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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类活动引起的全球气候变化正产生着越来越重大、不可逆转的影响。如南极冰川融化、气候变暖、大
洋环流变化等，给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带来了巨大影响。”中国农业科学院气象所原所长林而达研究员表示，“全
球气候变化使人类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  
    对农业影响首当其冲  
    林而达说，在人类面临的诸多挑战中，在很大程度上依赖“靠天吃饭”的农业无疑是受冲击最大的行业之
一，全球气候的任何异常变化，无一不与农业息息相关。比如说，因气候变暖导致我国西北冰川的融化就不正
常，致使春汛严重，有些地方到了夏天水量反而减少，不仅对农业生产造成巨大威胁，还对这一区域的生态环
境、自然保护区等有着潜在的、无法准确估量的负面影响。  
    林而达认为，气候年年有波动是正常现象，但近几年的暖冬现象确实是愈演愈烈。据资料研究，过去的100
年是之前的1000年中气候最暖的，而最近20年又是过去100年中最暖的，13个最暖的年份均出现在1983年以后。
我国气候变暖最明显的地区在东北、华北、西北地区，西北包括陕西、甘肃、宁夏、新疆等地，变暖幅度高于全
国平均值，华北地区出现干旱化趋势。  
    直接威胁我国粮食安全     林而达说，我国气候变暖的趋势可能会继续，但速度尚不确定，要视人口、能
源消费及经济发展等重要因素而定。一般认为，在未来30~50年，气候变暖将导致我国农业生产面临3个突出问
题：粮食产量波动可能增大、农业布局和结构将发生变化、农业成本和投资将增加。  
    模拟结果表明，如不采取措施，到本世纪后半期，小麦、水稻、玉米等几种主要农作物产量最多可能下降
37%，气候变化将直接威胁中国粮食安全。  
    从微观具体的层面看，气候变暖将使农业用水量增大，病虫害加剧。由于气温偏高，使不少害虫的越冬基数
偏高，死亡率下降，病虫害的种类和分布也会有很大变化，增加防治困难。  
    应把气候变化因素纳入政府决策中     林而达认为，目前我国对气候变化的认识大都还局限在对现实生态
环境的各种影响上。其实某些重大威胁的迹象已经发生，如2003年夏，南方近十个省的长期超高温及引发的电力
供应不足和对粮食生产的威胁；华北水资源供应的严重短缺；西北冰川短期过量融化导致的局部内涝及冰川缩减
对绿洲农业的长远威胁；我国煤炭、石油日益增长的巨大需求与国际社会要求加强温室气体减排的差距等。  
    林而达说，虽然对气候变化及其影响的预测还有不确定性，但我们不妨从国家安全的角度来看待气候变化问
题。因为粮食、能源、水、生态是可以威胁我们生存的最重要因素，而它们都已经受到了气候变化的威胁。因
此，在制定国民经济发展规划时，应将气候变化作为重要因素纳入政府决策中。这一问题要引起各级政府部门的
高度重视。现在各级政府部门对短期内气候的变化比较重视，因为其影响看得见、摸得着，而长期的气候变化趋
势对经济活动的影响并未引起足够重视。  
    他举例说，因为气候变暖，我国各大江河流域天然径流量整体上呈减少趋势，水资源供需矛盾加剧，这种趋
势如果在30年～50年内还继续下去将造成十分不利的影响：一是粮食生产能力可能下降5％～10％；二是水量供
需矛盾更趋尖锐；三是海平面将上升2厘米～6厘米，将增加沿海风暴潮、海水入侵等危害，对河口岸、三角洲等
地的生态系统造成破坏。而要适应这些影响、减少损失，必然将增加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水利建设、沿海堤防等
额外的大量投资，以保证人们正常的生产生活，这也将成为经济发展的沉重负担。此外，像高山积雪融化等现
象，是否会引起生态系统灾难性的变化尚不得而知，这种损失绝不可能用金钱来衡量。而不少重大的水利设施建
设、重大的生态保护措施等，因投资巨大，对国家经济发展影响深远，更需要考虑长期的气候变化对其自身的影
响。  
    林而达说，要尽快把气候变化作为影响国民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的重要因素纳入政府决策及经济发展规划
中，分析研究中长期的气候变化趋势，为国家经济活动提供决策支持。要增强国家适应气候变化影响的能力，减
少不利影响，推迟或避免威胁国家安全的气候变化发生，实现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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