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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perception and adaptation of climate change by farmers and herdsmen 
in different regions of Shannan city through questionnaires, and analyzes the differences of cli-
mate change perception and adaptation in different regions.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farmers 
and herdsmen in different agricultural areas of Shannan city generally perceive the increase of 
summer temperature and consider the increase of summer temperature is more obvious, espe-
cially the higher elevation of Longkazi county; the farmers and herdsmen are very sensitive to the 
change of temperature. But there are few farmers or herders who sense a cold winter. Generally 
speaking, farmers and herdsmen with dry climate are slightly more and have little difference, 
which is not consistent with the fact that annual precipitation changes irregularly in Shannan city, 
some years are more, and some years are less. 2) The farmers and herdsmen in different areas of 
the south city to take targeted measures to adapt to climate change is not high, the proportion of 
the farmers and herdsmen in different areas of the south most choose to cooperate with others to 
fight climate change, climate change is not for specific corresponding measures, so choose plastic 
mulching and changing the way such as drought resistance varieties of farmers and herdsmen. 3) 
The government should also establish and improve the disaster prevention and mitigation system, 
give early warning and formulate appropriate adaptation plans according to the actual conditions 
of different regions, so as to effectively utilize the potential benefits of climate change and reduce 
the losses caused by climate 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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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通过问卷调查山南市不同地区农牧民对气候变化的感知及适应行为，分析不同区域农牧民气候变

化感知与适应行为的差异。结果表明：1) 山南市不同农区的农牧民普遍感知到夏季温度升高，认为夏季

增温比较明显，特别是浪卡子县海拔较高，农牧民对温度的变化非常敏感。但感知到冬季变冷的农牧民

几乎没有。总体来说认为气候变干的农牧民稍微多一点且差异不大，这与山南市年降水量变化不规律，

有的年份多，有的年份少的实际情况符合。2) 山南市不同区域的农牧民采取适应气候变化的有针对性的

措施的比例并不高，山南不同区域的农牧民绝大部分都选择与他人合作来抵抗气候变化，并未针对具体

的气候变化采取相应的措施，所以选择地膜覆盖和更换抗旱品种等方式的农牧民并不多。3) 政府建立还

应建立健全防灾减灾体系，提前预警并根据不同区域的气候环境等实际制定相宜的适应计划，从而有效

利用气候变化带来的潜在利益，减少气候变化带来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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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全球气候变暖是不争的事实，水资源、农业、林业、渔业、人类居住、能源、工业、保险与其他金

融系统以及人类健康等系统对气候变化反应敏感，其中一些比较脆弱，其脆弱性因地理位置、经济和环

境不同而不同[1]。气候变化带来的负面影响大于其潜在利益[2]。这对以自然资源为生计基础的农业人口

的影响更加显著。阻止、减缓和适应是人类应对气候变化的三个主要战略，继阻止与减缓之后，气候变

化感知与适应的研究对于已经发生的气候变化及其带来的损失具有生要的意义。 
国内外以个体和家族为单位对气候变化感知与适应进行研究的学者很多。例如谭灵芝、张钦等通过

对新疆和石羊河流域的研究探讨气候变化对农民生计的影响[3] [4]，分析了影响农牧民感知以及影响农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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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采取适应行为的因素。刘珍环等以黑龙江省宾县为例，研究自然环境因素对农户选择种植作物的影响

机制[5]。郭芳，赵雪雁等通过对甘南高原地区农牧民的调查研究，分析了不同生计方式变迁对农户碳足

迹的影响[6]。不同地区居民对气候变化的感知与适应存在差异，国内学者分别对新疆干旱区、甘南高原、

陕北黄土丘陵沟壑区、关中地区、西南地区、藏东南等区域都进行了相关研究[7]-[17]。Bohensky 等对印

度尼西亚家庭的研究表明，家庭感知与响应之间存在差异，农民感知到气候变化但并不一定会采取相应

措施来适应[18]。Deressa 等探究了农民对气候变化适应措施选取的重要影响因素[19]。 
国内外已有很多关于农民气候变化感知和适应行为的研究，但关于青藏高原地区农牧民的研究很少。

青藏高原是世界上最大的高原，有着独特的地形地貌和气候环境，鉴于此，本文通过对山南市的调查研

究，分析不同区域的农牧民对气候变化的感知及适应行为差异，并根据农户的感知及适应行为，提出适

应气候变化的相关建议，希望能够引导农牧民采取有效的适应行为，从而降低气候变化对农业的负面影

响。 

2. 研究区域概况 

山南市位于东经 90˚14"至 94˚22"、北纬 27˚08"至 29˚47"之间，地处雅鲁藏布江干流中下游地区，地

势西高东低，北接拉萨，西邻日喀则，东与林芝相连，南与印度、不丹两国接壤，位于中国的西南边陲，

江河稠密，平均海拔在 3700 m 左右，雪山冰川众多。属温带干旱性气候。南部边缘地带属于高原亚寒带

半干旱气候，年均降水量不到 450 mm，雨季多集中在 6 至 9 月。年平均气温最低为 6℃，最高 8.8℃。

山南市气候变化与青藏高原的气候整体变化相近，平均气温整体呈上升趋势，区域增温趋势明显[20]。相

对温度的变化而言，年降水量没有发现明显的趋势，降水变化不规律，有的年份多，有的年份少。根据

泽当站点观测数据显示，山南市近年降水量锐减且连续多年低于多年平均值。 

3. 数据来源及分析方法 

3.1. 数据来源 

2017 年 6 月，课题组在山南市采用问卷的形式对农牧进行了调查，调查区域包括乃东区、扎囊县、

浪卡子县辖区的各村镇。调查过程中，由于受山南特殊的地形地貌以及社会经济文化等背景的影响，由

受过培训的当地藏族大学生调查员通过现场访谈来完成问卷调查。收回调查问卷共计 680 份，有效问卷

605 份，问卷有效率为 88.9%。被调查者文化水平普遍较低，平均年龄为 50 岁，从事农牧业生产平均时

间为 30 年。 

3.2. 数据分析方法 

首先对收回调查问卷进行有效性分析，排除回答前后矛盾和不完整、漏打等无效问卷。然后将所有

有效问卷按地区进行分类，最后统计农牧民对气候如何变化和应对气候变化采取的适应行为两个问题的

选择，进而分析山南市农牧民对当地气候变化的认识与适应行为。 

4. 结果与分析 

4.1. 农牧民对气候变化的认识与判断 

对农牧民气候如何变化的感知调查，问卷共设置了 7 个选项，农牧民对气候总体变化的感知如图 1
所示。乃东区农牧民认为夏季变暖的比例为 57.5%，变干的比例为 48.5%，变湿的比例为 39.5%，夏季开

始时间提前的比例为 12.0%，冬季开始时间延迟的比例为 4.1%，冬季变冷的比例为 10.2%。不知道的比

例为 9.4%；扎囊县农牧民认为夏季变暖的比例为 53.70%，变干的比例为 39.3%，变湿的比例为 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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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季开始时间提前的比例为 10.3%，冬季开始时间延迟的比例为 0.9%，冬季变冷的比例为 2.3%。不知道

的比例为 12.6%；浪卡子县农牧民认为夏季变暖的比例为 78.30%，变干的比例为 62.8%，变湿的比例为

24.8%，夏季开始时间提前的比例为 0.0%，冬季开始时间延迟的比例为 0.0%，冬季变冷的比例为 0.8%。

不知道的比例为 4.7%。 
 

 
Figure 1. The perception of Climatic Changes in different regions 
图 1. 不同地区农牧民对气候变化的感知 

 
从温度变化情况来看，乃东区、扎囊县、浪卡子县的农牧民大部分认为夏季变暖，少部分认为冬季

变冷，说明大部分农牧民感知到气温逐渐升高的趋势，这与山南市平均气温整体呈上升趋势的实际情况

是相符的，区域增温趋势明显[20]。分析不同地区的情况，可以发现浪卡子县的农牧民对温度的变化非常

敏感，绝大部分农牧民认为夏季气温升高显著，但感知到冬季变冷的农牧民几乎没有。浪卡子县在山南

地区的最西面，海拔相对乃东区、扎囊县要高很多，而且该区域雪山较多，气温变化对该区域的影响相

对较大，所以该区域农牧民更能感知气温的变化。 
从干湿度变化情况来看，认为气候变干和变湿的农牧民差异不大，整体来说认为气候变干的农牧民

稍微多一点，这与实际情况符合。山南市年降水量没有发现明显的趋势，降水变化不规律，有的年份多，

有的年份少。根据泽当站点观测数据显示，山南市近年降水量锐减且连续多年低于多年平均值。分析不

同地区的情况，可以发现浪卡子县对干湿度变化的感知差异较大，其中认为变干的比例为 62.8%，变湿

的比例为 24.8%。 
乃东区、扎囊县、浪卡子县的农牧民对于夏季、冬季的开始时间不敏感，只有极少的农牧民认为夏

季开始时间提前、冬季开始时间延迟，调查问卷中浪卡子县的农牧民甚至没有人感知到时间的变化。这

与青藏高原的气候环境是息息相关的，由于农牧民对夏季、冬季没有明确的时间界限，所以很难感知是

否提前或延迟。 

4.2. 农牧民对气候变化的适应行为 

山南山不同地区农牧民对气候变化采取的措施如表 1 所示。三个区域选择与他人合作的农牧民的比

例最高，尤其是浪卡子县，比例高达 81.5%。乃东区、扎囊县、浪卡子县的农牧民针对病虫害增加农药

使用强度的比例分别为 49.8%、51.9%、25.4；应对夏冬季节时间长短的变化，调整农作物播种期的农牧

民比例分别是 46.0%、60.5%、24.8；选择完善水利设施，采用高效节水灌溉技术的农牧民比例分为 5.6%、

34.4%、33.1%；选择种植农作物新品种来应对干旱和高温的农牧民的比例分别为 41.8%、43.9%、9.2%；

选 择种植新的农作物，加大某些农作物种植面积的农牧民的比例分别为 38.8%、3.6%、7.7%；寻求其他

工作解决家庭剩余劳动力的比例分别为 14.1%、15.1%、25.4%；选择增加塑料地膜覆盖面及作物秸秆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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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的比例分别为 2.3%、5.2%、0.8%。 
 
Table 1. Adaptation measures in different regions 
表 1. 不同地区农牧民应对气候变化的措施 

适应措施 乃东区 扎囊县 浪卡子县 

与他人合作，共同抵抗气候变化 62.0% 68.4% 81.5% 

增加农药使用强度(病虫害) 49.8% 51.9% 25.4% 

调整作物播种期 46.0% 60.5% 24.8% 

完善水利设施，采用高效节水灌溉技术 45.6% 34.4% 33.1% 

种植农作物新品种(应对干旱和高温) 41.8% 43.9% 29.2% 

种植新的农作物，加大某些农作物种植面积 38.8% 23.6% 17.7% 

寻求其他工作(如外出务工) 14.1% 15.1% 25.4% 

增加塑料地膜覆盖面及作物秸秆覆盖 2.3% 5.2% 0.8% 

其他 1.9% 0.0% 0.0% 

 
从数据可以看出，总的来说，山南市不同区域的农牧民采取适应气候变化的有针对性的措施的比例

并不高，山南不同区域的农牧民绝大部分都选择与他人合作来抵抗气候变化，并未针对具体的气候变化

采取相应的措施，所以选择地膜覆盖和更换抗旱品种等方式的农牧民并不多。从不同区域的比较来看，

浪卡子县的农牧民采取适应气候变化行为的比例最低。从感知到气候变化到是否采取适应行动受到经济、

文化以及政府政策和自身的职业特征等因素的影响，并非感知强度越高，采取适应措施的比例就越高[2]。 

5. 讨论与建议 

1) 山南市不同农区的农牧民普遍感知到夏季温度升高，认为夏季增温比较明显，特别是浪卡子县的

农牧民对温度的变化非常敏感，绝大部分农牧民认为夏季气温升高显著。这可能是因为浪卡子县海拔较

其他两个县高出近 1000 m，境内山高谷深，雪覆盖率高，气温升高，雪融化会导致地表反照率降低，以

致吸收更多的太阳辐射，变暖速率更大，升温更明显[21]。但感知到冬季变冷的农牧民几乎没有。从干湿

度变化情况来看，总体来说认为气候变干的农牧民稍微多一点且差异不大，这与山南市年降水量变化不

规律，有的年份多，有的年份少的实际情况符合。公众对气候的感知受个人知识经验等自身因素和社会

经济以及信息的来源和传递等多方面的影响，导致农牧民对气候变化感知的产生差异[22]。 
2) 农牧民对气候变化的认识和判断是其采取适应行为的心理基础。但感知与适应并不具有同步性。

从农牧民采取适应措施的选项比例可以看出，山南市不同区域的农牧民采取适应气候变化的有针对性的

措施的比例并不高，山南不同区域的农牧民绝大部分都选择与他人合作来抵抗气候变化，并未针对具体

的气候变化采取相应的措施，所以选择地膜覆盖和更换抗旱品种等方式的农牧民并不多。从感知到气候

变化到是否采取适应行动受到经济、文化以及政府政策和自身的职业特征等因素的影响，并非感知强度

越高，采取适应措施的比例就越高[2]。 
3) 山南市地域辽阔、交通不便，信息闭塞且普遍文化程度低，从口少且居住分散，受社会和自然因

素的限制，农业生产受气候变化影响大。政府可以通过网络、手机、电视等多种媒体加强气候变化信息和

气候变化风险的宣传教育，对农牧民进行技术培训，提高农牧民主动适应气候变化的意识。同时，通过财

政修建公路、水库、水渠等基础设施，提供抗旱新品种种子等，多方举措推动实施创业就业政策，加大对

家庭剩余劳动力的输出等方式帮助农牧民减少气候变化带来的负面影响，并通过财政补贴等方式鼓励奖励

农牧民积极主动适应气候变化。政府建立还应建立健全防灾减灾体系，提前预警并根据不同区域的气候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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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等实际制定相宜的适应计划，从而有效利用气候变化带来的潜在利益，减少气候变化带来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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