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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８年１月我国大范围低温雨雪

冰冻灾害分析

Ⅰ．气候特征与影响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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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气候中心，北京１０００８１）

提　要：２００８年１月，我国南方大部地区遭受历史罕见的低温、雨雪、冰冻灾害，作者

对此次天气气候过程进行了分析并与同期历史进行了比较。发现：此次冰冻天气影

响范围广、强度大、持续时间长、造成的损失极为严重，全国有２０个省（区、市）先后遭

受了低温雨雪冰冻灾害，湖南、湖北大部、江西西北部、安徽中南部、贵州中部等地冰

冻日数达１０～２０天；此次冰冻灾害强度大，表现为降温明显、日最高气温异常偏低、

降水量显著偏多；持续时间长，长江中下游及贵州连续低温日数和连续冰冻日数均超

过１９５４／１９５５年冬季，达到历史最大值；冰冻灾害对电力、交通运输、农业及人民群众

生活造成严重影响和损失，尤其对我国南方电力运行造成灾难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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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冬季，受强寒潮天气的影响，我国华中和

西南一带地区常常会出现急剧的降温和低温、

大风、雨雪和冰冻天气。历史上出现严重低温

冰冻灾害的有１９５４年１２月至１９５５年１月、

１９５７年１—２月、１９６４年２月、１９６９年１—２月

及１９７７年１—２月、１９８４年１月等。近２０多

年来，虽然冬季变暖，但极端的严重雨雪冰冻

灾害还是时有发生，２００５年冬季，湖南、贵州

就曾发生严重的冰冻灾害［１］。２００８年１月中

下旬，我国南方大部地区遭受了历史罕见的低

温、雨雪、冰冻灾害，河南、湖北、安徽、江苏、湖

南和江西西北部、浙江北部出现大到暴雪；湖

南、贵州、安徽南部和江西等地出现冻雨或冰

冻天气，对交通运输、能源供应、电力传输、通

讯设施、农业及人民群众生活造成了严重影响

和损失。本文利用１９５１—２００８年实时和历史

的逐日气象资料分析，对这次极端低温、雨雪、

冰冻天气过程的空间分布、强度和持续时间进

行分析，并通过与历史资料比较来认识本次灾

害性天气的严重性。

１　低温雨雪冰冻发生概况

２００８年１月中下旬，受冷暖空气共同影

响，我国出现４次明显的雨雪天气过程，河南、

湖北、安徽、江苏、湖南和江西西北部、浙江北

部出现大到暴雪；湖南、贵州、安徽南部和江西

等地出现冻雨或冰冻天气。４次过程出现时

段分别为：１月１０—１６日，１８—２２日，２５—２９

日和３１日至２月２日。具有过程频繁集中、

间隔短、４次过程总时间长等特点。

第一次过程：１月１０—１６日，黄淮南部

及其以南地区先后出现降雨、雨夹雪转降雪

天气，陕西中部、山西南部、河南、安徽中北

部、江苏北部、湖北、湖南和江西西北部出现

大到暴雪；湖南中南部、贵州西部和南部出现

冻雨。

第二次过程———范围广：１８—２２日，湖

北东部、河南南部、安徽中部和北部、江苏北

部和湖南北部出现大到暴雪，安徽南部、湖南

大部、贵州全省和广西东北部出现冻雨。

第三次过程———强度大：２５—２９日，河

南南部、湖北东部、安徽、江苏和浙江北部出

现暴雪，２８日积雪深度达２０～４５ｃｍ。江西

出现大范围的冻雨天气，贵州大部和湖南部

分地区也维持冻雨天气。

第四次过程：３１日至２月２日，江南、华

南雨雪量大，其中湖南中部、江西北部、安徽南

部、江苏南部、浙江北部等地出现暴雪，２日，

安徽中部、江苏南部、浙江北部及湖南中部、江

西北部等地局部地区积雪厚度达２０～３５ｃｍ；

贵州、湖南、江西、浙江、云南等地出现冻雨。

１月１０日至２月２日期间的４次天气

过程，导致降雨（雪）量主要集中在长江中下

游、华南大部及云南西北部等地，这些区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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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积降水量达５０～１００ｍｍ，其中，苏皖南部、

江南大部、华南部分地区超过１００ｍｍ。与常

年同期相比，长江以北大部分地区、江南南

部、华南大部及云南西部、西藏东南部及西部

等地降水偏多１～２倍，部分地区超过２倍。

我国西北和中东部地区平均气温普遍较常年

同期偏低１～４℃，湖北中东部、湖南大部、贵

州中东部、广西中北部、甘肃大部、宁夏、内蒙

古西部、南疆南部等地偏低４℃以上（图１）。

图１　２００８年１月１０日至２月２日全国

气温距平分布图（℃）

２　主要特征分析及与历史同期比较

总体上看，此次低温、雨雪、冰冻天气属

１９４９年以来所罕见，具有范围广、强度大、持

续时间长、灾害重等特点。

２１　空间分布

此次持续的低温、雨雪、冰冻天气影响范

围广。目前，冰冻天气还没有统一的指标，各

地所用指标也有所不同［２４］，这里我们设定日

平均气温小于等于１℃，且同时有降雨或降

雪出现，为１个冰冻日。图２表示的是２００８

年１月１０日至２月２日期间全国冰冻日数

分布。可以看出，我国除华南、东北及云南等

地以外的大部分地区均出现冰冻、雨雪天气，

其中湖南、湖北大部、江西西北部、安徽中南

部、贵州中部等地冰冻日数达１０～２０天。贵

州、湖南、湖北、安徽、江西、广西、重庆、广东、

浙江、福建、四川、陕西、江苏、云南、甘肃、河

南、青海、西藏、山西、上海等２０个省（区、市）

先后遭受了低温雨雪冰冻灾害。

图２　２００８年１月１０日至２月２日

全国冰冻日数分布（天）

２２　强度

此次持续的低温、雨雪、冰冻天气强度

大，表现为降温明显、日最高气温异常偏低、

降水量显著偏多。１月上旬我国长江流域平

均气温为５～１０℃，较常年同期偏高２～４℃；

１月中下旬受持续冷空气影响，南方大部地

区出现剧烈降温，长江以南大部最大降温幅

度达１０～２０℃，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最低气温

降至－６～０℃，日最高气温也显著偏低。与

常年同期相比，湖南、贵州、湖北、广西等地平

均最低气温偏低２～４℃，平均最高气温则偏

低达５～９℃。由图３可见，长江中下游（江

苏、安徽、湖北、湖南、江西、上海）及贵州平均

最低气温较常年偏低，但不是历史最低，然而

平均最高气温却异常偏低，较常年同期偏低

达５．７℃，为历史同期最低值，其偏低程度达

百年一遇。最高气温低这个特点，可能会使

得冰雪白天不容易融化，造成冰冻持续存在；

从雨雪量来分析，上述地区平均降水量仅少

于１９９８、１９５７年为历史同期第三多（图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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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１月１０日至２月２日长江中下游及贵州平均最高、最低气温历年变化

图４　１月１０日至２月２日长江中下游及贵州平均降水量历年变化

２３　持续时间

此次低温、雨雪、冰冻天气持续时间长。

从历年冬季（上年１２月１日至当年２月２８

日，２００７／２００８冬季资料统计至２月１８日）

资料分析发现，２００７／２００８冬季长江中下游

及贵州连续低温（日平均气温小于１℃）最长

连续日数为１８．７天，多于１９５４／１９５５年冬季

（１６．７天），为历史最大值（图５）；最长连续冰

冻日数为９．９天，也已超过１９５４／１９５５年冬

季（８．６天），达历史最大值。

图５　冬季长江中下游及贵州日平均气温＜１℃最长连续日数历年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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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分省雨雪冰冻强度或持续时间超过历

史极值。其中贵州省持续冰冻天气为有气象

记录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冰冻影响范围及电

线积冰厚度突破有气象记录以来极值，有５６

个县（市）的冰冻持续日数突破了历史纪录。

湖南省雨雪冰冻灾害为有记录以来范围最

广、持续时间最长、损失最重的一年，冰冻站

数为有记录以来最多，持续时间仅次于

１９８２／８３、１９５４／５５年。湖北省是自１９５４／５５

年以来最严重的一次低温雨雪过程，大部地

区连续低温日数达１６～１８天，为１９５４／５５年

以来最长，连续雨雪日数１５～１８天，则为历

史同期最长。江西省有６０多个县市出现了

冻雨天气，持续雨雪冰冻天气为１９５９年有气

象记录以来最严重。江苏省此次区域性暴雪

过程历史罕见，其持续时间，积雪深度及影响

程度都为有记录以来之最。安徽省持续降雪

时间超过１９５４／５５和１９６８／６９年，为有气象

记录以来降雪持续时间最长的一年。

２４　灾害影响程度

此次低温、雨雪、冰冻灾害造成的损失也

极为严重。据民政部统计，全国受灾人口１

亿多人，直接经济损失达１５００多亿元，农作

物受灾面积和直接经济损失均已经超过上年

全年低温冻害造成的损失。受灾严重的有湖

南、湖北、江西、安徽、贵州等省，冰冻灾害对

电力、交通运输、农业及人民群众生活造成了

严重影响和损失。

冰冻灾害对电力运行造成灾难性影响。

目前，我国中东部地区输电线路覆冰的设计

标准一般为３０年一遇，电力线路可承受１５

～３０ｍｍ的覆冰。而在这次灾害中电网受损

严重的地区，覆冰厚度普遍超过３０ｍｍ，很多

地区达到５０ｍｍ以上，不少地区电线覆冰厚

度突破历史极值。如：湖南电网结冰最大厚

度达７０ｍｍ，超过历史最高纪录（４０ｍｍ）；江

西抚州、井冈山和南城电线积冰分别为

３６ｍｍ、４５ｍｍ和５２ｍｍ，创历史新高。当冰

冻强度超过设备所能承受的限值，即超过设

计标准时，往往会导致事故发生，对电网供电

运行及安全产生严重影响。此次罕见低温雨

雪冰冻天气，导致南方部分地区出现电力设

备掉闸、杆塔折倒断线和拉闸限电情况，无论

从范围还是持续时间上电网受到的威胁都是

历史上最严重的。因电网垮塌，造成京广南

段铁路供电中断，旅客列车大面积晚点，广州

站和京广沿线车站旅客大量滞留，不少地区

电网供电中断多日，湖南、贵州启动了大面积

停电应急预案Ⅰ级紧急响应。

此次低温雨雪冰冻天气正值春运高峰

期，严重影响了公路、铁路、民航等交通部门

的正常运营，对人们的出行及返乡极为不利。

１月下旬，湖北、安徽、河南、陕西、江苏、湖

南、贵州等多个省份被大范围积雪覆盖，其中

安徽中部、江苏南部等地出现了３０～４５ｃｍ

的积雪。同时，上述地区的白天温度接近

０℃或以下，冰雪不易融化，路面结冰现象严

重，导致机场和高速公路关闭。１月２６—３０

日受京珠高速公路封闭影响，连续５天京珠

高速湖北南段滞留车队长达３５ｋｍ，滞留车

辆超过２万台，滞留司乘人员超过６万人。１

月２８日，湖南、湖北、江苏、江西、安徽等省因

雨雪天气共计２１个机场关闭，仅广州就有

７５个出港航班取消，５０００多名旅客被迫滞

留。１月３０日，由于冰冻灾害导致供电设备

出现故障，京广铁路南段和沪昆铁路部分区

段受阻，铁路运输中断，南方电煤供应紧张，

广州地区滞留旅客近８０万人。２月２日，京

珠高速广东韶关段路面结冰厚度超过了

１０ｃｍ，道路交通中断达１０余天。

严重低温雨雪冰冻灾害对农业生产造成

重大影响，部分农副产品减产已成定局。持

续低温雨雪冰冻天气，导致油菜、蔬菜、甘蔗、

红薯、玉米等越冬作物遭受冻害。江西北部、

湖南和贵州的大面积冻雨，使油菜叶片结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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萎缩，由于雪量过大造成油菜茎杆折断等机

械损伤；同时安徽、江苏等地降水量明显偏

多，土壤湿度过大，化雪后易发生农田湿害，

冬小麦、油菜根系受渍，影响生长发育。持续

性强降雪还对设施农业、经济林果、养殖业等

农副产业造成不利影响。南方一些地区茶

叶、蜜桔、脐橙、冰糖橙、柑、柚子等经济林果

普遍受灾，林业生产也受到严重危害，大量毛

竹、杉木等被积雪压断。

此外，这次低温雨雪冰冻天气还对通信、

居民饮水等造成严重影响。湖南有７４５万用

户通信受到影响，安徽６７个乡镇和３００多个

村委会通讯中断，影响５５万人；湖北武汉、荆

州、宜昌等地水管冻裂导致２８０万人饮水困

难，贵州、湖南等地因停电给居民生活造成极

大困难。

３　总结

此次大范围的低温、雨雪、冰冻灾害属

１９４９年以来所罕见，具有范围广、强度大、持

续时间长、灾害重等特点，给社会经济和人民

生活造成严重影响。分析表明，此次低温雨

雪冰冻天气过程，长江中下游及贵州平均最

高气温异常偏低，达历史同期最小值，降水量

显著偏多，为历史同期第三多，连续低温日数

和连续冰冻日数均超过历年冬季，达历史最

大值。这种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为近５０年所

罕见。

在全球气候变暖背景下，大气环流特征、

极端天气气候事件频率和强度发生了相应的

变化，需要关注和加强这一领域的研究和分

析。全国及各省（市）建立统一的冰冻标准，

对这种极端天气气候事件的监测、评估、预警

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随着社会经济的发

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在发生极端或异

常气象灾害时，社会经济的各个领域相对以

前变的更加敏感和脆弱，损失也往往较以往

大，社会对灾害的敏感性和脆弱性问题日益

突出，有必要对此类极端气象灾害特征、影响

进行深入的分析和总结，为应急机制的完善

提供依据。我们应当高度重视减轻和防御特

大自然灾害的重要性，防患于未然，依靠科

技，提高全社会防御和减轻极端天气气候事

件灾害的能力。

参考文献

［１］　中国气象局．中国气象灾害年鉴（２００６）［Ｍ］．北京：气

象出版社．

［２］　李军，禹伟，许源，等．基于湖南省冰冻分布及气候特

征的思考［Ｊ］．湖南电力，２００４，２４（２）：１６１９．

［３］　杜海信，黄式琳，李建平，等．秋末冬初的一场雨淞天

气过程分析［Ｊ］．吉林气象，２００６，１：２８３１．

［４］　王能根，张艳．咸宁市一次雨淞天气与一次暴雪天气

的比较分析［Ｊ］．湖北气象，２００４，（４）：９１１．

００１　　　　 　　　　　　　　　　　　 　气　　象　　 　　　　　　　　　 　　 　　　第３４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