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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世纪大旱引发的思考 

——农业生产中如何应对极端气候变化 

王秀东 宋莉莉 吴敬学  
 

由于持续的高温少雨，美国中西部粮食主产区今年经历了

半个多世纪以来最为严重的特大旱灾，导致美国玉米和大豆等

粮食作物预期产量锐减，对美国的经济发展产生了严重的影响。

美国是全球农业最为发达的国家，同时也是一个旱灾频发的国

家，每年因为干旱造成的经济损失就达 60亿至 80亿美元。2012

年美国爆发的世纪大旱再次敲响了极端天气威胁农业生产的警

钟。我国作为一个正在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跨越的国家，在

全球气候变暖、自然灾害频发的背景下，如何在农业生产中进

一步提升应对极端气候变化的能力，已成为一个亟需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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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美国大旱的特点及影响 

（一）美国大旱的特点 

一是受灾范围广。据美国农业部（USDA）公布的数据显示，

在 2012作物年度，美国农业部将 38 个州的 1892个县确定为主

要自然灾害受灾区，其中 1820个县为干旱受灾区。处于极度干

旱的美国中西部地区是美国乃至全世界玉米和大豆的主产区，

不断蔓延的世纪大旱已经使得近 86%的玉米种植区域、83%的大

豆种植区域以及 63%的牧草种植区域遭到了严重的影响。 

二是持续时间长。此次旱灾从 2012年 5月份开始持续蔓延，

截止 8月底美国依然处在干旱的笼罩之下。根据历史经验，7、

8 月份的干旱对粮食作物（如玉米、大豆等）的影响极大，因

为此时大豆和玉米正值生长开花期，需水量为整个生长过程的

最高时期。目前美国持续的酷热天气和匮乏的降水严重损害了

玉米、大豆、小麦和牧草等农作物的生长。 

（二）美国大旱产生的影响 

一是农作物预期大幅减产。2012 年 8 月 10 日，美国农业

部(USDA)发布的月度供需报告将 2012 年美国玉米预期产量下

调至 108 亿蒲式耳(约合 2.74 亿吨)，同比下降 13%，是 1995

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大豆预期产量也被下调至 26.9 亿蒲式耳

(约合 7290万吨)，同比下降 12%，是 2003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二是推高国际农产品价格。美国素有“世界粮仓”之称，

持续干旱天气推高了玉米、大豆等农产品的国际市场价格。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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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加哥期货交易所（CBOT）的统计数据显示，从 2012年 6月开

始，大豆期货主力合约价格（确认）涨幅已超过 40%；同期，

豆粕、豆油、玉米，小麦等品种也出现了大幅上涨。 

三是使全球粮食安全再迎挑战。美国大旱致使玉米、大豆、

小麦等农作物大幅减产已成定局。与此同时，其他主要粮食出

口国也正在遭受干旱灾害。俄罗斯农业部证实 2012年俄罗斯的

粮食预计产量下调至 7000-7500 万吨，这比之前的预期分别减

少了 11%—17%。巴西作为世界第二大农产品出口国，持续的干

旱致使大豆减产，2011 年 6 月至 2012 年 6 月巴西大豆产量为

6550万吨，比上个农业年度减产近 1000万吨，同比下降 15.3%。

2012年全球主要粮食出口国都在经历不同程度的旱灾，致使全

球粮食安全再迎挑战。 

二、全球气候变化加剧背景下我国农业生产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自然灾害多发频发，农业生产损失巨大 

全球气候变化加剧，各种极端性、灾害性天气（如:干旱、

暴雨、飓风、洪涝等）正成为常态。农业是极易受气候变化影

响的脆弱产业，极端天气常常导致农作物减产。1980—2009年

间，我国共有15年发生重大干旱，发生频次为48.4%。其中，1990

年以后旱灾严重程度明显增长，每年全国受旱率大都在20%以

上，年成灾率大都在5%以上。根据农业部统计数据显示，近10

年来，我国平均每年旱灾发生面积约4亿亩，是20世纪5O年代的

两倍以上，平均每年因旱成灾面积2亿多亩，因旱损失的粮食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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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600亿斤。 

（二）农业投入品增加，生态环境不断恶化 

随着全球气候的变暖，农业投入品，如灌溉用水、化肥等

的使用量不断增加。研究表明：气温每上升 1 度，农业灌溉用

水将增加 6%—10%；肥效对环境温度的变化十分敏感，尤其是

氮肥，温度每增高 1℃，能被植物直接吸收利用的速效氮释放

量将增加约 4%，释放期将缩短 3.6天。要想保持原有肥效，每

次的施肥量将增加 4%左右。在全球气候变暖的背景下，农业生

产所需的水资源、化肥和农药等投入品的增加不仅加大了农民

的生产成本，而且水资源的过度使用以及化肥和农药挥发、分

解以及淋溶流失的增加也造成了生态环境的不断恶化。 

（三）水资源匮乏与浪费并存 

我国人均耕地面积1.38亩，为世界人均水平的40%，我国人

均水资源2000立方米，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26%-27%。而且我国

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夏季降水量占全年的70%以上；北方水少

地多，南方水多地少。水资源与人口、耕地、生产力布局不相

匹配。近年来，随着我国粮食生产重心北移，水资源空间布局

不平衡问题的影响更加突出。与此同时，我国农业灌溉用水利

用率仅为45%，而发达国家的利用率已达到了70%。资源短缺及

利用率较低的现状双重叠加使得我国水资源显得更加匮乏。 

（四）农业防灾减灾基础设施建设滞后 

我国的农业防灾减灾基础设施建设目前还较薄弱，农田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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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工程建设尤为滞后。我国18.25亿亩的耕地中所谓排灌设施比

较健全的耕地只有8.7亿亩，仅占耕地总面积的47.6%。而且，

我国现有的农田水利工程大都老化，且损毁现象较为严重。农

田水利工程建设滞后使得农业生产只能靠天吃饭，抗灾能力较

低。1978至2010年间，每年我国农业平均受灾面积达到47488

千公顷，其中水灾平均受灾面积为12222千公顷，旱灾平均受灾

面积为24612千公顷；农业平均成灾面积达到25107千公顷，占

受灾面积的53%。 

三、我国农业生产应对极端气候变化的对策建议 

（一）完善气象监测预警系统，提高农业生产应对气候变化

的能力  

完善的气象监测预警技术既是防灾减灾的基本需求，也是

由被动防灾减灾转向主动的必要条件。面对我国日益频发的气

象灾害，必须充分认识到气象监测预警的重要性，以气象早期

预警系统为核心，利用 3S（RS、GIS、GPS）等高新技术对未来

的气象进行监测、评估和预警，做好防灾减灾工作。根据对未

来气候的监测预警，决策者能及时指导农民调整生产结构。同

时，决策者也能够在气象灾害发生之前制定风险预案和减灾措

施，提高农业生产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二）加强以水利为主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农业生产

的抗风险能力 

 国家财政应不断加大以水利为主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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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针对我国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的特征，应因地制宜地制定

各地区水利建设的规划：东部地区降水量充足，且降水主要集

中在夏季，适宜在山区和丘区修建水库，将雨季降水有效贮存

起来以供缺雨时节使用；南方的旱情主要集中山区和丘区，应

加强小型的水库、水池、塘坝以及水窖等水利工程建设，以增

加水源的拦蓄能力；西北地区的水资源较为匮乏，应修建集雨

节灌的水利工程，在河灌地区应发展井渠结合的水利工程建

设。  

（三）加大农业减灾技术研究与推广投入，提高农业科技防

灾的效率 

在关键农时采用关键技术能极大地缓解干旱灾害给农业生

产带来的影响，科学的防灾减灾手段能“补天”。其一，选择

耐高温和缺水环境的品种，以种省水；其二，集中育苗，以苗

节水；其三，因地制宜地推广旱地垄作沟播、地膜覆盖等旱作

节水技术，以土蓄水。以玉米覆膜和集中育苗移栽为例，地膜

覆盖与集中育苗移栽相结合，变大面积抗旱为小面积抗旱，一

些地区可利用短暂的降雨抢墒盖膜或覆膜集雨播种，为玉米等

旱粮作物抢节令播种和实现全苗打下较好的基础，确保了以玉

米为主的旱粮作物适期播种和安全成熟。 

（四）完善粮食战略储备机制，提高应对极端天气能力 

由于气候变化导致主要粮食作物生产潜力下降，加之全球

应对气候变化政策分歧，粮食用于生产生物燃料的趋势难以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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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加大了全球粮食需求压力，在全球粮食贸易中可供我国进

口的粮食微乎其微。为充分应对全球愈发频繁的极端天气，应

在提高我国粮食国家储备水平的同时提倡全社会、多层次的粮

食储备，藏粮于民。一是，充分利用季节差价等信息促使各类

相关的经济组织增加其粮食的周转储备，有效减轻国家粮食后

备储备的压力；二是，加大宣传力度，积极做好粮食产后服务，

帮助和指导农民增加粮食储备，做到手中有粮心中不慌，从根

本上增强国家粮食安全抵御极端天气的应对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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