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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及其变率变化对长江中下游稻区水稻生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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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长江中下游稻区选择19个样点，将每个样点近20年（1979-1998年）的水稻产量资料及同期气象资

料分为两组，一组结合当地水稻生态试验或品种区域试验资料用于CERES Rice模型中遗传参数的调试，另一组

用于检验该模型在研究区域的适用性。通过对未来气候变率变化(ΔCV)的3种假设并利用WGEN(天气生成器)，
将每个样点基于3种平衡GCM(大气环流模型)的CO2倍增气候变化情景文件改进为兼顾气候及其变率变化

(CC+ΔCV)的9种情景文件。在上述各情景文件下分别运行CERES Rice，并将模拟结果与本底气候 

(Baseline)下的模拟值进行比较，再结合蒸散比（β）和产量波动系数等算法，评价了CO2有效倍增时CC+ΔCV
对长江中下游稻区水稻生产的影响。结果表明，当CO2有效倍增时，随着ΔCV的增大，不同稻作制度下水稻高温
热害将愈演愈烈，早稻和晚稻受低温威胁将显著减轻；水稻生长季内干湿状况较目前无明显差异，但季节性干旱

和暴雨的发生频次呈增加之势；研究区域不同稻作制度下的水稻生育期均明显缩短，ΔCV增大对生育期无显著影
响；不论是单、双季稻，还是灌溉或雨育水稻都显著减产，其中中游稻区的减产幅度大于下游稻区，单季稻和晚

稻的减产幅度大于早稻，UKMO、GISS情景下的减产幅度大于GFDL情景；研究区域不同稻作制度下的水稻进一
步减产，且稳产性变差，但良好的灌溉条件可以减缓水稻产量的年际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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