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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变暖可能会导致极端气候事件增多

干旱 高温 暴雨 风暴潮

沙尘暴雷暴 洪涝台风

1.飓风接连重创北美和加勒比海

2.史上最强飓风“厄玛”横扫美国等地
3.南亚多国暴雨频繁洪水肆虐
4.暴风雪致欧洲多国交通瘫痪
5.罕见热浪开启欧洲南部烧烤模式

6.美国西岸遭受“地狱热浪”袭击

7.美国暴风雪致大面积航班取消

8.强风暴“多丽丝”席卷英国全境

一、项目背景



2018年中国十大气象事件

（4）气候变暖诱发冰崩
或致雅江堰塞湖

（8）夏季黄河上游降雨
多兰州看海

（6）1月底寒潮
侵袭中东部引发

暴雪（5）沙尘暴袭击北方
PM10浓度飙升

(7）三台风一月内接
连“光顾”上海

（2）历史最热夏
季拉响33天高温

预警

（3）琼州海峡大雾
锁航强留上班族

（1）山竹台风强势
登陆粤港澳大湾区

（10）春寒来势凶猛致中
东部严重冻害

（9）初夏南方连续强
降水致多地内涝



暴雨内涝 台风飓风

低温冰雪 雾霾污染

城镇社区面临的主要气候相关灾害

高温热浪

风暴潮



仕版社区位于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伦教街道西南部，紧靠伦教新城区，

辖区面积约4.06平方公里。

二、社区概况



二、社区概况

气候水文特征

•南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温暖多雨，无霜期350天以上
•年降水1600mm以上，集中在4-9月，占比达到80%以上
•主要灾害-台风、暴雨、洪涝、干旱、寒潮、低温阴雨

人口组成特征

•居住人口约7300人，男女比例接近1：1
•流动人口占到了近40%
• 18-59岁人口占到近75%

社会经济状况

• 3分田基7分水面
• 2500亩的220多口鱼塘、700亩的70多个花卉种植场
•集体经济收入约1900万，村民每年所得分红大约3000-10000元



三、气候变化特征

过去60年来
增温速率为
0.15℃/10a ，
20世纪90年
代以来升温
更为显著；

冬季平均气
温上升最为
显著。

珠江流域径
流量增加，
但旱涝频发，
咸潮加剧；
年降水没有
明显增加或
减少的趋势。

水面蒸发和
潜在蒸散均
显著变小。

城市化进程
显著，城市
热岛效应逐
年增强；

每年高于或
等于35℃的
高温日数均
在30天以上。

城市化使成
云致雨的凝
结核的状况
发生改变，
对区域降水
有增雨效应，
雷暴性强降
雨天气增多，
加剧内涝。

海平面持续
上升，风暴
潮增大，沿
海城市内涝
频发，河床
抬高、海岸
侵蚀加剧，
红树林生态
系统退化。

珠
三
角
地
区



三、气候变化特征

与1971-2000年30年平均值相比，珠三角地区
到2100年可能升温1.9℃-3.4 ℃

年降水有增加趋势，全区年平均降水量可能增加1.0%-
7.0%

高温热浪事件将显著增多，暖日、暖夜增加，冷日和冷
夜减少

小雨降水将会减少，而大雨、暴雨和大暴雨降水将会增
加

海平面持续上升，风暴潮继续增大，海岸侵蚀进一步加
剧，红树林等海岸带生态系统退化

未
来
气
候
变
化
趋
势

珠
三
角
地
区



三、气候变化特征

1、佛山顺德气候变化特征

年平均温度 年降雨日数与降雨量

年高温日数 年暴雨日数与暴雨量



2、珠三角台风变化趋势

三、气候变化特征

近60年来广东沿海热带气旋频数、路径、强度数据



三、气候变化特征

顺
德
地
区

温度上升显著

高温热浪威胁越来越严重

登陆台风比例增加

频次增加、强度加大、暴发趋向集中



三、气候变化特征

3、佛山顺德未来气候变化特征

RCP4.5年平均温度

RCP4.5高温热浪日数频次

RCP8.5年平均温度

RCP8.5高温热浪日数频次



三、气候变化特征

4、佛山顺德未来气候变化特征

RCP4.5暴雨日数与强度 RCP8.5暴雨日数与强度

RCP4.5低温日数与强度 RCP8.5低温日数与强度



三、气候变化特征

未
来
顺
德
地
区
气
候
变
化

年平均温、最高温、最
低温均呈显著上升趋势

高温热浪将愈演愈烈

登陆台风强度增大

总体上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



四、脆弱性与风险辨识

1、脆弱性问卷设计

基础
设施

管理
制度

技术
经验

市场
信息

基础设施

基本建设

抗灾减灾

技术措施

市场信息

投入成本

经济效益

制度管理

法律法规



四、脆弱性与风险辨识

1、脆弱性问卷设计
l 仕版社区内鱼塘养殖与花木种植方面防御气候相关灾害的基础设施是否完备？有哪些改进或提
升的空间？未来有哪些改进设想？

l 在当地抵御气候相关灾害的日常管理措施有哪些？在哪些环节投入时间、人力物力最大？最关
注哪些方面？

l 当地鱼塘养殖与花木种植方面的生产活动中是否有可信赖的气候灾害防御标准？如何获取的相
关标准？

l 当地鱼塘养殖与花木种植方面的生产活动中是否有足够的成熟技术或者新技术，从而降低成本，
增加收入？这些技术通过何种方式获取？

l 影响当地鱼塘养殖与花木种植方面生产活动的法律法规、地方政策有哪些？平时是否关注？如
何获取？

l 在当地关于鱼塘养殖与花木种植方面的市场信息通过何种渠道获取？一般采取什么产品销售策
略，避免损失，增加收入？

l 当地农户是否为鱼塘养殖与花木种植方面的生产经营活动购买商业保险？若当地存在相关保险，
您是否了解其是以何种方式运作？

l 当地鱼塘养殖农户与花木种植农户一般通过哪些渠道获取气候相关灾害的详细信息？如何获取？

l 当地鱼塘养殖农户与花木种植农户是否参加了种植或养殖合作社组织？是否可以有效降低生产
损失风险？

l 当地各级政府（包括社区、区县、市）对鱼塘养殖与花木种植方面的生产经营活动有哪些帮助
和阻力？建议如何改进？



四、脆弱性与风险辨识

2、脆弱性指标筛选
脆弱性 类别 因子

暴露度

鱼塘养殖 鱼塘养殖面积

花木种植
花木种植面积

香蕉种植面积

敏感性

鱼塘养殖

鱼苗种类

水质状况

饲料质量

鱼药质量

鱼塘状况

花木种植

花木种类

花木树龄

土壤状况

地形地貌

适应能力

鱼塘养殖

人力投入

养鱼技术掌握程度

饲料、药物等成本投入

经验丰富程度

鱼塘基础建设投入

政府扶持力度

市场信息掌握程度

花木种植

人力投入

种植技术

肥料、药物投入

抗灾减灾技术经验

市场信息掌握程度

政府扶持力度

鱼塘养殖

花木种植



四、脆弱性与风险辨识

2.1 暴露度分析

传统的桑基
和蕉基鱼塘

现代农业种
植养殖

四大农产物：
甘蔗
桑蚕
芭蕉
农家鱼

市场导向：
鱼塘养殖（220多口）
花木种植（70多个）

暴雨、台风、高温、低温冷害
是主要气候灾害



四、脆弱性与风险辨识

2.2 敏感性分析

鱼苗种类

-江团
-鲈鱼

水质状况

-更换
-河水

饲料鱼药

-质量
-对症

鱼塘状况

-位置
-底泥

鱼塘养殖

花木种类

-观赏木
-观赏花

花木树龄

-苗期
-壮年

土壤状况

-水分
-质地

地形地貌

-低洼地
-高地

花木种植

气候变化引起的灾害胁迫-暴雨、台风、高温、低温冷害



四、脆弱性与风险辨识

2.3 适应能力分析

桑基
鱼塘

桑叶养
蚕

蚕蛹蚕
沙鱼饵
料

塘泥桑
树底肥

塘埂种
桑

高密度

大投入

大药量

高频次

大量饲料

高周

转

生态环保模式--鱼类、花木
的自适应为基础，以人类的
技术与基础建设为保障；

高经济效益驱动模式：
高密度养殖-气候波动加剧致病风险-高人
力、高成本投入-鱼塘生态环境恶化-鱼类
致病风险加剧-获取经济效益的风险增大



四、脆弱性与风险辨识

3、脆弱性评估

气候脆弱性 暴雨 高温 低温冷害 台风

鱼塘养殖

暴露度 ▲▲▲▲ ▲▲▲▲ ▲▲▲▲ ▲▲▲△

敏感性 ▲▲▲▲ ▲▲ ▲▲ ▲▲▲△

适应能力 ▲▲▲ ▲▲ ▲▲ ▲▲△

脆弱性 êêêêê êêê êêê êêêê

花木种植

暴露度 ▲▲▲△ ▲▲▲△ ▲▲▲△ ▲▲▲▲

敏感性 ▲▲▲▲ ▲▲ ▲▲△ ▲▲▲▲

适应能力 ▲▲△ ▲▲△ ▲▲ ▲▲▲

脆弱性 êêêê êê êêê êêêêê

对于鱼塘养殖而言，其面对暴雨灾害的脆弱性最大，面对台风
灾害的脆弱性次之，面对高温灾害与低温冷害的脆弱性相对较
低；对于花木种植而言，其面对台风灾害的脆弱性最大，面对
暴雨灾害的脆弱性次之，面对低温冷害的脆弱性较低，面对高
温灾害的脆弱性相对最低。



四、脆弱性与风险辨识

4、风险辨识

气候风险 暴雨危险性 高温危险性 低温冷害危险性 台风危险性

鱼塘养殖脆弱性 êêêêó êêêó êê êêêó

花木种植脆弱性 êêêó êêê êêó êêêêó

鱼塘养殖，暴雨风险最大，台风与高温次之；

花木种植，台风风险最大，暴雨次之，高温再次之。



五、适应建议

社区整体适应
能力

应对技术培训

知识信息共享

农户自身适应
能力

农户互助分享

养殖规范标准

区域共有品牌

极端气候灾害
预警救灾协作
网络

灾害应急预案

抢险救灾演习

信息统一发布

农业应对气候
变化基底状况

农业基建升级

设施运行维护

降低气候风险

拓展产业链

强化市场地位

产业转型升级

极端气候风险
转移

巨灾保险

天气指数保险

近 期 中 期 远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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