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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ding 阅读

气候变化是当今世界所面临的

现实问题。目前政府间气候变化专

门委员会（IPCC）和研究气候变化

的主流科学家认为，人类活动引起

的温室气体排放是导致近年来气候

变化的主要原因，大气中CO2的浓度

已从西方工业化革命前的280ppm升

至现在接近400ppm的水平。提早采

取有力的减缓措施，减少温室气体

排放，避免灾难性气候变化更加具

有现实和长远意义。

必须认识到，尽管采取积极的

应对措施，可能仍然不能避免未来

大幅度的气候变化。世界上许多地

区的农作物正经受着新石器时代以

来从未有过的温度变化：较高的平

均气温、频繁的极端冷暖事件、生

长关键期和脆弱期的高温胁迫等

等，这些变化不是简单的或者无关

紧要的气候波动，而是几乎所有的

大气环流模式（GCM）都能预测到

的确定事实。虽然农作物在历史上

经历过直接或间接的气候变化，但

是，从来没有受到像现在这样迅速

的、剧烈的气候变化影响。

气候变化逐渐成为粮食安全

的最大威胁之一。部分科学家的研

究表明，尽管在气候变暖最初的

20～30年里，温度升高对某些地区

农作物产量具有一定的正作用，但

是对于大部分地区，特别是2030年
以后，气候变暖将对粮食生产带来

严重的负作用。例如，在印度，气

温升高1℃，预计小麦将减产700万
吨左右。撒哈拉沙漠边缘的非洲地

区以及南亚地区的农业也将受到全

球变暖的严重影响。气候变暖已使

欧洲和北美地区春季农作物的生长

季提前。随着气候变化的继续，这

些影响将可能波及全世界。

预计全世界的人口到2025年可

增至80亿，21世纪中期甚至可能达

到90亿。满足这样庞大数量人口的

粮食需求需要农业生产力得到实质

性提高，而耕地面积预计未来不会

增加太多。当前的农业系统在一定

程度上适应了现在的气候，如果要

提高农业生产力水平，则需要其适

应进一步的气候极端变化事件。

为了更充分地理解气候变化

对农作物的影响，并使农业适应可

预测到的、在一定程度上不可避免

的气候变化，确保粮食安全，来自

六大洲的100多位科学家共同编著

了这本《农作物对气候变化的适

应》（Crop Adaptation to Climate 
Change )。这本书概括了国际上众多

学者有关热带和温带地区农作物对

气候变化适应的研究成果，主要包

括了两个方面的内容：（1）量化的

气候变化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世界上

不同地区的作物生产力；（2）评价

通过培育新品种和提高农业管理水

平等手段提高农作物对未来气候变

化适应能力的可能性。 
预测未来气候变化需要使用复

杂的GCM，目前广泛使用的GCM大

概有20多个，在全球尺度上，它们对

未来的气候预测结果基本一致。然

而，在区域或国家尺度上，不同GCM
的预测具有较大的差异，这些模式之

间的差异需要引起重视，特别是对于

较小空间尺度上降水格局的预测，因

为它关系到区域农业对气候变化的适

应对策。如果不同研究者使用了不同

GCM的输出结果，那么不同研究之

间的对比将变得更加复杂。基于这种

考虑，本书大部分章节使用了GCM
的集合预测结果。与降水格局的预

测相比，不同GCM对温度变化趋势

的预测更为一致。多数GCM模拟发

现，在未来50～100年中，全世界许

多地区的温度升高趋势非常明显。本

书中的研究指出，大于30℃的天数的

增加对于谷物的产量将产生严重的影

响。本书同时关注了不同气候变量的

变化对农业系统和作物生产力的交互

影响。例如，大气中CO2浓度的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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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使作物的水分利用效率提高，从

而有利于作物生长，但这可能被温度

升高以及降水格局改变带来的负作用

所抵消，本书中的研究发现，这种交

互影响具有一定的区域性特征。

随着气候变化的加剧和人口的

持续增加，粮食生产也必须增长到

相应的可维持未来需求的水平。这

种增长不仅仅是数量上的，更应该

是质量上的，例如较高的营养标

准、更多动物性蛋白的供应。本书

描述了与这些需求有关的具有较高

品质的作物品种培育。在过去的100
年里，作为食物来源的75%的农作物

品种已经消失了。从农业发展史上

看，人类已经种植过7000余种农作

物，而仅有30种作物占据了人类食

物来源的90%。遗传多样性的消失具

有潜在的破坏性后果，依赖于少数

几种农作物，将使农业系统面临气

候变化时的脆弱性加剧。一旦适宜

的气候条件发生变化，少数的农作

物品种将可能无法满足农业生产的

可持续性。为此，本书关注了农业

生物多样性与气候变化的关系。

本书也评价了世界上主要农业

区域的农业系统脆弱性，并讨论了

其如何适应气候变化的问题。因为

预计将来世界人口的增长可能会较

多地出现在非洲、亚洲和南美的欠

发达国家，而且气候变化对分布有

较多欠发达国家的低纬度区域的影

响也相对严重。因此，本书涵盖了

这些人口增长可能较迅速和受气候

变化影响更大的区域的农业适应性

研究。发展未来农业的一个重要标

准是选取对气候变化具有最佳适应

能力的农作物品种，以及实施合适

的农业可持续管理对策，这些问题

也在本书中有所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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