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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７年全球重大天气气候事件概述

梁潇云　郭艳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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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７年全球气候明显偏暖，是有记录以来的第七个最暖年。２００７年８月，

一次新的拉尼娜事件开始形成。年初，强寒潮和暴风雪袭击中国东北地区、日本、美

国和加拿大。夏季，东亚、南亚、欧洲中南部和美国等地均遭遇不同程度的高温热浪

天气。年内，中国南部和美国东南部出现严重干旱，南亚地区出现洪涝，亚洲和南美

洲多国暴雨频繁。２００７年，西北太平洋热带风暴和台风活动频次虽然接近常年，但

具有强度强、影响范围广、灾害重的特点；东太平洋热带风暴活动次数较常年同期偏

少。２００７年，大西洋飓风期的热带风暴活动次数接近历史同期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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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００７年全球年平均地表气温仍然明显偏

高，是有记录以来的第七个最暖年，１９９８—

２００７年是有记录以来最热的１０年
［１］

　　２００７年，全球大部地区气温持续偏暖，

年平均地表气温较常年（１９６１—１９９０年的３０

年平均）气温偏高０．４１℃，是自１８６１年有器

测气象记录以来的第七个最暖年。其中，北

半球的年平均气温较常年气温偏高０．６３℃，

为有记录以来的第二个最暖年份；南半球的

年平均气温较常年气温偏高０．２０℃，是自

１８５０年有仪器记录以来第九个最暖年份。

其中，２００７年１月全球平均温度为１２．７℃，

是记录上最暖的１月份，１９６１—１９９０年的１

月份平均值为１２．１℃。

２　一次新的拉尼娜事件于２００７年８月开始

形成

　　２００６年８月开始的 ＥｌＮｉ珘ｎｏ事件于

２００７年１月结束。２００７年２月初，赤道中东

太平洋海表温度逐渐转冷；７月，赤道中东太

平洋表层异常冷水明显西伸；８月，Ｎｉｎｏ综

合区（ＮｉｎｏＺ）和Ｎｉｎｏ３．４区海温距平指数

分别为－０．６℃和－０．５℃，标志着拉尼娜状

态的开始；９—１２月，拉尼娜状态迅速加强。

８—１２月 ＮｉｎｏＺ海温指数分别为－０．６℃、

－１．０℃、－１．２℃、－１．５℃和－１．３℃，连续

５个月小于－０．５℃且累积值为－５．６℃低于

－４．０℃，已经达到拉尼娜事件的标准
［２］。监

测表明，一次新的拉尼娜事件于２００７年８月

开始形成。

３　雪灾、寒潮和大雾

　　亚洲：

１月，中国长江中下游出现大范围雨雪

天气，湖北省和安徽省遭受雪灾。２月，中国

中东部地区出现多次大雾天气，交通受到严

重影响，造成４６人死亡。３月，暴风雪袭击

中国东北部地区，造成２２人死亡，７人失踪。

１月，日本北部遭暴雪和大风袭击，造成

至少６人失踪，４人受伤，交通受到严重影

响。部分地区的大风强度创下有观测以来１

月份的最高纪录。

３月，印度北部遭大雪和暴雨袭击，造成

至少５０人死亡。

１０月上旬，强暴风雪袭击蒙古，造成７

人死亡和数人失踪。

　　欧洲：

１月下旬，德国、法国、英国和捷克等国

遭到大雪侵袭，交通受到严重影响，造成德国

至少３人死亡。

　　美洲：

１—４月，强寒流和暴风雨雪多次袭击加

拿大和美国，恶劣天气频繁出现，造成加拿大

至少９人死亡，美国至少１１０人死亡，电力供

应和交通运输受到严重影响。其中，２月上

中旬的强寒流和暴风雪造成美国东北部最低

气温达到－４２℃；４月初，受强冷空气影响，

加拿大西部地区降雪为历史同期罕见，最低

温度达到－９℃。

５—７月，南美洲西南部地区受极地冷空

气影响持续低温，造成至少１７人死亡。

１１月，美国加州中部大雾，造成严重交

通事故，至少２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１２月，强暴风雨雪袭击美国和加拿大，

恶劣天气及所引发的各种事故已造成至少

７２人死亡。

４　高温热浪

　　亚洲：

６月，中国北方出现持续高温，最高温度

达到４３．７℃；７月中国东南部受高温热浪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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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超过４０℃。

６月，高温热浪袭击了南亚，巴基斯坦南

部出现５１．６℃的极端高温，创下了１９２９年

以来的新纪录；高温热浪造成巴基斯坦和印

度３０７人死亡。

８月中旬，日本遭受高温热浪袭击，极端

最高温度达４０．９℃，创下了日本新的最高气

温纪录，造成１３人死亡。

　　欧洲：

６—７月，欧洲中部和南部受到严重高温

热浪袭击，最高气温普遍超过４０℃，其中意

大利最高气温高达４５℃，塞浦路斯出现了创

纪录的４２℃。高温不仅造成近６００人死亡，

还引发了多起山林火灾。

　　美洲：

７月，罕见的高温袭击美国西部多个州，

不少城市突破历史同期高温纪录，拉斯韦加

斯日最高气温高达４７℃。热浪和干旱还导

致美国西部发生森林火灾。８月中旬，美国

南部和中西部遭遇热浪袭击，最高气温高达

４４℃，造成至少４１人死亡。９月初，热浪袭

击美国加州南部，造成至少２５人死亡。

５　干旱

３月，受前期降水持续偏少的影响，中国

西南地区遭遇大面积春旱。９月下旬至１２

月中旬，中国江南、华南和西南东南部地区出

现严重秋旱连初冬旱，其中部分地区出现５０

年一遇特大干旱。

截止到４月底，由于受近５年降水持续

偏少的影响，澳大利亚的东南部和南部遭受

严重干旱的困扰。其中，澳洲的主要农业区

极度缺水，出现了有记录以来持续多年的干

旱，致使农业大幅减产。

由于降水偏少，蒙古国持续多年的干旱

２００７年更加明显，超过６００条大小河流断流

或干涸。８—１２月，美国东南部四分之三的

地区遭受严重干旱。

６　暴雨和洪涝

　　亚洲：

５月中下旬，中国四川省因强降水引发

洪涝和泥石流等灾害，造成２７１万人受灾和

２５人死亡。６月上中旬，中国长江以南、四川

省和重庆市等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局部引

发洪涝和泥石流灾害，共造成１４１人死亡，３９

人失踪。７月，中国淮河流域、西南东部和黄

淮部分地区遭暴雨袭击，出现特大洪涝，共造

成５００多人死亡，１６０人失踪。９月底到１０

月中旬，中国北方地区出现历史罕见连阴雨

（雪）天气，部分地区降水日数为１９５１年以来

历史同期最多，这给当地的农业生产造成严

重影响。共有１３１５．７万人受灾，因灾死亡

１２人，农作物受灾面积１９２．７万公顷，绝收

３７．８万公顷，直接经济损失９５．３亿元。

２月上旬，印度尼西亚雅加达地区连日

暴雨引发洪灾，造成至少６６人丧生，约７６万

人被迫撤离。３月初，连日暴雨又在印度尼

西亚东部引发大规模泥石流，造成多处道路

交通瘫痪，至少４０人丧生，约４０人失踪。１２

月２６日，暴雨在印尼西部地区引发泥石流，

造成至少１２０人死亡，数十人失踪。

５—９月，受季风雨影响，南亚多国遭遇

洪灾，共造成至少３０００人死亡，６０００万多人

受灾。印度、孟加拉国、尼泊尔和巴基斯坦受

灾尤为严重。

８月上中旬，朝鲜遭受暴雨袭击并引发

了１０年来最严重洪灾，造成至少６００人死亡

或失踪，约３０万人无家可归，１０万公顷土地

被毁，主要公路、铁路和桥梁受损，大片区域

电力供应和通信网络中断。

８月上中旬，越南中部连降暴雨引发洪

灾，造成至少７４人死亡、９人失踪。洪灾还

造成上百栋房屋倒塌，数万户居民房屋和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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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公顷农田被淹，多处道路、桥梁和堤坝被

毁，部分地区交通中断。

１１月中旬初，巴布亚新几内亚东部地区

暴雨成灾，造成１５３人死亡。

　　欧洲：

１月中旬，猛烈暴风雨席卷欧洲多国，英

国南部、法国北部、荷兰、德国和捷克等国遭

到暴雨和强风的袭击，造成至少４７人死亡。

７月中旬，２００年一遇的滂沱大雨横扫英

国，造成６０年来最严重洪灾。

　　美洲：

１月上旬，巴西东南部地区持续大雨，导

致洪水和泥石流，造成至少５０人丧生，约１．４

万人被迫撤离。

受２００６／２００７年厄尔尼诺现象影响，１—

２月，玻利维亚连降暴雨，引发洪水，造成至

少５１人死亡，６人失踪。这次水灾是该国近

２５年来最严重的一次。

１—２月，秘鲁持续遭受暴雨和冰雹袭

击，并引发洪涝、泥石流，导致至少２７人死

亡，４３人受伤，约４８万人受灾。

２—５月，由暴雨引发的多次龙卷风袭击

美国，共造成至少６２人死亡，大量建筑毁坏。

５月上旬，乌拉圭连降暴雨并引发特大

洪水，导致全国９个省受灾，约１．２万个用户

电力中断，１万余人被迫疏散，部分地区交通

瘫痪。

７月上旬，由于连日暴雨，墨西哥南部发

生泥石流，一辆载有６０人的巴士被掩埋。

１０月上、中旬，持续暴雨引发海地洪水

和泥石流，造成至少３１人丧生。

１０月中旬，持续暴雨引发中美洲数国洪

灾，造成尼加拉瓜９人死亡，６人失踪，１．３万

多人受灾；哥斯达黎加１７人死亡，近２０００间

房屋被淹，１．５万人受灾，经济损失达１１００

万美元。

　　非洲：

１月中下旬，安哥拉首都罗安达地区连

遭暴雨袭击，造成５３人死亡，２５人失踪。

１—２月，莫桑比克连遭暴雨袭击，造成

至少４０人死亡，约１２万人无家可归。

７—９月，东非和西非多国遭暴雨袭击并

引发洪灾，造成至少２７０人死亡，１５０多万人

受灾，其中，苏丹、埃塞俄比亚和尼日尔受灾

最重。

７　台风、飓风和热带风暴

２００７年西北太平洋形成２４个冠名的热

带风暴，多年平均值为２７个。其中１４个达

到台风级别，与多年平均值持平。在东南亚

数百万人口受到热带气旋影响，其中台风帕

布、罗莎、利奇玛和热带风暴琵琶最为严重。

７月中旬，台风万宜袭击日本中南部，造

成５人死亡，８０余人受伤。

热带风暴帕布于８月８日在台湾东部沿

海登陆、１０日在香港和广东中山再次登陆。

受其影响中国广东雷州半岛遭遇罕见特大暴

雨，造成８６．５万人受灾，直接经济损失１６．２

亿元。

８月１８—１９日，台风圣帕在中国台湾和

福建省登陆，登陆福建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

有１２级（３３ｍ·ｓ－１）。圣帕是２００７年登陆

中国的最强台风，造成５１人死亡，１３人失

踪。

９月６日，台风菲特在日本登陆，造成２

人死亡，７６人受伤，１人失踪。

９月１６日，台风百合在韩国南部登陆，

造成１５人死亡，２人受伤，１人失踪。

９月１９日，台风韦帕在中国浙江登陆，

造成７人死亡，４人失踪，中国东部的浙江、

江苏、福建、山东、安徽、上海等地均受影响。

１０月３日，台风利奇马登陆越南，引发

越南中部和北部水灾和泥石流，造成８６人死

亡，９人失踪。

１０月６日和７日，强台风罗莎在中国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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湾和东南沿海两次登陆，共有９７９．７万人受

灾，因灾死亡１２人，直接经济损失９５．８亿

元。

１１月下旬，菲律宾受台风米娜和海贝思

袭击，引发暴雨，导致至少３５人死亡。

２００７年东太平洋形成１１个冠名的风

暴，其中４个达到台风级别，较多年平均值偏

少。

在２００７年大西洋飓风季节，共发生１５

个冠名的风暴，多年平均值为１２个。其中６

个定为飓风，与多年平均值持平。自１８８６年

以来，首次出现两个５级飓风（迪安和费利克

斯）在同一季节登陆。

８月中下旬，飓风迪安袭击加勒比海地

区，暴雨和狂风及其引发的次生灾害造成至

少２７人死亡。

９月１日，热带风暴亨丽埃特袭击墨西

哥太平洋沿岸，引发的山体滑坡造成至少８

人丧生，２人受伤。

９月初，飓风费利克斯在尼加拉瓜大西

洋沿岸北部地区登陆，并横扫中美洲多国，造

成至少９８人死亡，１１人失踪。

９月１３日，飓风哈伯特在美国南部得克

萨斯州登陆，引发暴雨洪水，造成至少１人死

亡。

９月２８日，飓风洛伦索在墨西哥东部登

陆并造成强降雨，暴雨引发的洪水造成至少

３人死亡。

１０月底，热带风暴诺埃尔袭击了多米尼

加、海地、古巴和牙买加等加勒比海多国，造

成至少１１５多人丧生。

１２月中旬，热带风暴欧尔加袭击加勒比

海多国，造成约４０人死亡，其中多米尼加受

灾最重，至少３７人死亡。

２００７年北印度洋形成６个冠名的风暴，

其中３个达到台风级别，较多年平均值偏多。

６月上旬，强热带风暴古努（强度达到５

级飓风标准）在阿拉伯半岛东部沿海登陆，造

成６１人死亡，２７人失踪。这是该地区自

１９４５年以来遭遇的最强的热带风暴。

１１月中旬，超强热带风暴锡德横扫孟加

拉国，造成至少３４４７人死亡，１７００多人失

踪，３万多人受伤，经济损失超２０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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