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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６年中国气候概况

王　凌　叶殿秀　孙家民

（国家气候中心气候影响评估室，北京１０００８１）

提　要：２００６年，全国年平均气温较常年偏高１．０９℃，为１９５１年以来最暖的一年；与

此同时，全国平均年降水量较常年略偏少。２００６年，我国气象灾害频发，各类气象灾

害中，热带气旋所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和死亡失踪人数最多，干旱造成的受灾人口和

农作物受灾面积最多。总的来看，２００６年我国气象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为１９９９年

以来最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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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气候概况

１．１　气　温

　　２００６年，全国平均气温９．９２℃，较常年

偏高１．０９℃，是１９５１年以来最暖的一年（图

１）。从年平均气温距平分布来看，除东北北

部接近常年外，全国大部地区气温明显偏高，

其中西北、西南大部、华北中西部、黄淮、长江

中下游大部及内蒙古中西部偏高１～２℃（图

２）。从各省（市、区）区域年平均气温距平来

看，上海、青海、宁夏、重庆、甘肃、陕西、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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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西藏、湖北、山西、新疆、安徽、北京、四

川、湖南、海南、河南等１８个省（市、区）的区

域年平均气温较常年偏高１～２℃。从区域

年平均气温历年变化看，２００６年全国有１９

个省（市、区）年平均气温达历史最高值或次

高值。

图１　全国年平均气温历年变化（℃）

图２　２００６年全国平均气温距平分布（℃）

　　冬季（２００５年１２月—２００６年２月），全

国平均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０．５℃。其中青

藏高原大部气温偏高２～４℃，局部地区偏高

达４～５℃，青藏高原冬季区域平均气温为

１９５１年以来历史同期最高值；东北中部及内

蒙古西部等地气温偏低１～３℃；全国其余大

部地区气温接近常年同期。季内气温起伏变

化明显，２００５年１２月上中旬冷空气势力较

强，我国中东部及西北大部地区气温偏低；

２００６年１月，全国大部地区气温偏高或正

常；２月上旬我国东部地区出现阶段性严寒

天气，但中旬后气温显著回升。暖冬指数分

析表明［１］，２００５／２００６年冬季全国只有２９％

的台站（共５６５个台站）冬季气温距平超过暖

冬阈值标准（０．４３σ，σ为１９７１—２０００年气候

标准差），从其分布可以看出，暖冬主要出现在

青藏高原和华南大部，而东北和内蒙古部分地

区、甘肃西部、南疆大部表现为冷冬（图３）。

图３　２００５／２００６年冬季偏暖、偏冷、正常台站

分布（偏暖＋：冬季气温距平＞０．４３σ；

偏冷 －：气温距平＜－０．４３σ；正常ο：

气温距平位于两者之间）

　　春季（３—５月），全国平均气温较常年同

期偏高０．７℃。从气温距平分布来看，全国

大部地区气温偏高或正常，其中西北东部、华

北西部、黄淮大部、江淮、江南大部等地偏高

１～２℃。但３月中旬和４月中旬，受强冷空

气影响，我国出现大范围强降温或寒潮天气，

部分地区遭受低温冻害。其中４月９—１３

日，受强冷空气影响，西北及我国中东部大部

地区出现了强降温天气，降温幅度普遍有１０

～２０℃，西北大部、华北西部等地出现霜冻，

山西、陕西、河南、四川等省遭受低温冻害和

雪灾。

夏季（６—８月），全国平均气温为１９５１

年以来历史同期最高值，也是１９９７年以来连

续第１０年高于常年值。上海、浙江、四川、重

庆、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等１０

个省（市、区）的区域平均气温均达历史同期

最高值。从气温距平分布来看，全国大部地

区气温偏高，其中西南大部、西北大部、黄淮

南部、江淮、江南北部及内蒙古中西部等地偏

高１～２℃，重庆、四川东部、陕西南部、甘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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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部等地偏高２～４℃。从极端高温日数空

间分布可以看出，２００６年夏季四川东部、重

庆等地极端高温日数（日最高气温超过

１９７１—２０００年夏季日最高气温第９０百分位

数）达到了３５天以上（图４），特别是７月中

旬至８月下旬，重庆、川东、鄂西、陕南等地遭

受了罕见的持续高温热浪袭击。

图４　２００６年夏季极端高温日数

（日最高气温超过第９０百分位数）分布

　　秋季（９—１１月），全国平均气温比常年

同期偏高１．５℃，连续第４年明显偏高，并突

破历史最高纪录。从气温距平分布来看，全

国大部地区气温偏高１～２℃，其中西北西

部、华北西北部、黄淮部分地区及内蒙古中西

部等地偏高达２～４℃。北京、上海、江苏、广

西、海南、重庆、贵州、甘肃、新疆等９个省

（市、区）的区域平均气温均为１９５１年以来历

史同期最高值，天津、河北等１６个省（市、区）

为次高值。如此大范围的气温明显偏高为近

５０多年来历史同期所罕见。明显偏暖时段

主要出现在９月下旬至１１月上半月，全国大

部地区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２～４℃以上，新

疆部分地区偏高４～６℃。秋季奇暖，对野外

施工、人们外出旅游以及降低供暖强度，节约

能源均有利。但初秋，受较强冷空气影响，我

国大部地区出现一次强降温天气过程，北方

部分地区遭受低温冷冻害。

１２　降水

２００６年全国平均年降水量５９６．７ｍｍ，

较常年值偏少１６．２ｍｍ。从各地年降水量分

布来看，渭河至黄河下游一线以南地区及西

南中东部、东北中东部一般在５００ｍｍ以上，

其中江淮东部、江南、华南等地达１０００～

２０００ｍｍ，全国其余地区不足５００ｍｍ。与常

年相比（图５），长江流域大部、华南南部、华

北大部、东北西南部及内蒙古东部、山东半岛

等地偏少１０％～５０％；江南南部、华南中东

部、东北北部、西北西部偏多１０％～５０％；全

国其余地区接近常年。从各省（市、区）区域

平均年降水量与常年比较来看，北京、天津、重

庆、湖北、河北、山东、四川、海南、内蒙古、辽

宁、西藏１１个省（市、区）区域平均年降水量偏

少１０％～４４％，广东、福建偏多１５％～３０％。

图５　２００６年全国降水量距平百分率分布（％）

　　冬季，全国平均降水量４３．７ｍｍ，较常年

同期偏多５．５ｍｍ。季降水量分布：淮河以南

地区及西南东部降水量一般在５０ｍｍ以上，

其中江南大部有２００～３００ｍｍ；全国其余大

部地区不足５０ｍｍ。与常年同期相比：东北

大部、西北大部、江淮南部、江南东北部及内

蒙古、四川、重庆等地的部分地区降水量偏多

２５％至２倍，南疆及内蒙古西部偏多２倍以

上，新疆区域平均降水量为１９５１年以来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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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期最多，甘肃为次多；全国其余地区降水量

接近常年同期或偏少，其中华北中东部、华南

东部和中南部及青藏高原中部等地偏少

２５％～８０％。

春季，全国平均降水量１４４．２ｍｍ，接近

常年同期。季降水量分布：南方大部地区在

２００ｍｍ以上，其中江南中部、华南中部和东

部有５００～８００ｍｍ；华北、黄淮、西北东南部、

东北东部和南部、西南中部有５０～２００ｍｍ；

全国其余大部地区不足５０ｍｍ。与常年同期

相比：西北中西部、西南西部、华南东南部等

地降水量偏多２５％至１倍；东北西部及内蒙

古东部等地偏少２５％～８０％。３、４月份，华

北大部、西北东北部及云南等地降水偏少明

显，相继出现不同程度的干旱。

夏季，全国平均降水量２９９．７ｍｍ，比常

年同期偏少１６．７ｍｍ。季降水量分布：东北、

内蒙古东部、华北、西北东南部、西南中部和

东部及黄河中下游以南大部地区降水量一般

在２００ｍｍ 以上，其中江南中部和南部、华

南、江淮东部及云南南部、贵州南部有５００～

１２００ｍｍ；全国其余地区不足２００ｍｍ，其中西

北西部不足５０ｍｍ。与常年同期相比：长江

流域大部地区降水量一般偏少２０％～５０％，

重庆和四川东部的局部地区偏少５０％～

８０％；华南中部和东部、江南南部、黄淮中南

部及黑龙江北部等地降水偏多２０％至１倍。

重庆、四川夏季持续少雨，其区域平均降水量

均为有气象记录以来历史同期极小值，分别

遭受了百年一遇的特大伏旱和１９５１年以来

最严重的干旱。

秋季，全国平均降水量１１０．３ｍｍ，比常

年同期偏少１０．９ｍｍ。季降水量分布：西南

东部和南部、江南大部、华南中部和东部、江

淮东部及陕西南部、湖北西部等地降水量有

２００～５００ｍｍ；华北北部和东部、西北西部及

山东北部、内蒙古大部地区不足５０ｍｍ；全国

其余地区在５０～２００ｍｍ之间。与常年同期

相比：全国大部地区秋季降水量偏少，其中华

北、黄淮、东北北部和东部、西北西部及华南

南部等地偏少２５％～５０％，北京、天津、山

东、河北、广西的部分地区偏少５０％～８０％。

山东平均降水量为１９５１年以来同期最少值，

天津为次少值。持续少雨导致我国中东部地

区发生大范围秋旱，部分地区旱情较严重，农

作物正常生长发育和秋播进程受到较大影

响。６月至１１月上半月，长江流域平均降水

量为１９５１年以来历史同期次小值，受其影

响，长江干流主要控制站及洞庭湖、鄱阳湖出

现历史同期罕见的低水位。

２　主要天气气候事件

２００６年，我国气候异常多变，气象灾害

频发。其中热带气旋和干旱造成的经济损失

最为严重。２００６年中国主要天气气候事件，

概况为以下几个方面：

２１　热带气旋

２００６年，共有２４个热带气旋（中心附近

最大风力≥８级）在西北太平洋和南海生成，

生成个数较常年（２７个）偏少；其中有６个在

中国登陆，登陆个数比常年（７个）略偏少。

２００６年登陆中国的热带气旋具有来得早、登

陆时间集中，且强度大、灾情重的特点，而秋

季无热带气旋登陆我国也为历史罕见。受登

陆热带气旋影响，全国共有１５００多人死亡，

是近１０年来热带气旋造成死亡人数最多的

一年。

０６０１号台风珍珠５月１８日在广东沿海

登陆，登陆时间比常年初台登陆时间提早了

４０余天，是１９４９年以来登陆广东省最早的

台风，也是１９４９年以来５月份登陆我国最强

的台风之一。０６０４号强热带风暴碧利斯７

月１４日在福建霞浦登陆，并与西南季风相互

作用，带来大范围持续性强降水天气，强降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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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之广、持续时间之长，在历史上极为少

见。受其影响，７月１３—１８日，江南南部、华

南普遍出现暴雨和大暴雨，累积雨量达１００

～４００ｍｍ。造成８００多人死亡，为近１０年来

造成死亡人数最多的一个热带气旋。０６０８

号超强台风桑美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速达

６０ｍ·ｓ－１，中心气压为９２０ｈＰａ，是１９４９年以

来登陆中国大陆最强的一个台风，造成４００

多人死亡。

２２　干旱

２００５年１０月至２００６年４月，华北地区

降水量普遍偏少５０％～８０％，春旱明显。

３—４月，宁夏和甘肃大部降水量比常年同期

偏少２５％～８０％，加上同期气温偏高，土壤

失墒加剧，致使宁夏、甘肃出现大范围春旱，

春播受阻。云南省１—４月降水偏少，气温偏

高，４月下旬全省发生中等以上强度的干旱，

旱情为近２０年来同期最重。

夏季，重庆、四川持续高温少雨，两省

（市）夏季平均降水量只有常年同期的６７％，

为１９５１年以来最少值。同时，重庆、四川盛

夏（７—８月）平均气温之高也创１９５１年以来

之最。特别是７月中旬以后，重庆、川东遭受

持续高温热浪袭击，导致干旱不断发展加剧，

重庆遭遇百年一遇特大伏旱，四川出现１９５１

年以来最严重伏旱。

２００６年９月至１１月上半月，我国中东

部地区降水量明显偏少，尤其华北大部、黄

淮、华南西部较常年同期偏少达 ５０％ ～

８０％；与此同时，全国气温普遍偏高，温高雨

少，土壤水分蒸发加快，导致中东部地区发生

大范围干旱。其中，山东、广西等地旱情较

重，对农业生产影响较大。

２３　高温热浪

夏季，西北东部和华北及其以南地区、新

疆、内蒙古西部等地均出现３５℃以上的高温

天气，其中四川东部、重庆、湖北西部、陕西南

部等地极端最高气温达３８～４５℃，高温日数

普遍较常年同期偏多１５～３０天。

７月中旬至８月下旬，重庆、川东、鄂西、

陕南等地遭受罕见的持续高温热浪袭击。重

庆、四川部分地区高温日数之多、气温之高，

均创下了当地有气象记录以来历史同期极

值。７月１１日至８月３１日，重庆市平均酷

热日数（最高气温≥３８℃）为２１天，远多于常

年同期（３．２天），达历史极大值。８月１５日，

重庆有２２个区县最高气温创下当地有气象

记录以来最高值，其中綦江高达４４．５℃，为

重庆全市有气象记录以来最高值。持续高温

不仅加剧了重庆、四川两地的旱情，也给当地

人们的生产、生活带来很大影响。

２４　暴雨洪涝

２００６年，我国没有发生大范围严重洪涝

灾害，全国暴雨洪涝受灾面积较常年偏小，直

接经济损失偏轻。但部分地区暴雨洪涝或局

地强降雨引发的山洪、泥石流等灾害造成的

人员伤亡较为严重。

６月２—１０日，江南、华南、西南地区东

部出现持续强降雨过程，导致福建、广东、江

西、广西、贵州、浙江、湖南等省（区）部分地区

发生了较严重洪涝灾害。农作物受灾７２×

１０４ｈｍ２，因灾死亡８７人。闽江干流发生超

３０年一遇的洪水，建瓯市城区被淹，交通受

阻，４６８１名考生高考延期。

６月１２日２２时至１３日２时，贵州省望

谟县短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等灾害，造成３０人

死亡，２４人失踪。

６月２１日至７月５日，淮河流域持续降

水，其区域平均降水量为近５０多年来同期第

三高值。强降水导致江苏、安徽两省农作物受

灾８６×１０４ｈｍ２；河南境内陇海铁路一度中断。

７月２６—２９日，山东半岛出现暴雨或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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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雨天气，荣成、文登出现特大暴雨，２４小时

降水量超过７月份日降水量极值。强降雨造

成威海市２０多万人受灾。

１０月５—１３日，云南中南部地区出现持

续强降雨天气，部分地区发生暴雨洪涝或山

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全省近６０万人受灾，

因灾死亡３９人。

２５　沙尘暴

２００６年春季，我国出现１８次沙尘天气

过程，为２０００年以来同期最多。其中，强沙

尘暴过程５次，沙尘暴过程６次，扬沙过程７

次。４月９—１１日，出现２００６年范围最大、

强度最强的一次强沙尘暴天气过程，影响了

北方１３个省（市、区），造成９人死亡；新疆吐

鲁番地区遭遇了２２年来最强的沙尘暴，途经

的Ｔ７０次列车遇特大沙尘暴袭击，列车一侧

窗户玻璃全部被毁。４月１６—１８日，北方地

区又出现一次强沙尘暴天气过程，影响范围

约１２０×１０４ｋｍ２；１６—１７日，北京地区降下

了大量的沙尘。

２６　风雹

２００６年，全国有１３００多个县（市）次出

现冰雹或龙卷风，降雹次数比常年偏多，风雹

造成的经济损失较常年偏重。４月１１—１３

日，南方部分地区遭受暴雨及雷雨大风、冰雹

等强对流天气袭击，其中江西、湖北、湖南等

省部分地区受灾严重，共造成３２人死亡。４

月２６—２８日，山东省有２７个县（市、区）先后

遭受冰雹、大风袭击，死亡１７人，农作物受灾

面积１５．６×１０４ｈｍ２。

２７　低温冻害和雪灾

２００６年，全国因低温冻害和雪灾造成农

作物受灾面积近５００×１０４ｈｍ２，与常年相比，

受灾面积偏大，损失偏重。

２００５／２００６年冬季，新疆北部和西部多

次出现降雪、降温天气，部分地区发生严重雪

灾。进入２月份后天气回暖较快，伊犁州遭

受融雪性洪涝及冰凌灾害。

３月１０—１４日及４月９—１３日，受强冷

空气影响，我国大部地区出现两次强降温天

气，部分地区遭受低温冻害和雪灾，山西、陕

西、河南、四川等省受灾严重。４月１９—２０

日，东北东部遭受同期罕见暴雪袭击，黑龙江

省牡丹江、宁安等１３个县（市、区）、１０．４万

人受灾；吉林省延边州有８个县（市）、３．３万

人受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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