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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农业气象学》共分10章，分别详细介绍了与农业气象学有关的内容，包括辐射(太阳辐射、地面辐射
和大气辐射)、温度(气温和地温)、水分(
大气水分和土壤水分)、气压与风、天气、农业气象灾害、气候、小气候和主要气象要素的观测方法等
，理论结合实践案例，简明扼要。

《农业气象学》可作为高等农林院校的农学、园艺、植保、林学、园林和农业资源与环境等本科专业
师生参考教材，亦可作为相关专业专科师生以及相关科研工作者的参考书。
全书统稿和审定由李有和刘文霞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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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北方每公顷产量15000kg的地块光能利用率为4％，长江流域每公顷产量22500kg以上的试验田中，
全年的光能利用率为5％。
因而，目前光能利用率水平还是非常低的。
（2）影响光能利用率提高的因素 ①光能转化率低植物光合作用的最大效率为22.4％。
据研究，光合作用中消耗于呼吸作用的物质及其它损失，占光合作用的20％～30％。
另外，实际投射到大田的光合有效辐射值有较大的浪费，即田间漏光、农耗时期光能损失、田间叶片
的反射以及衰老的叶片不参与光合作用等损失约占36％，所以归结到产量的能量系数约为10％，即10
％的光能利用率是有希望达到的最高理论数字，即使如此，目前的产量距离10％还很远，也就是说，
植物增产潜力还很大。
②光合潜力高值期与作物利用光能关键期不匹配 光合潜力最高月与比较高的3个月，如最高月在哈尔
滨为5月，锦州为6月，新疆阿勒泰为7月，⋯⋯较高的3个月，四川西昌为3～5月，台湾高雄为4～6月
等，然而这些具有最高与较高光合潜力的月份与当地作物的最大叶面积值不相一致。
如何使作物光能利用率的关键期与当地光合潜力的最高月和较高月相配合，这是充分利用光能的一项
有意义的农业气候分析工作，值得重视。
③作物群体内光分布不合理 据计算，群体叶面积每增加一个数量级，群体内透光率一般要降低一个数
量级。
此外还有植物的光饱和浪费，即植物的光饱和点低，高于光饱和点以上的光很少被利用，如小麦光饱
和点仅30000lx，而自然界中作物生长期的自然光强度晴天多在100000lx以上。
④温度和水分的影响 有资料表明，不同温度下小麦其叶光合速率不同，当气温升到26～28℃时，其叶
的光合速率降低，气温升到34℃时，光合几乎停止，表明高温使叶片气孔关闭。
冬春气温低，使植物体生长矮小，不能形成足够的叶面积，使植物光合产量不高。
另外，自然界还有一些高低温灾害，更使植物对光能利用状况变坏。
水分不足，气孔关闭，蒸腾减小，使植物光合作用下降，导致光能利用率很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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