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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高职高专教育是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培养了大批急
需的各类专门人才。
目前高职高专教育农业气象学教材短缺，影响了学校的教学开展和教育改革工作。
为此我们编写了这本《农业气象》教材。
　　本教材力求以理论知识必需、够用为度，注重实际应用能力的培养，尽量反映本学科最新科研成
果，重点突出，图文并茂。
　　本教材引用了许多资料和图片，借鉴了一些兄弟学校的教材，但由于篇幅所限，参考文献不可能
全部列出。
在此，特向有关人士深表歉意并谨致谢意。
　　本教材各章执笔人：奚广生（概述、第一章、实训指导）；姚运生（第二章、第三章、实训指导
）；孟艳玲（第四章、第五章）；刘子英（第六章、第七章、实训指导）；罗新兰、许春雨（实训指
导）。
与本教材配套的农业气象教学软件由姚运生开发，在收集多媒体素材的过程中得到了铁岭气象局杨艳
萍等同志的大力支持。
吉林农业大学姚渝丽教授审阅了教材初稿，并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
在教材的编写过程中，得到高等教育出版社和参编人员学校领导的支持。
谨对他们表示由衷的感谢。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编审时间仓促，教材中难免缺点和错误，敬请同仁和广大读者提出宝贵意见
，以便在今后做进一步修改和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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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新世纪高职高专教改项目成果教材。
在保证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够用的前提下，力求反映学科发展的新知识、新成果，增补了农业气象在
农业生产及实践中的应用内容。
　　本书内容包括：太阳辐射与农业、土壤温度与空气温度、大气水分与农业、气压与风、农业天气
、气候与农业气候资源、农业小气候及气象实训指导等。
　　本教材适合高职高专农学、林学、园艺、植保、土壤等专业学生使用，也可供农业生产、管理人
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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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概述　第一节　农业气象的基本概念　　一、气象的概念及其研究领域　　二、农业气象学的概念、
任务和研究方法　　三、农业气象发展简史　第二节　大气的组成及垂直结构　　一、大气的组成和
大气污染　　二、大气的垂直结构第一章　太阳辐射与农业　第一节　节气、季节和日照时间　　一
、昼夜及四季的形成　　二、可照时数与光照时间　　三、太阳高度角和方位角　　四、季节与农业
生产　第二节　辐射与太阳辐射　　一、辐射的一般知识　　二、大气上界太阳辐射　　三、太阳辐
射在大气中的减弱　第三节　到达地面的太阳辐射　　一、太阳直接辐射与天空散射辐射　　二、到
达地面的太阳辐射光谱的变化　　三、地面对太阳辐射的反射和吸收　　四、地面和大气辐射、地面
有效辐射　第四节　太阳辐射与农业生产　　一、太阳辐射光谱对植物的影响　　二、光照强度与作
物生长发育　　三、光照时间与作物生长发育　　四、光能利用率及其提高途径第二章　土壤温度与
空气温度　第一节　土壤温度　　一、影响土壤温度的因子　　二、土壤温度的变化　　三、土壤冻
结和解冻对植物的影响　第二节　空气温度　　一、大气的主要热源及热量传递　　二、气温的时间
变化　　三、气温的垂直分布　　四、空气绝热变化和大气稳定度　第三节　温度与农业生产　　一
、植物生命活动的基本温度　　二、周期性变温对植物的影响　　三、农业界限温度　　四、土温对
植物的影响　　五、积温及其在农业生产上的应用第三章　大气中的水分第四章　气压与风第五章　
天气系统和天气过程第六章　气候与农业气候第七章　农业小气候农业气象实验实训题目附表1　日
照日间表附表2　太阳赤纬附表3　空气相对温度相算表主要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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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光、热、水、气是重要的农业气候资源。
由于各地农业气候资源分布并不均衡，且具有显著的季节与年际变化的特点，因此，人们应从合理开
发、利用与保护的观点出发，分析和说明一个地区农业气候资源的变化特点，为因地、因时制宜地确
定生产的类型、结构、改善种植制度、调整作物布局、引种和搭配品种以及荒地的开发利用等提供科
学依据。
　　4．农业小气候的利用与调节　　包括农田小气候、地形小气候、森林小气候、水域小气候、畜
舍小气候以及各种人工影响措施的小气候效应研究，为农业小气候的调节与改良提供依据与措施。
　　5．农业气象灾害规律的掌握及灾害防御　　探讨各种农业气象灾害对农业生产对象的危害时期
、危害指标与机制、危害规律以及各种防御措施的气象效应与经济效益。
　　6．农业气象监测　　包括仪器的研制、站网设置和观测监测方法，是发展农业气象事业的基础
工作。
　　未来气候变化对农业的影响是当今世界关注的问题，由于大气中CO2等温室气体的增加，引起了
全球性气候变暖，这对农业的影响最为直接和深远。
因此，研究气候变化对我国农业尤其是气候资源开发利用的影响与基本对策也应是农业气象学的任务
。
　　从以上农业气象任务可以看出，农业气象学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学科，为国民经济服务（主要是
为农业服务）是它的宗旨，生态效益、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是衡量其成绩的主要指标。
　　（三）农业气象学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　　因为农业气象学的研究对象既有气象条件又有农业
对象，所以其研究方法也必须从这两个方面考虑。
在研究时。
，要求遵循平行观测（也称联合观测）的原则，即在进行各项气象要素观测的同时，也进行农作物生
长、发育状况、农业气象灾害的观测及田间管理工作的记载等。
通过对平行观测资料的对照分析，就能确定天气、气候对农作物生长发育、产量和品质的影响规律，
可对生长期间的农业气象条件作出正确的评价。
　　为了在较短的时间内取得研究、分析时所需的资料，在平行观测的普遍原则指导下，经常采用下
列具体方法：　　1．分期播种法　　在同一地方，每隔5 d或10 d播种同一种作物，根据研究任务，可
播5～10期，最少不少于3期。
这样，在一年内就可获得各种不同气象条件对该作物生长发育影响的资料，进而经过分析即可得出该
作物在各发育期对气象条件要求的数量指标。
　　2．地理播种法　　在气候条件不同的若干地点上，选择土壤条件尽可能相同的地段，采用相同
的农业技术措施，于各地最适宜的播期，播种同一品种作物，并按照统一计划进行平行观测，这样就
可在一年内获得同一品种在若干不同气候条件下的生长发育资料，达到缩短研究年限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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