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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内冷暖起伏大　强对流天气频繁

———２００９年３月———

曾红玲

（国家气候中心，北京１０００８１）

　　３月我国主要气候特点：气温偏高，降水

略偏多。全国平均气温为４．５℃，较常年同

期（３．２℃）偏高１．３℃。全国平均降水量为

２９．１ｍｍ，较常年同期（２８．１ｍｍ）偏多１．０

ｍｍ。海南３月区域平均降水量为１９５１年以

来历史同期最大值。

３月份，长江中下游地区出现罕见持续

阴雨天气。月内，冷暖起伏大。上旬末至中

旬前期强冷空气影响我国，中旬后期气温偏

高明显，下旬再次遭受强冷空气袭击。江南

南部、华南等地气象干旱缓解。月内，我国北

方地区出现３次沙尘天气过程。强对流天气

袭击部分省市。

１　长江中下游地区出现罕见持续阴雨天气

　　２月１４日至３月９日，长江中下游地区出

现罕见持续阴雨天气［１２］。此次阴雨天气过程

具有降水量大、持续时间长、最高气温低、伴随

灾害多等特点。２月１４日至３月９日，长江中

下游地区多阴雨（雪）天气，局部地区出现了暴

雨，降水量普遍有５０～２００ｍｍ，局部超过

２００ｍｍ。安徽、上海区域平均降水量为历史同

期次大值，降水量之多分别达２０年一遇和３０
年一遇。长江中下游地区的降水日数一般有

１５～２１天，区域平均降水日数为１５．９天，是

１９５１年以来历史同期次多值，仅次于１９８５年

的１７．０天，其中安徽降水日数为历史同期最

大值，浙江为次大值。另外，长江中下游地区

的平均最高气温普遍较常年偏低，安徽西南

部、湖北东南部、湖南东北部、江西北部偏低２

～４℃。伴随灾害多，雷电、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来得早且多。上海２月２１日出现初雷，比常

年提前了近１个月。２月２２日至３月６日，江

南大部、华南西北部及湖北南部、贵州大部等

地雷暴、冰雹日数普遍有３～７天，湖南北部超

过７天。长江中下游地区区域平均雷暴、冰雹

日数为４．４天，较常年同期偏多３．２天，为历

史同期最多。此外，局部地区还出现了冻雨、

泥石流、滑坡等灾害。受持续阴雨天气影响，

安徽淮河以南大部土壤湿度均在９０％以上，

沿江江南部分田块出现渍涝，部分山区还出现

了低温雨雪冰冻灾害。湖北南部农田出现渍

涝，影响油菜根系生长。冰雹、雷电和大风等

局地强对流天气，还造成农作物受灾、部分农

户房屋受损。

２　上旬末至中旬前期强冷空气影响我国，中

旬后期气温偏高明显，下旬再次遭受强冷

空气袭击

　　９—１４日，全国大部地区自西向东出现

了大风、降温和雨雪天气，西北部分地区、内

蒙古西部等地出现了扬沙或沙尘暴，局地强

沙尘暴。此次冷空气过程影响范围广、移动

速度快、强度强。西北地区大部、华北北部和

西部、东北西部、江淮西部、江汉东部、江南中

部、华南北部及内蒙古、贵州西南部、云南东

北部、四川西北部、西藏中东部等地气温普遍

下降６～１０℃，内蒙古、青海等省（区）部分地

区降温达１０～１２℃。强冷空气带来的大风、

降温、雨雪和沙尘天气，给农（牧）业、交通运

输、设施农业等带来不利影响，其中新疆、湖

北、云南受灾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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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旬后期，全国大部气温迅速回暖，１６—

２０日，西北东部和北部、华北、黄淮、长江中

下游大部及内蒙古中西部气温普遍偏高６℃

以上。１７日１４时，河北石家庄气温高达

３０．０℃，比多年３月中旬最高气温（２３．７℃）

高出６．３℃；１８日１６时，北京观象台的气温

高达２９．５℃，为１９５１年以来３月中旬日最

高气温极值（原记录为２００１年３月２０日的

２４．４℃）。高温导致森林火险等级偏高，四

川、河北、山西等地都监测出有不同程度的火

点或火情发生。持续升温也导致新疆、青海

部分地区发生融雪性洪涝灾害。

１８—２８日，冷空气再次袭击我国，东部

地区降温明显，东北大部及内蒙古中东部、山

东半岛、江南中部、华南中北部等地普遍降温

８～１３℃，内蒙古东部部分地区降温超过

１３℃，局部超过１５℃。

３　江南南部、华南等地气象干旱缓解

２００８／２００９年冬季（２００８年１２月至２００９
年２月），我国华南、江南、西南大部降水量较

常年同期偏少３～８成，其中广东中东部、福建

南部、江西南部偏少８成以上。加之上述地区

气温持续偏高，尤其是２月气温普遍偏高４～

６℃，部分地区偏高６℃以上，高温少雨导致江

南南部、华南大部、西南东部以及西藏中南部

等地气象干旱持续发展。２月底，上述地区均

出现中到重度气象干旱。进入３月份，我国南

方地区出现明显降水过程，江南、华南大部、西

南东部降水量一般有５０～２００ｍｍ，江西、福建

等省部分地区超过２００ｍｍ，有效缓解了旱区

的气象干旱。但云南大部及内蒙古东南部等

地月内降水持续偏少，截止月底，上述地区仍

存在中等程度气象干旱。

４　月内，我国北方地区出现３次沙尘天气过程

　　３月，我国北方地区共出现３次沙尘天气

过程，较２０００—２００８年平均值（４．１次）偏少。

９—１２日，新疆南疆盆地、青海柴达木盆

地、甘肃河西走廊、内蒙古西部、西藏中部等

地部分地区出现了扬沙或浮尘，其中新疆南

疆盆地东部局地出现了沙尘暴。

１４—１５日，新疆东北部、甘肃河西走廊、

内蒙古西部、宁夏北部、陕西西北部、山西北

部、河北西北部、山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出

现扬沙或浮尘，其中内蒙古西部、甘肃河西走

廊、宁夏北部等地出现了沙尘暴。这是今年

以来第一次范围较大的沙尘天气过程。

１９—２１日，新疆南疆盆地、青海柴达木

盆地、甘肃、宁夏北部、陕西中北部、内蒙古西

部、山西北部、河南西部、辽宁西北部等地的

部分地区出现了扬沙或浮尘，其中内蒙古西

部、南疆盆地的局部地区出现了沙尘暴。

５　强对流天气袭击部分省市

５日，贵州省有４７个县（市、区）降雹，部

分地方多次降雹，农业受灾面积５５１２ｈｍ２，农

业直接经济损失７９９万元。

２１—２４日，安徽宣城市郎溪县、广德县、

宣州区，安庆市枞阳县、望江县、桐城市遭受

风雹袭击，２５．７５万人受灾；因灾直接经济损

失１．５４亿元。

２１日，江西南昌、九江、景德镇、鹰潭、宜春

等５个市、１３个县（市、区）发生风雹灾害，８８．４７

万人受灾；因灾直接经济损失２．３６亿元。

２０—２３日，湖北恩施、宜昌部分县市遭

受冰雹灾害，受灾人口２８．６万人，直接经济

损失３６１３万元。

２１日，湖南湘潭、长沙、岳阳等３市、５个

县（市）不同程度遭受风雹袭击，受灾人口

２５．４３万人，直接经济损失５８７７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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