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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低温阴雨　南方持续高温

———２００９年７月———

曾红玲

（国家气候中心，北京１０００８１）

　　２００９年７月主要气候特点：气温较常年

同期偏高，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少。全国平均

气温为２２．０℃，较常年同期偏高０．６℃。西

藏７月区域平均气温为１９５１年以来历史同

期最高值，云南为次高值。全国平均降水量

为１０９．６ｍｍ，较常年同期偏少６．３ｍｍ。青

海７月区域平均降水量为１９５１年以来历史

同期最多值。

月内我国主要天气气候事件有：黑龙江

低温阴雨天气持续；热带风暴苏迪罗、台风莫

拉菲先后在我国华南登陆；长江中下游及其

以南地区出现持续高温天气；西北、华北等地

气象干旱缓解，内蒙古中部气象干旱持续；部

分地区遭受暴雨洪涝灾害；２４个省（市、区）

遭受强对流天气袭击。

１　黑龙江低温阴雨天气持续

６月１日至７月３１日，黑龙江持续低温

阴雨天气，全省区域平均降水量为１９５１年以

来第二多值（３１１．６ｍｍ）；平均降水日数为

１９５１年以来历史同期次多值（３８．１天）；平均

气温为１９８４年以来最低值（１８．７℃）。

持续低温阴雨天气造成黑龙江作物生长

缓慢，发育期延后，抗病虫害能力下降。

２　热带风暴苏迪罗、台风莫拉菲先后在我国

华南登陆

　　７月共有２个热带气旋在我国登陆，登

陆个数接近常年同期（１．９个）。

今年第５号热带风暴苏迪罗（ＳＯＵＤＥ

ＬＯＲ）于７月１２日５时３０分和８时２０分先

后在海南文昌北部沿海和广东徐闻沿海登陆，

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速均为１８ｍ·ｓ－１，中

心气压９９４ｈＰａ。受其影响，海南北部、广东西

部沿海等地出现大到暴雨或大暴雨；海南北部

和东部沿海陆地普遍出现６～８级阵风，粤西

沿海地区也出现了６～７级大风，其中徐闻最

大阵风２７．３ｍ·ｓ－１（１０级）。热带风暴对缓解

海南和广东大部的高温天气有利。

２００９年第６号台风莫拉菲（ＭＯＬＡＶＥ）

于７月１９日凌晨００时５０分在广东深圳市

大鹏半岛（南澳镇）沿海地区登陆，登陆时中

心附近最大风速３８ｍ·ｓ－１（１３级），中心气

压９６５ｈＰａ。“莫拉菲”是今年以来登陆我国

最强的台风，也是１９５１年以来７月份登陆广

东第三强的台风。“莫拉菲”具有强度强、发

展快、移速快等特点。受其影响，珠江三角洲

和粤东沿海出现了９～１１级、阵风１２～１４级

大风；广东、广西、云南的部分地区出现大到

暴雨，其中广东西南部和广西南部降大暴雨。

“莫拉菲”对广东、广西、云南三省（区）造成了

一定的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

３　长江中下游及其以南地区出现持续高温

天气

　　７月８—２４日，长江中下游及其以南地区

极端最高气温达３７～３９℃，局部地区超过

３９℃；高温日数（日最高气温≥３５℃）普遍有６

～１２天，其中江西中北部、湖南东北部、浙江

北部等地有１２～１５天。与常年同期相比，江

汉东南部、江南中北部及重庆北部等地偏多５

～７天，其中湖南东北部、江西西北部的部分

地区偏多７天以上。长江中下游地区区域平

第３５卷，第１０期

２００９年１０月
　　　　　　　

气　　　象

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ＭＯＮＴＨＬＹ
　　　　　

　Ｖｏｌ．３５Ｎｏ．１０

　Ｏｃｔｏｂｅｒ，２００９



均高温日数为９天，较常年同期（４．７天）偏多

近１倍，为１９８９年以来历史同期最多。

受持续高温天气影响，长江中下游及其

以南地区城市用电用水量大增。７月１７日，

南方电网统调负荷今年第３次创历史新高，

比２００８年同期增长８．５％。此外，持续高温

天气导致江南、华南部分地区早稻出现高温

“逼熟”现象，灌浆提前终止；高温天气还对部

分地区的一季稻孕穗及抽穗、棉花蕾铃发育

产生不利影响。

４　西北、华北等地气象干旱缓解，内蒙古中

部气象干旱持续

　　６月１日至７月６日，西北东部及山西

等地降水量普遍不足５０ｍｍ，较常年同期偏

少５～８成。其中，甘肃、宁夏、陕西、山西４
省（区）区域平均降水量仅２３．９ｍｍ，较常年

同期偏少６７％，为１９５１年以来历史同期最

少值。长时间温高雨少，导致土壤失墒加剧，

甘肃东北部、宁夏、陕西北部、山西北部以及

内蒙古中南部等地气象干旱严重，农作物的

生长发育受到了较大影响。７月７日至３１
日，西北地区东部及山西、河北等地先后出现

了明显降水过程，这些地区的旱情基本得到

缓解；但内蒙古中部降水依然偏少，气象干旱

持续。目前，内蒙古中南部还存在中度气象

干旱。

５　部分地区遭受暴雨洪涝灾害

　　７月，我国局地暴雨洪涝灾害多发，尤以

四川、湖南、山东等部分地区受灾严重。２１—

２９日，江淮、江南等地出现区域性降水过程，

部分地区遭受暴雨洪涝灾害。

１４—１７日，四川成都、德阳、绵阳、广元

和阿坝州部分地区遭受暴雨洪涝灾害。其

间，１５日，剑阁降雨１６６．２ｍｍ；１６日，青川降

雨２０３．７ｍｍ；１７日，北川降雨１８２．０ｍｍ。强

降雨造成上述部分地区通讯、交通中断，基础

设施损毁严重，局地发生洪涝、山体滑坡、泥

石流等灾害。

１７—１８日，山东烟台、菏泽、滨州、淄博

等地发生暴雨洪涝灾害。１８日，长岛降雨

２４５．６ｍｍ、龙口降雨１８４．８ｍｍ，日降水量均

突破了当地７月份的历史极值。

２１—２９日，我国南方地区出现大范围强

降水过程，江淮、江南北部和西南部及广西东

北部等地过程降雨量普遍有１００～２００ｍｍ。

其中，２４—２８日，湖南５１个县（市）先后出现

暴雨，新邵降雨量为 ２０５．０ｍｍ，双牌达

２０１．１ｍｍ，强降雨造成部分地区成灾。

２６—２７日，四川宜宾、甘孜、阿坝、攀枝

花、凉山、泸州等地遭受暴雨洪涝灾害。２６日

２３时至２７日０３时，攀枝花米易县出现集中

强降雨，４小时降雨量达１５０．６ｍｍ，暴雨洪涝

灾害造成当地较大的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

６　２４个省（区、市）遭受强对流天气袭击

　　７月，我国有２４个省（市、区）部分地区

先后遭受雷雨风雹等强对流天气袭击。河

北、内蒙古、山东受灾严重，给工农业生产及

人们生命财产带来了严重损失。

７—１３日，黑龙江绥化、佳木斯、哈尔滨、

大庆４个市１６个县（市、区）遭受风雹灾害，

１３．５万人受灾，直接经济损失１．４亿元。

１２—１６日，内蒙古赤峰、通辽２个市９
个县（旗、区）遭受风雹灾害，９．３万人受灾，１
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２亿元。

２０—２３日，内蒙古赤峰、通辽、锡林郭勒

３个市（盟）９个县（旗、区）遭受风雹灾害，

１２．４万人受灾，直接经济损失１．３亿元。

２２—２５日，河北省廊坊、石家庄、邢台、

张家口、邯郸、唐山、衡水等９个市６６个县

（市、区）遭受风雹灾害，３９．４万人受灾，３人

死亡，直接经济损失１９．１亿元。

２３—２５日，山东省东营、淄博、滨州、德

州、济南等５个市１３个县（市、区）遭受风雹灾

害，１１８万人受灾，直接经济损失３．９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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