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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河发生流域性大洪水

江南华南大范围高温干旱

———２００７年７月———

廖要明

（国家气候中心，北京１０００８１）

　　７月，全国平均气温为２１．９℃，比常年同

期偏高０．５℃，其中浙江、广东区域平均气温

为历史同期最高值，福建为次高值。全国平

均 降 水 量 为 １２１．８ｍｍ，较 常 年 同 期

（１１６．８ｍｍ）略偏多，但降水分布不均，其中新

疆区域平均降水量为历史同期最大值，重庆、

河南为次大值，广东为最小值，内蒙古、黑龙

江为次小值。月内，淮河发生仅次于１９５４年

的流域性大洪水；重庆、四川、山东、新疆、云

南等地遭受暴雨袭击，部分地区受灾严重；江

南、华南以及黑龙江、内蒙古东部等地的部分

地区出现了严重干旱；江南、华南出现大范围

持续高温天气；雷雨大风、冰雹、龙卷等局地

强对流天气频发；热带风暴桃芝７月５日在

广西东兴市登陆。

１　淮河发生流域性大洪水

淮河流域自６月１９日进入主汛期，６月

２９日至７月２６日出现持续性强降水天气，

流域平均降水量４６５．６ｍｍ，少于１９５４年

（５６５．１ｍｍ），为１９５３年以来历史同期第二

多。由于降水强度大，持续时间长，淮河干流

水位全线上涨，发生了仅次于１９５４年的流域

性大洪水。７月１１日４时干流王家坝水文

站水 位 上 涨 至 ２９．５９ｍ，超 过 保 证 水 位

（２９．３０ｍ）０．２９ｍ，１２时润河集水文站水位涨

至２７．７９ｍ，超过历史最高水位（１９８２年）

０．０４ｍ，淮河先后启用１０个行蓄（滞）洪区分

洪。受暴雨洪水影响，安徽、江苏、河南等省

共有２９２２．２万人受灾，死亡３５人，失踪９

人，紧急转移安置１０１．１万人；农作物受灾面

积 ３１８．７×１０４ｈｍ２，绝 收 面 积 ６５．３×

１０４ｈｍ２；倒塌房屋１０．２万间，损坏房屋２５．３

万间；因灾直接经济损失达１５６．１亿元。安

徽省受灾最为严重。

２　重庆、四川、山东、云南等地遭受暴雨袭

击，部分地区受灾严重

　　１６—２０日，重庆西部地区遭受暴雨袭

击；１７日，铜梁、璧山、沙坪坝降水量分别达

到１７９．５ｍｍ、２５８．０ｍｍ和２６２．８ｍｍ，均为有

气象记录以来日降雨量的最大值，其中沙坪

坝为１８９２年以来的最大值。此次暴雨洪涝

共造成重庆市３７个区（县）、７４２．２万人受

灾，因灾死亡５５人，失踪７人，农作物受灾面

积２３．１×１０４ｈｍ２，绝收面积２．３×１０４ｈｍ２，

直接经济损失２９．８亿元。

２—８日，四川省出现强降水天气过程，

通江县日最大降水量为２３５．１ｍｍ，过程降水

量达５１７．８ｍｍ，南江县正直镇过程降水量达

５４２．８ｍｍ。由于降水集中，强度大，多处发

生洪涝、泥石流、山体滑坡等灾害。全省有

４３个县（市、区）共８１９．１万人受灾，死亡２６

人，失踪１７人，直接经济损失达３０．４亿元。

１８日，山东省出现强降水过程，其中济

南市遭受有气象记录以来最强暴雨袭击，全

市平均降雨量１５３．１ｍｍ，１小时最大降雨量

达１５１ｍｍ。全省有２５个县（市、区）共６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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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人受灾，死亡４６人，伤１９７人，直接经济损

失超过１５亿元。

１６—２０日，新疆出现了大范围强降水天

气过 程。１７ 日，乌 鲁 木 齐 日 降 水 量 为

５７．４ｍｍ，突破有记录以来的极值。部分地

区发生了严重的暴雨洪涝灾害，造成了重大

人员伤亡。

１８—２４日，云南遭受大雨、暴雨袭击，江

城县过程降雨量达２２８．３ｍｍ。全省因强降

雨引发的洪涝及滑坡、泥石流等灾害共造成

５１．８万人受灾，８２人死亡；农作物受灾面积

６．２×１０４ｈｍ２，绝收１．５×１０４ｈｍ２，直接经济

损失８．７亿元。

７月末，河南、陕西、山西３省的部分地区

遭受暴雨袭击，导致１３１人死亡，５０人失踪。

３　江南、华南及黑龙江、内蒙古等地的部分

地区出现严重干旱

　　７月，江南、华南、东北北部以及内蒙古

等地降水量比常年同期偏少３成以上，同时

上述大部地区气温偏高，且出现了３５℃以上

的持续高温天气，导致部分地区出现了严重

干旱。据统计，７月份全国因旱共有３６５．５

万人、１０４８．２万头大牲畜发生临时饮水困

难；农作物受灾面积８５５．３×１０４ｈｍ２，绝收面

积１４４．４×１０４ｈｍ２，直接经济损失１３４．０亿

元。湖南、江西、黑龙江等省受灾严重。

截至７月底，湖南省农作物受旱面积６０

×１０４ｈｍ２，缺水缺墒面积３６×１０４ｈｍ２；因旱

造成近１０４万人、５３万多头大牲畜饮水困

难；直接经济损失１５．７亿元。江西省有

１２１．６万人因旱饮水困难；农作物受灾面积

６３．３×１０４ｈｍ２，绝收面积２．１×１０４ｈｍ２；直接

经济损失１６．３亿元。黑龙江省农作物受灾

面积 ５６８×１０４ｈｍ２，绝 收 面 积 ４５．７×

１０４ｈｍ２；直接经济损失２１．５亿元。

４　江南、华南出现大范围持续高温天气

７月，江南、华南等地出现大范围持续高

温天气，≥３５℃的高温日数一般有１０～２５

天，普遍比常年同期偏多５～１２天，浙江东部

偏多１２天以上。福建省福州市６月３０日至

７月３１日连续３２天日最高气温≥３５℃，连

续高温日数为１８８０年有气象记录以来的第

一位；上海市区月平均气温达到３０．４℃，平

了１８７３年以来的历史同期纪录；浙江定海

（４０．２℃）、江苏南通（３８．２℃）、福建厦门

（３９．２℃）等地的极端最高气温均突破了当地

历史同期极值。持续高温少雨，加剧了旱情

的发展，对人们生产生活也造成不利影响。

５　雷雨大风、冰雹、龙卷等局地强对流天气

灾害频发

　　７月，全国绝大部分省（市、区）都出现了

雷雨大风、冰雹、龙卷等局地强对流天气，共

造成２５１人死亡，其中江西、安徽、江苏等省

受灾严重。

３日，安徽天长市及江苏高邮、盐城等市

局地遭受龙卷袭击，共造成１４人死亡，１９６

人受伤。

１０—１６日，受强对流天气影响，江西省

雷击事件频发，共造成３６人死亡。

６　热带风暴桃芝在广西东兴市登陆

今年第３号热带风暴桃芝（Ｔｏｒａｊｉ）５日

在广西东兴市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

力有９级（２３ｍ·ｓ－１）。这是今年登陆我国

的第１个热带风暴，登陆时间比常年略偏晚。

热带风暴桃芝带来了丰沛的雨水，缓解

了部分地区的旱情，有效地增加了水库蓄水，

但也造成一定的损失。据统计，广西和海南

两地农作物受灾面积６７３０ｈｍ２，绝收面积

７７８ｈｍ２；倒塌房屋３７８间，损坏房屋９４６间，

直接经济损失７８０１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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