

北雨季一般开始于3月中下旬，中部4月上旬，南部在4月中旬；北部雨季结束于9月

下旬，其余地区均在10月中旬，所以雨季和热量基本是同步的，适应作物旺盛生长的

需求。

第四，气候类型多样，动植物种质资源丰富。全省南北相距5个多纬距，造成南北

水平气候差异明显，反映自然条件的地带纬度性也比较显著；从地形的非地带性看，有

海岸带、平原、台地、丘陵、山地，反映出垂直气候带的非地带性气候差异十分明显。

即使在同一纬度上，东西气候差异也很大，由于地带性与非地带性因素纵横交错，交互

作用，使全省的气候差异变得更为复杂多样，可分为很多地域单元和不同的气候特色。

所以，本省动、植物品种繁多，种质资源较为丰富，土地适宜性广，作物与畜禽可全年

生长，茬代更新快，为发展农业奠定和提供了宝贵的种源基础和条件。

当然，本省气候条件也存在不利的气候因素。由于地处东亚季风带，北倚欧亚大

陆，东南面临太平洋，位于大陆气团和海洋气团的交界处，成为两大气团的交接带，冬

半年常受来自西伯利亚的强大寒燥气团影响，而夏半年又受来自海洋的热带气旋系统的

频频袭击，因此，无论是灾害性天气，还是短过程的天气系统均来得特别频繁、多样、

剧烈，几分钟的龙卷风、大冰雹，可使丰收在望的作物受到毁灭性打击；一场狂风暴雨

可使江河水位骤涨、海潮倒灌、内涝积水，使大片作物淹没于深水中，造成极大的损

失。这是农业生产上的不利条件，它限制了丰富气候资源的合理利用；也制约了本省农

业的发展。中国是世界上气象灾害频繁而又严重的国家，广东又是中国气象灾害多发的

地区，灾害性天气一年到头均可发生，且可多种灾害交替出现，同一日期不同地方可发

生不同灾害。最突出的灾害性天气有：春季低温阴雨、倒春寒、干旱、暴雨、龙舟水、

热带气旋、寒露风、霜降风和寒潮、霜冻等。

从总体上说，本省气候具有资源丰富和灾害频繁两重性。气候资源丰富，农作物和

其它生物生长季节长，单位时间生长量大，品种和季节安排灵活性大，这是本省农业生

产的主要气候优势；然而气象灾害频繁多样，气候资源波动性大，致使农业生产处于不

稳定状态，这又是本省发展农业生产的不利气候因素。所以人们留下了“富饶之地，多

灾之省”这两句话，既反映了本省的这个特点，同时又从一个侧面，表明发展农业生产

要注意趋利避害和扬长避短，合理利用气候资源，在提高科学种田水平上求高产和稳

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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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不利气候因素对农业生产的危害

气象灾害是造成本省农业生产不稳定的重要因素之一，建国以来，本省农业上大的

歉收年份大多是由气象灾害造成的。旱涝风寒等气象灾害在各种自然灾害中占80％以

上，每年造成几十亿到200亿元人民币的经济损失。据统计，广东在“六五”期间，平

均每年受灾损失约26亿元，“七五”期间，平均每年损失约29亿元，“八五”期间的

1991年～1992年每年损失约56亿元。1993年1季～3季全省直接经济损失约200亿

元。1994年受热带气旋和暴雨洪涝灾害，全省直接经济损失约218亿元。1991年、

1993年、1996年冬季寒害直接经济损失超过100亿元。因此，防灾减灾，避免不利的

气候因素，对我省农业生产具有重要意义。

广东受灾为什么这么严重呢?其中既有气候因素，也有农业因素。从气候因素来

说，本省季风气候显著，不仅气象灾害频繁多样，而且气候条件年际变化较大。多雨年

和少雨年雨量差异悬殊，冷年暖年温度差异较大，往往超出农畜品种的适应范围和农业

技术的调节能力，造成农业生产的重大损失。从农业因素来说，主要有以下几方面：一

是农业生产条件和物质基础比较脆弱，经不起较大的自然灾害袭击。二是随着农业发

展，引进一些优质高产，但抗灾能力较弱的品种，因而增加了受灾的机率和受灾程度。

三是对气候的波动，缺乏正确的认识，只根据个别年份试验结果或生产情况，盲目引种

或改变种植制度。随着农业商品经济的发展，本省的高投入、高效益的农业比重越来越

大，受天气气候制约就更为明显，例如，1991年～1992年冬和1993年1月中下旬，

1996年2月中、下旬我省出现严重的冬季寒害，使热带、南亚热带农业项目(特别是

果树和淡水养殖业)损失十分惨重。四是随着农业生产规模越来越大，相互依赖性也更

强，只要一方受灾，就将影响整个生产的进程，从而导致生产停滞或减产。五是农业措

蒯不当，如滥伐森林，乱垦坡地以及围海造田等破坏了农业生态环境，造成水土流失，

加重自然灾害的危害。因此，为了保证农业生产顺利进行，最大限度地减轻灾害的损

失，一方面必须加快防灾、抗灾和减灾工作的建设，另一方面应把气候资源合理开发利

用作为战略措施来抓。

随着农业向高质高产高效发展，与世界各国间的农产品贸易的扩大，提前掌握国际

上主要农产品的消长信息，对计划本省农产品的生产是很有必要的。当前国际上很多国

家正在开展农作物产量预报，我国和我省近年来在产量预报方面也做了很多工作。为了

适应新的发展，应在深入开展农业气象模式研究的基础上，配合农业卫星遥感技术，广

泛开展主要农产品的农业气象预报，逐步提高产量预报准确率。

三、掌握气候规律是发展现代化农业的保证

发展高质高产高效农业是本省由温饱奔小康、振兴山区经济、全面实现农业现代化

的必然要求，又是加强农业基础地位的有力保证。经过近几年探索，全省发展“三高”

农业具备了成熟的条件，而且各地都注意把粮食生产放在优先的位置，首先加强对粮食

生产的领导，努力实现优质高产。与此同时，以市’场为导向，紧紧依靠科技进步，合理

开发和配置资源，优化生产要素，开发新的生产领域，实现生产的规模化和农工技贸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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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化，使“三高”农业不断上档次、上规模、上水平，推动农业朝着企业化、基地化、

商品化和现代化方向发展，加快了农业现代化和农村实现小康的发展步伐。

发展现代化农业与气候的关系极为密切。农业生产大多为露地作业，基本上还是靠

天吃饭。气象条件作为农业生态的环境因素覆盖农业的各个领域，渗透到农业生产的各

个环节。由光、热、水和风能等能量和物质要素组成的气候资源是潜力很大的重要农业

自然资源之一，而旱、涝、风、寒等灾害又是严重威胁农业生产的主要自然灾害。农业

的地域季节差异、生产水平、年成丰歉以及作业、管理均受气象条件时空分布制约和影

响。因此，气候资源和气象灾害是发展现代化农业的必要条件和限制因子。国务院《关

于发展高产优质高效农业的决定》指出要依靠科技进步发展高产优质高效农业，发展高

产、优质、高效农业，离不开水利、交通、气象、农机等生产条件和基础设施的改善，

也离不开林业所构成的绿色屏障的保护。因此，在发展高产优质高效农业过程中，要重

视和抓好水利、林业、交通、气象、农机等方面的建设，改善农业生产条件，不断提高

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今天，随着农业向基地化、商品化、现代化转变，对气象服务的要求也将越来越迫

切。例如合理调整农业结构，因地制宜发展“三高”农业，就需要做NJll顷天时，量地

利，才能取得最佳经济效果。所谓顺天时，就是讲合理利用气候资源。如果没有弄清气

候资源，没有搞好农业气候区划，作物布局，结构调整就会带有一定的盲目性，就会搞

瞎指挥。又如一些地方到底采用什么熟制好?首先要看当地的气候条件，当然也有土壤

因素，但对于土壤来说，可以制订改土措施，对气候来说，则主要是顺应问题，因为气

候不但能够影响一个地方能种些什么，一年能收获几次，而且也影响到收成的好坏。当

前制定农业发展规划要有科学依据，也需要提供气候方面的依据，因为农业发展战略和

气象关系很密切。如何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战略措施，要从自然资源、基本特点(也包括

社会经济条件)来分析有利因素和不利条件，算些大帐，弄清一些概念。农业结构是否

合理?怎样才合理?这就要考虑各方面条件，包括考虑气候条件。另外从生态角度看，

有机能和无机能的适当比例，以及如何提高投入产出的效率，实现优质高产高效，不同

地区应该采用何种模式才是最佳，像这些课题都要涉及到气候条件。同时实现发展战略

目标所考虑的战略措旎，很多也和气候有关。例如，如何调整生产布局和结构，发挥地

区优势，发展多种经营，涉及到要以最小投资来获取最大经济效益问题。又如农作物宜

在何处种植?现行的种植制度和作物布局对气候资源利用是否充分、合理?各地气候资

源适于进行哪些农业开发?农业要发展就要回答这些问题，而要回答这些问题就必须进

行农业气候研究，合理开发利用农业气候资源，进行农业气候区划。这对本省这样一个

以农业为基础气候类型多样的省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和必要性。

广东是季风气候非常显著的省份，季风气候对全省农业的发展有不少好的方面，例

如雨热同季，使本省亚热带地区避免了同纬度大陆的一些地区沙漠化的境地。但是季风

气候不稳定的一面，也使我省成为灾害频繁发生的地区。利弊并存的多样化气候，影响

着农业的品质，制约农业发展。随着“三高”农业的发展，农业生产种类、品种、布局

发生了根本变化，高投入、高效益农业的比重将越来越大，受天气气候制约更为明显。

本省农业基本上还是靠天吃饭的气候型农业，农业能否获得丰收，还要看气候条件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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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频繁的旱、涝、风、寒灾害仍然是制约本省农业发展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农业的

丰歉与气象灾害的多寡有极为密切的对应关系，由于旱、涝、风、寒的肆虐，80年代

后，仅台风和洪涝灾害我省稻谷损失年平均为5亿公斤。1993年夏秋6个热带气旋登

陆本省，1994年夏季本省发生50年乃至100年一遇的洪涝，1993年晚稻和1994年早

稻均出现全省性的大幅度减产。因此，大力加强对农业灾害性、关键性天气的监测预报

能力，合理开发利用农业气候资源，大力加强气象灾害规律的研究，开展人工影响局部

天气工作，对农业防灾、减灾、开发农业后备资源，扩大农业发展空间、改造中低产

田、提高单产，进而促进本省农业优质高产高效和农村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都具有重要

作用和战略意义。

第二节 合理开发利用农业气候资源

一、农业气候资源与农业生产的关系

人们一般所说的“资源”是指可以被人类所利用的自然物质和自然能量，如石油、

煤、金属矿等，或是森林、生物种等。从农业的观点看，气候是一种可更新的重要自然

资源。太阳辐射、温度、降水、风、空气(主要是二氧化碳和氧气)是农业生产所需要

的物质和能量，统称为农业气候资源。农业生产是在一定的光、热、水、养分等条件下

转化太阳能为人类提供可食用的化学能过程，是生物和环境进行物质循环和能量转换的

统一体。因此，农作物的生长发育和产量形成是光、热、水、肥、土等因子综合作用的

结果。

从农业角度看，光、热、水、气是作物最重要的生存条件，而且彼此不能代替。只

有在充分满足的条件下，才能正常生长获得高产。光、热、水、气等气候因子的数量组

合，形成了本省丰富多样的气候类型，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农业的各种结构、布局、

作物类型、品种、耕作制度和栽培技术。同时又是发展农、林、牧、渔各业的重要自然

资源。因此，它们是农作物生长发育的最基本要素。光是农作物光合作用所必须的能

源，农作物的生物产量90％～95％来源于光能，植物的生长是靠叶绿素的光合作用，

把二氧化碳和水变成自己生存需要的有机化合物——糖、淀粉等碳水化合物，再由淀粉

转化为脂肪和蛋白质，使植物机体不断生长，并为人类及其它动物提供食品，滋养着地

球上各种生物，使一切生命欣欣向荣。热能是植物生物化学过程的重要条件，叶绿素制

造1克碳水化合物就要吸收17．99千焦的热量，故正常的光合作用要求一定的温度，水

是植物的命脉，水分和二氧化碳是植物进行光合作用必需的原料，水分也是维持能量平

衡与生命活动不可缺少的调节物质，所以水也是农作物布局的限制性因子之一。总之，

光、热、水、气是农业生产必需的物质和能量，农业生产就是在一定的光、热、水、气

等条件下转化太阳能，为人类提供可食用的化学能的过程。

目前本省农业生产大多仍为露天作业，在很大程度上还是“靠天吃饭”，天气气候

的好坏对产量的影响明显，往往可相差三四成。可见，对本省农业来说，气候环境既是

重要的自然资源，同时又潜伏着许多不利因素和灾害。因此，鉴定农业气候资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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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气候地域变化规律，是发展农业生产的重要前提条件之一。离开了天气气候规律，

农业生产就谈不上科学的战略决策和战术应变，就可能受到自然规律的惩罚。当前我们

虽然还不能控制大气候，但通过研究气象和农业的关系，可以认识大气候，改造小气

候，发挥气候优势，趋利避害和扬长避短，取得最大的经济效益，也就是古人所说的

“顺天时，量地利，则用力少而成功多，任情返道，劳而无获”(据后魏时《齐氏要术》

一书)，达N JIl页应省情，因地制宜，事半功倍的目的。所以在充分认识和掌握天气气候

变化规律及对农业生产影响的基础上，及时发布农用天气和农业气象预报，因时因地制

宜，充分合理地利用气候资源，避免不利的气象条件和减轻气象灾害，同时调节、控制

和改造小气候，也是人类同自然斗争的重要手段。

二、广东农业气候资源的主要特点

本省农业气候资源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特点：

第一，热量资源丰富，但仍会出现短期寒害。本省各地年平均气温除北部南岭山地

在19℃～20℃外，其余都在20℃以上，大部分在20℃～23℃，农作物终年可以不停地

生长。但由于季风气候的不稳定，早春和秋季气温变化不稳定，水稻仍会发生冷害，造

成烂秧和结实不良；冬种作物受寒潮和冷空气影响亦可能出现不同程度的寒害，若遇强

烈的低温年份，农业生产仍会受到很大损失，应注意预防。

第二，雨量充沛，但时空分布极为不均匀，旱涝常见。本省是全国降水量较丰富的

省区之一。降水主要来源于热带气旋雨、锋面雨、地形雨和局部热雷雨。所以不同地区

年降水量的季节分配差异也较明显。粤中以南降水集中于夏季，占年雨量44％左右，

秋冬降水较少，冬雨只占年雨量的8％以内；粤北北部山区春雨稍多于夏雨，占年雨量

的40％左右，冬雨却比南部稍多，占年雨量的一成多。由于本省地形复杂，造成地表

径流大，加上降雨的时空分布极不均匀，故旱涝灾害仍比较常见，因而地面水资源仍有

亏缺。所以要根据降雨时空分布和旱涝交替出现的情况，因地制宜，合理安排作物布

局。

第三，光能实际利用率较低，按双季稻计算，一般为2％以下，最高可达2％～

2．5％。植物光能利用的理论上限为12％。现在世界上高产地块在作物生长盛期光能利

用率已接近5％，我国高产地块在2．5％以上，若本省的光能利用率能提高到2％以上，

则农作物产量可望有较大的提高。提高作物光能利用率的途径有：选用高光效的作物品

种；通过栽培技术的调节使农田具有较合理的群体结构；调整农林牧的结构；作物合理

布局，形成合理的生态结构；充分利用生长季；提高叶绿体内光合效率。此外，在积极

提高现有农田光能利用率的同时，把尚未被利用的荒山、荒坡、荒滩、水面开发出来加

以利用，把粗放种植改为精耕细作，扩大冬种面积，提高耕地复种指数，挖掘农业生产

潜力，尽可能植树造林、种草或封育，使之成为森林和草场，可有效提高光能利用率。

三、因地制宜开发利用广东农业气候资源

本省背山临海，地形地势复杂，各地气候条件差异大，发展农业需要因地制宜和因

时制宜，从实际出发，扬长避短，发挥地区气候优势，以促进农业气候资源的开发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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