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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 

1. 关于气候变化的基本认识 

2. 国际关于影响的科学认知 

3. 气候变化对中国的影响 

4. 适应和减缓的协同作用 



IPCC AR5 关于气候变化的新认知 

 观测到的全球平均地表温度变化（左：1901—2012 ；右：1850—2012） 

近130多年（1880—2012）全球地表平均温度升高了0.85℃。
1983—2012年可能是北半球过去1400年中最温暖的30年。 

温度 



 

 

 

 

 

 

 

 

 

 图2 观测到的全球降水变化（左：1901—2010，右：1951—2010） 

自1901年以来，北半球中纬度地区降水有所增加。 

其它纬度地区的降水变化趋势有正有负。 

降水 

IPCC AR5 关于气候变化的新认知 



格陵兰冰盖的冰量损失平均速率很可能
已从1992−2001年间的每年34Gt 大幅
度增至2002−2011年间的每年215 Gt 

南极冰盖的冰量损失平均速率可能从
1992−2001 年 间 的 每 年 30Gt 增 至
2002−2011年间的每年147 Gt 

冰冻圈 

图3 1992—2011年格陵兰（上）和南极（下）冰量损失变化 

IPCC AR5 关于气候变化的新认知 



Global and China’s surface mean temperature changes  
in the recent 100 years (relative to 1961-1990 average) 

（Global data from HadCRUTv3 and China data from Wang et al）  

Warming trends for 
China are significant in 
the recent 100 years， 

i.e., 1.1℃. 

全球和中国的气候变化 

Global  

China   

Luoy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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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旱和强暴雨事件增多 



y = -1.016x + 74.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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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极端低温频次 

1981-2010年平均值 

線形 (极端低温频次) 

1961-2012年中国极端低温事件变化 

 减少趋势显著，平均
减幅为10次/10年 

 2007年以后极端低温
事件出现一个较明显
的小幅增加趋势 

y = 0.3956x + 23.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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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极端低温频次 

1981-2010年平均值 

線形 (极端低温频次) 

1961-2012年中国极端高温事件变化 
 增加趋势显著，平均

增幅为4次/10年 

 20世纪90年代中期增
多，21世纪以来的极
端高温频次尤其多 

来源：国家气候中心 



主要内容 

1. 关于气候变化的基本认识 

2. 国际关于影响的科学认知 

3. 气候变化对中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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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CC 气候变化情景 
 

左 AR4, 右 AR5 
 



IPCC  AR5 预测的全球平均地表气温变化 （相对于基准时段1986—2005年） 

继续大量排放温室气体将导致全球进一步升温，预估到本世
纪末将增温1.0～3.7 ℃。 

干旱区与湿润区的降水反差将加大，极端降水事件在中纬度
地区和热带雨林气候区将很可能变得更加严重和频繁。 



降水的长时间序列趋势 (IPCC)   



 2030年以后，更剧烈的产量变化风险增加，程度大小取决
于升温幅度(IPCC, 2014)。 

未来气候对全球农业影响的新认知 



随着气候变化粮价上涨不可避免(IPCC) 

Temperature 
Changes 

温度变化 

Agr. Price Changes 

农产品价格变化 

+1 to +2°C –10 to –30% 

+2 to +3°C –10 to +20% 

+3 to +5°C +10 to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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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50年中国温度和降水变化区域分布（中国气象局，翟盘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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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至2012年因气象灾害死亡9.0万人,直接经济损失5.1万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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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气象灾害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 

气象灾害影响大、损失重 

干旱和洪涝灾害最突出 

年均死亡3760人 

年均损失占

GDP 2.37% 年均损失 

2201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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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1949~2011年历年农作物受灾和成灾面积变化（干旱灾
害） 

来源：中国种植业信息网，全国防汛抗旱工作会议 

气候灾害影响年际波动较大，但总体呈增加趋势。 



极端灾害的影响 



2012.7 Beijing 

2013.7 Dujiangyan 
2013.7  Dujiangyan 

2012.7  Beijing 



水资源变化 

 自1950s中国六大河流的径流量减少 

 干旱和洪涝事件增多 

 2000年以来的灾变急转 



 

雪线 冻土 

草场 湿地 

沙漠化 

对自然生态系统的影响 



人体健康 



 30 cm   100 cm  

在不同的海平面升高程度下珠江三角洲的风险预估评估 (国家评估报告,2011)  

对沿海地区影响 



沿海脆弱区 （沿海高程<5米） 

到2030年我国沿岸海平面可能上升幅度为0.01m～0.16m，导致许多海岸区遭受
洪水泛滥的机会增大、遭受风暴潮影响的程度加重。  

对沿海地区影响 



 中国主要粮食生产因气候变化到2050s
可能减产5%-10%；病虫害呈现新的群
体发展特征； 

 气候变化使水资源短缺问题更突出，
极端气候事件会增加，农业生产成本
投入增加； 

 居民生计，尤其是贫困人口…… 

对农业的影响 

http://english.people.com.cn/102774/7639778.html


 

情景 

升温引起的
耗水增量 

（亿m3） 

适应技术节水
量（亿m3） 

降低绿洲农田减少
面积（万hm2） 

挽回经济损失 

（亿元） 

升温1.5 1.82-2.67 2.08-2.40 2.77-3.20 4.58-5.28 

升温2℃ 2.57-3.07 2.96 3.95 6.51 

4、黑河流域的适应效果分析 

采取适应措施的效益分析(县域绿洲案
例) 

适应措施的成本效益（农业-水资源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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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CC AR4 

 虽然减缓很重要，但适应肯定是必须的 

 很多适应措施可以低成本运行 

 适应与减缓互为补充，可以产生协同作用 

 适应和减缓都要求技术发展和转让 

适应与减缓 



适应措施——草原喷灌示范 

通过高寒草地的喷灌，可以利用降水增多导致河和湖水上涨，合理分配和补充季

节性干旱时期水资源，能够很好适应气候变化，得到较好的退化草地治理效果。  



喷灌 太阳能 

清洁能源与适应技术 



适应和减缓的协同措施能降低气候变化风险 

  在未来几十年内，即使做出最迫切的减缓努力，也不能避

免气候变化的进一步影响，这使得适应成为必须的措施，

特别是应对近期的影响。从长远看，如果全球不采取减缓

措施，气候变化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超出自然系统和人

类系统的适应能力，人类社会发展的挑战和风险增大。 

IPCC 适应气候变化的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