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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６年全球重大天气气候事件概述

李　威　朱艳峰

（中国气象局气候研究开放实验室，国家气候中心，北京１０００８１）

提　要：２００６年，全球气候持续偏暖，是有器测气象记录以来的第六暖年。一次厄尔

尼诺事件于２００６年８月开始形成。１月，强寒潮和暴风雪袭击欧洲大部地区和日本。

夏季，美国和欧洲的大部地区，中国局部地区均遭遇高温热浪天气。年内，全球各地

遭受不同程度的干旱和洪涝灾害，其中美国南部和澳大利亚东南部出现严重干旱，东

非地区先旱后涝，亚洲南部和南美西北部暴雨频繁。２００６年，西北太平洋热带风暴

和台风活动频次较常年偏少，但具有强度强、影响范围广、灾害重的特点。２００６年，

大西洋飓风期的热带风暴活动次数接近历史同期水平，北太平洋东部飓风期的热带

风暴活动次数超过历史同期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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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００６年全球年平均地表气温明显偏高，

是有记录以来的第六暖年

　　２００６年，全球大部地区气候持续偏暖，

全球年平均地表气温较１９６１—１９９０年的３０

年平均气温偏高０．４２℃，是自１８６１年有器

测气象记录以来的第六暖年份（最暖年是

１９９８年，比３０年平均气温高０．５４℃）。其

中，北半球的年平均气温较１９６１—１９９０年的

３０年平均气温偏高０．５８℃，为有记录以来的

第四暖年份；南半球的年平均气温较１９６１—

１９９０年的３０年平均气温偏高０．２６℃，为有

记录以来的第七暖年份［１４］。

２　一次厄尔尼诺事件于２００６年８月开始形成

２００６年春季，赤道中东太平洋的异常冷

水迅速减弱，春末（５月），赤道中东太平洋出

现正海温距平并逐渐加强，８月，赤道中东太

平洋大部为０．５℃以上的正海温距平控制。

２００６年８—１２月，Ｎｉｎｏ综合区（ＮｉｎｏＺ）海温

指数分别为０．６℃、０．９℃、１．１℃、１．２℃和

１．２℃，连续５个月大于０．５℃且累积值超过

４．０℃，已经达到厄尔尼诺事件的标准。据国

家气候中心ＥＮＳＯ监测中心监测表明，厄尔

尼诺事件于２００６年８月开始形成。这次

ＥＮＳＯ暖事件对全球气候产生了一定的影

响：２００６年８—１１月，非洲东部频繁遭遇暴

雨袭击；２００６年１２月，美国东北部地区气温

较常年同期持续偏高等等。

３　雪灾和寒潮

１月，受强冷空气影响，俄罗斯的部分地

区、北欧、东欧等地先后出现了大幅降温和异

常寒冷的天气，大部地区极端最低温度低于

－３０℃，局部低于－４０℃。与多年同期的极

端寒冷阈值相比，极端最低温度普遍偏低

１０℃左右，其中莫斯科的最低气温１９日降至

－３１℃，是１９２７年以来的同期最低纪录；西伯

利亚一些地区最低温度接近－６０℃；斯堪的纳

维亚半岛北部极端最低温度降至－４２．６℃。

一些气象专家认为，欧洲冬天出现罕见严寒

天气，一个可能原因是由于大西洋洋流循环

出了问题。由于全球变暖促使南极冰雪大量

融化，造成给欧洲冬季带来温暖气候的大西

洋洋流流速减慢，使得暖洋流向北输送热量

减少，可能会给欧洲带来严寒的天气气候。

１月上旬，日本北海道岛和本州岛的日

本海沿岸地区普降暴雪，部分地区积雪量超

过了１月历史最高纪录，其中本州岛中部的

新泻县最大雪深达３９３ｃｍ。

６月，澳大利亚遭遇寒流袭击，许多地区

的最低气温超过历史纪录，全国月平均气温

是１９５０以来的同期第四最低值。６月１２

日，新西兰奥克兰市遭遇强暴风雪，使该市发

生５０年来最严重的停电，７０万居民供电中

断数小时，交通受阻。

初冬，由于受到来自北冰洋的冷空气与

来自墨西哥湾的湿热气流交汇后产生的强对

流天气影响，１１月下旬起，美国西部地区接

连遭到暴风雪袭击，１２月初，暴风雪扩大到

东北部地区。暴风雪严重影响电力供应和交

通运输，共造成至少１９人死亡，２４０多万户

的电力供应中断。

４　高温热浪

２００６年１月上旬，澳大利亚东部大部分

地区日最高气温超过４０℃，其中极端最高温

度高达４７℃，创历史纪录。高温天气导致东

部地区出现干旱和森林火灾频发。

５月上中旬，热浪持续袭击印度北部和

巴基斯坦中部地区。印度局部地区气温超过

４０℃，其中新德里达到创纪录的４４．５℃。高

温热浪造成印度至少２８人死亡和巴基斯坦

至少１３７人死亡。

７月，美国中西部、东北部和南部地区遭

遇热浪，一些地区最高温度创１８９５年以来之

最，其中加州最为严重，最高温度达到５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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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浪造成加州各地至少１４１人死亡，东部各州

２０人死亡。

７月，欧洲各国持续遭受热浪侵袭。法

国、英国、西班牙、德国、意大利北部和欧洲东

南部天气持续酷热。西班牙出现４１．５℃的高

温，电力消耗创造历史新纪录。热浪造成至少

８０人死亡，其中法国受灾最严重，死亡６４人。

７月中旬至８月，重庆、川东、鄂西、陕南

等地遭受罕见的持续高温热浪袭击，其中重

庆最为严重，当地最高气温高达４４．５℃，重

庆、四川两地因高温干旱直接经济损失超过

１５０亿元。

５　干　旱

东非的埃塞俄比亚、坦桑尼亚、肯尼亚、

索马里和吉布提等国由于近两年雨水严重不

足，１—４月遭遇严重干旱，导致农作物减产，

大量牲口死亡，饮用水短缺。

２００６年，美国南部持续干旱。其中１—３

月，美国西南部得克萨斯州、俄克拉何马州和

阿肯色州等地区由于持续干旱，引发多处火

灾，造成建筑被毁和人员伤亡。

７—８月，中国四川东部和重庆等地由于

持续高温和少雨，导致伏旱发展加重，部分地

区农作物旱死，江河径流量明显减少，工程蓄

水量急剧下降，人畜饮水发生困难。秋季，中

国东部大部地区由于持续少雨高温，气候干

燥，导致发生严重干旱，其中山东、广西、河南

和安徽受灾最为严重。

澳大利亚南部持续干旱。澳大利亚近几

年降雨量持续偏低，河流水位急剧下降。１０

月中旬，澳大利亚东南部受干热气流影响，气

温偏高和降水偏少导致旱情加剧，森林火灾

频繁发生。

６　暴雨和洪涝

２００６年，全球各地均发生不同程度的暴

雨洪涝，下面按地理分布进行讨论。

（１）亚洲

１月，频繁暴雨致使印度尼西亚多个地

区发生洪水和泥石流，造成至少７０人死亡，

２００多人失踪，数千人被迫撤离家园。

２月中旬，菲律宾频遭暴雨袭击并引发

严重泥石流灾害。１１—１３日，菲律宾东部和

南部暴雨引发洪水和泥石流，造成１３人死

亡，３人失踪，约３万人离开家园。１７日，菲

律宾东部因连续暴雨引发泥石流，２００多人

在灾难中丧生，约２０００人失踪。１８日，菲律

宾南部再次发生泥石流，造成５人死亡和５

人失踪。

８月，菲律宾、越南和柬埔寨等东南亚国

家遭遇季风暴雨袭击。中旬，暴雨袭击菲律

宾南部和越南中北部，引发的洪水和山体滑

坡。在菲律宾造成１６人死亡和数万人撤离

家园，在越南造成至少３３人丧生和数千人被

迫撤离。中下旬，暴雨袭击柬埔寨而致洪，造

成至少１３人死亡。

５—８月，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尼

泊尔等南亚国家多次遭遇暴雨袭击，部分地

区引发洪水、泥石流和山体滑坡，造成严重的

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５月上旬，暴雨袭击

尼泊尔西部和孟加拉国部分地区，造成至少

２３人丧生。５月下旬，暴雨依次袭击印度和

巴基斯坦东部，分别造成２０人和９人死亡。

６月中旬，受季风暴雨的影响，印度东北部遭

遇罕见的洪水袭击，造成至少１３０人死亡和

２６００万人受灾。７月初，大雨袭击印度奥里

萨邦、恰尔肯德邦和西孟加拉邦等地并引发

泥石流，造成至少３２人死亡。８月，暴雨频

繁袭击印度、巴基斯坦和尼泊尔，造成印度至

少３００人在洪水中丧生，巴基斯坦至少１８０

多人死亡，尼泊尔至少２２人丧生。

６月，中国南方频遭暴雨袭击，引发严重

洪涝及多处泥石流，共造成至少２９５人死亡，

１０６人失踪，直接经济损失１８４．８亿元。

７月中旬，持续大雨引发的洪水和泥石

流给日本、韩国、朝鲜带来大量人员和财产损

失。日本至少１２人死亡，８人失踪；韩国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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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２５人死亡，２４人失踪；朝鲜部分地区６小

时降雨量达到创记录的２８０～３２０ｍｍ，造成

至少１５０人死亡和失踪。

（２）欧洲

４月，由于天气变暖导致积雪融化和连

日暴雨使得多瑙河水位猛涨，欧洲中部突发

洪水，一些河段的水位创下有记录以来的新

高。德国、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匈牙利等东

欧国家，万余居民被迫撤离，捷克受灾最为严

重，至少７人死亡。

（３）美洲

５—６月，美国东北部数州连降暴雨，导

致河水和湖水水位上涨，洪水毫泛滥，并引发

７０年不遇的洪水，多达２０万居民被疏散。

２月底３月初，南美沿岸的厄瓜多尔和

秘鲁部分地区暴雨成灾。３月下旬至５月上

旬，暴雨频繁袭击哥伦比亚，造成约１００处河

水泛滥和山体滑坡，全国３／４省份受灾，灾民

超过９万人，并导致１０７人死亡和１１人失

踪，２１７人受伤。

（４）非洲

８月，非洲东部频繁遭受暴雨袭击，致使

埃塞俄比亚南部和东部、苏丹及索马里洪水

泛滥，其中埃塞俄比亚受灾最重，造成近千人

丧生，约１２万人无家可归。１１月，肯尼亚、

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饱受洪水困扰，约有

２００万人受灾、百余人丧生。

７　台风、飓风和热带风暴

２００６年西北太平洋共计编号热带气旋

２４个，较多年平均数略偏少（多年平均值为

２７个），但具有强度强、影响范围广、灾害重

的特点。

５—８月，“珍珠”、“碧利斯”、“格美”、“派

比安”、“桑美”和“宝霞”等６个台风先后登陆

中国，其中“碧利斯”和“桑美”影响严重，给广

东、广西、浙江、福建、江西等省带来重大人员

伤亡和财产损失。

７月１０日，台风艾云尼在韩国登陆，台

风暴雨造成５人死亡、２人失踪，共有２２００

多公顷农田被淹。

９月１７日，台风珊珊袭击日本九州地

区，造成至少９人死亡，１人失踪，当地的海、

陆、空交通几乎全部瘫痪。

９—１２月先后有４个台风（象神、西马

仑、榴莲、尤特）登陆东南亚地区，造成严重灾

害，其中１１月３０日至１２月５日，强台风榴

莲袭击菲律宾中东部，并引发泥石流，造成约

５７０人死亡，至少７４０人失踪，１０００人受伤，

１５４万人受灾。１２月５日，强台风榴莲登陆

越南南部，造成至少７３人死亡，１６人失踪。

据菲律宾国家救灾协调委员会的统计数字，

２００６年台风带来的气象灾害共造成该国

１１５８人死亡，３２３５人受伤，８９１人下落不明。

２００６年，大西洋飓风期共生成５个热带

风暴（４个有命名）和５个飓风，总数接近历

史同期水平。北太平洋东部飓风期共生成

１１个热带风暴和１０个飓风，总数多于历史

同期个数（平均１６．４个）。

９月中下旬，热带风暴席卷孟加拉湾，在

印度引发洪水、山体滑坡等灾害；大风和暴雨

造成孟加拉国大量渔船沉没，共造成孟加拉

国和印度东南部至少１７５人死亡，数百人失

踪，约３８万人无家可归。

３月２０日，热带风暴拉里侵袭了澳大利

亚昆士兰州的沿海地区，大批房屋住宅被毁，

农业严重受损。“拉里”是１９１８年以来登陆

昆士兰的最强的热带气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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