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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２００９年，全球表面气温为有器测记录以来的第五暖年。年初，暴风雪、低温和寒潮天气席卷欧洲大部，北美频繁遭

受暴风雪的袭击；中国北方出现严重秋冬连旱；澳大利亚东南部持续罕见高温；夏季，中国东部、南亚、欧洲多国、美国西海岸

遭受高温热浪袭击；年内，澳大利亚、墨西哥、非洲东部持续干旱。６月，一次厄尔尼诺事件开始形成。２００９年，西北太平洋和

大西洋的热带气旋活动均较常年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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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００９年全球表面气温明显偏高

　　２００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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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４５℃，是自１８５０年有器测气象记录以来的第

五暖年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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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有记录以

来的第八暖年份；南半球的年平均气温为有记录以

来的第四暖年份［１５］。

２　一次厄尔尼诺事件于２００９年６月

开始形成

　　２００９年６月，赤道中东太平洋 Ｎｉｎｏ综合区海

温监测指数达到０．６℃，进入厄尔尼诺状态。在随

后的５个月内，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偏暖，各

主要Ｎｉｎｏ监测区海表温度距平指数维持在０．５℃

以上，并在１１月迅速加强。７—１１月，Ｎｉｎｏ综合区

海温指数分别为０．８℃、０．９℃、０．８℃、０．９℃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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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满足连续６个月关键区海温指数高于

０．５℃，标志着一次厄尔尼诺事件在赤道中东太平

洋形成［６］。

３　雪灾和寒潮

２００８年末至２００９年初，寒流和浓雾侵袭印度

北部，气温降至４～９℃，造成至少５０人死亡。浓雾

亦造成航空、公路和铁路交通受阻。

１月末，冰冻雨雪天气袭击美国中东部，造成至

少２３人死亡，并引起中东部大范围停电，大量航班

被延误或取消。３月初，美国东部出现罕见暴风雪，

为近１６年来历史同期最强降雪，恶劣天气同时还影

响到加拿大大西洋沿岸数省。下旬，美国中北部平

原频遭暴风雪袭击，造成至少６人死亡；暴风雪使得

季节性融雪量增加导致红河水位暴涨，超过１１２年

以来的最高纪录，部分地区发生严重洪涝，造成至少

２人死亡。

２００９年冬季，欧洲多国多次出现大雪和寒流。

１月上旬，欧洲遭遇几十年罕见寒流，大雪和持续低

温造成至少１３人死亡，罗马尼亚、波兰、德国、比利

时、意大利、法国、英国和西班牙等国受冰雪影响严

重。２月上旬，英格兰遭受了１９９１年以来的最大降

雪，当地气象部门发布了英格兰、威尔士和苏格兰部

分地区恶劣天气的“红色预警”。暴雪造成包括首都

伦敦在内的英国许多地区的交通陷入瘫痪。２月，

德国大部地区遭遇暴风雪袭击，南部部分地区发生

强降雪，严重影响交通。２月中旬，莫斯科及周边地

区强降雪引发了６０００多起交通事故，造成至少２４

人死亡。２月中旬，巴尔干半岛大部遭遇大雪袭击，

造成至少３人死亡。

２月底至３月初，约旦连续遭遇大雪、暴雨和大

风天气，北部部分地区积雪厚度达３０ｃｍ，交通受到

严重影响。

６月初，受寒流影响，加拿大西部大草原地区

气温骤然下降，出现了罕见霜冻和大雪。６日，美国

北卡州出现近６０年来罕见降雪；１－１８日纽约市遭

遇创纪录的低温连阴雨天气。

６月上旬，英国北部出现罕见低温和大雪，瑞典

中、南部亦出现低温降雪，造成交通受阻。

７月下旬，低温寒流袭击阿根廷大部和巴西南

部，造成至少３９人死亡。阿根廷中部地区出现

１９６５年 以 来 最 大 的 降 雪，局 地 最 低 气 温 降 至

－１６℃；巴西部分地区气温降至－５．８℃，为５年

来最低气温纪录。

１０月至１１月初，北半球中高纬多个国家和地

区遭受暴风雪袭击，创下降雪偏早新纪录。１０月中

旬，德国、奥地利、瑞士和波兰等国迎来今年的第一

场大雪，打破最早下雪纪录；１０月下旬至１１月初，

亚洲中高纬部分地区、欧洲东部和北部、北美北部和

西部连降暴风雪，其中中国东北、华北等地出现自

１９５１年以来第三早降雪年份（仅次于１９６０和１９８７

年），也是近２０年来最早降雪年份；美国中西部部分

地区积雪超过１ｍ，怀俄明州部分地区的降雪量超

过当地１０月份的多年平均降雪总量，科罗拉多州部

分地区的降雪量也创造了自１９９７年以来的最高纪

录。

１２月上旬，美国中西部和加拿大东部遭暴风雪

袭击，造成美国至少１７人死亡。加拿大西部则遭寒

流袭击，温度低至－３０℃以下。下旬，暴风雪袭击美

国大部地区，造成至少２０人死亡。

１２月中下旬，寒流暴风雪两次袭击欧洲，波兰

气温降到－２０℃以下，巴伐利亚的气温降到了欧洲

有记载以来最低的－３３．６℃，寒流造成欧洲至少

１４２人冻死。另外，欧洲部分地区积雪深度达到了

５０ｃｍ，持续暴雪严寒天气造成波兰、乌克兰、捷克、

奥地利、德国、法国、俄罗斯、英国、意大利、比利时、

荷兰、西班牙、塞尔维亚等欧洲国家飞机停飞。

４　高温热浪

１月底至２月初，澳大利亚东南部遭遇高温热

浪袭击，部分地区日最高气温持续多日达到４３℃，

造成至少２２人死亡。其中墨尔本１月３０日的最高

温度达４５．１℃并连续３天高于４３℃，为自１８５５年

有相关记录以来的第一次。由于持续异常高温和干

旱，加上人为纵火，引发澳大利亚东南部维多利亚州

和新威尔士州森林大火，至少２２２人死于火灾，为该

国历史上最为严重的火灾之一。

３月上旬，巴西圣保罗遭遇连日高温，其中３月

１日气温为１９４３年以来历史同期最高。

４月中下旬，印度大部持续高温，部分地区最高

气温达４１～４７℃，造成至少７２人死亡。

４月１９—２１日，美国加州遭高温热浪袭击，洛

杉矶高温打破５０年气象纪录。

５月下旬，巴基斯坦大部地区出现高温热浪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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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其中东南部最高气温达到４８℃。

６月下旬，高温席卷中国１７省（区、市），其中河

南安阳、河北邢台、山东聊城和潍坊等地２５日最高

气温打破夏季极端最高气温纪录。７月，中国长江

中下游及其以南地区持续高温天气，局部地区最高

气温超过３９℃。９月上中旬，中国南方大部出现持

续高温天气［１０１２］。

６月，由于季风北进推迟，印度中部、北部和东

部、尼泊尔、巴基斯坦和孟加拉等南亚诸国出现罕见

持续高温热浪天气，印度东部奥里萨邦部分地区出

现近５０℃的高温天气，巴基斯坦中部旁遮普省也出

现４８℃高温。高温热浪造成土地干裂、水库干涸、

河流枯竭；南亚至少３７５人死于高温热浪的影响，其

中印度１２０人，孟加拉国１００人，巴基斯坦６５人。

７月上中旬，墨西哥北部地区持续高温，部分地

区最高温度超过４０℃，造成至少３人丧生。

７月下旬，欧洲多国（塞尔维亚、匈牙利、捷克、

克罗地亚、奥地利、希腊、法国、意大利、西班牙）遭遇

高温热浪，高温风大导致意大利、西班牙等国林火频

发，共造成至少９人死亡。８月中旬，法国、意大利

再次遭高温袭击，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达４０℃以上。

７月下旬，美国西北部和加拿大西南部遭遇高

温热浪，部分地区气温超过４０℃。

５　干旱

由于２００８／２００９年冬季持续少雨，中国北方出

现严重的气象干旱。其中，华北西南部、西北地区东

部和黄淮地区的气象干旱等级为特旱，共有４千多

万人受灾，受灾地区的农作物生长受到严重影响。２

月，中国华南大部和云南出现较为严重的干旱。

２月，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和德克萨斯州出现严

重干旱。

５月，中国东北地区由于持续少雨和气温偏高，

出现严重干旱。

年初至８月，墨西哥持续少雨，大部分地区遭遇

７０年以来最严重的旱灾。

６—８月，印度南部遭遇严重干旱，其中部分地

区降水量为近４０年来最少。

６—８月，澳大利亚经历了有史以来最暖的冬天

之一，高温干旱天气严重影响了澳大利亚东北部地

区冬季农作物的产量。

８月，美国西南部部分地区遭遇干旱天气，其中

德克萨斯州多个地区经历有史以来最为严重的旱

情。

６月下旬至８月中旬，中国内蒙古中东部、吉林

西部和辽宁西部等地遭遇严重气象干旱。９月，中

国东北南部和华北北部降水显著偏少，干旱持续。

入秋以来（９月初至１２月底），中国西南地区高温少

雨，滇桂黔藏川五省（区）区域平均降水量和区域平

均气温分别为１９５１年以来历史同期最少值和历史

同期次高值，温高雨少导致气象干旱持续发展，西南

及广西农作物受旱面积２４０多万公顷，受旱人口

４７００多万人，其中云南省气象干旱尤为严重
［９］。

　　年内，非洲东部多国的持续干旱导致粮食和饮

水短缺，影响了数以百万人的生活。

８月初，巴西东北部遭遇干旱，造成约１２０万人

受灾。

６　暴雨和洪涝

亚洲：

１月，赤道西太平洋多国遭遇暴雨袭击。月初，

洪水袭击马来西亚中部和北部地区，大约５０００人撤

离家园。上中旬，暴雨持续袭击菲律宾北部和东部，

引发水灾和山体滑坡造成至少１１人死亡，９人失

踪，近２０万人无家可归。中旬，大雨袭击印度尼西

亚多个地区，造成山洪和山体滑坡，导致１１人死亡，

１人失踪。

２月中旬至３月上旬，中国长江中下游地区出

现持续阴雨天气。５月中下旬，中国南方地区多次

遭遇暴雨袭击，部分地区过程降水量超过３００ｍｍ。

５—８月，印度多地（尤其北部）多次遭遇暴风雨

袭击并引发洪灾，累计造成百余人死亡。１０月上

旬，印度南部持续暴雨并引发６０年来最严重的洪

水，造成至少２８６人死亡。

７月上旬，越南北部和缅甸北部暴雨引发洪水，

部分地区发生泥石流，造成至少５８人死亡。

７月下旬，日本西部暴雨引发洪水和泥石流，造

成至少１６人死亡。

７月下旬，蒙古国遭遇暴雨袭击，并引发洪水，

造成至少２３人死亡。

６—８月，尼泊尔暴雨成灾，至少６８人死于暴雨

引发的山体滑坡、洪水及其他灾害。１０月上旬，尼

泊尔西部持续降雨引发山体滑坡、泥石流和洪水，造

成至少３６人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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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月２５日，沙特阿拉伯西部地区遭遇罕见暴

雨袭击，造成至少１０３人死亡。主要受灾地区集中

在西部的吉达、麦加和拉比格三地，吉达地区在不到

两个小时的时间内降雨量达７０ｍｍ，超过沙特全国

年平均降雨量的２／３。

欧洲：

６月下旬，捷克东部暴雨引发洪水，造成９人死

亡和数人失踪。

７月下旬，波兰和捷克部分地区遭暴风雨袭击，

造成至少１０人死亡。

１０月初，暴雨袭击意大利西西里岛，引发洪水

和泥石流，造成至少２３人死亡，４０人失踪。

１１月中旬，暴风雨袭击英国西北部。其中英格

兰的坎布里亚郡和苏格兰南部的４个郡受灾严重，

部分地区２４小时内降雨量达３１４ｍｍ，创下英格兰

降雨纪录。

美洲：

２月初，阿根廷北部遭遇暴风雨袭击，造成至少

４人死亡，多处地区受灾，电力供应中断。２月中旬，

巴西北部和东部、哥伦比亚西南部、秘鲁中部连降暴

雨并引发洪灾。３—４月，哥伦比亚大部和秘鲁东南

部多次遭遇暴雨，十余万人受灾。４月至５月中旬，

巴西北部和东北部因连降暴雨引发洪水，造成至少

４４人死亡，上百万人流离失所。

５月１１日，美国中东部地区遭暴雨和大风袭

击，至少造成６人死亡。６月上旬，持续暴雨袭击美

国德克萨斯州北部地区，造成２４．５万人电力供应中

断。９月下旬，持续数日的暴雨在美国东南部引发

洪灾。造成至少１１人死亡，损失超过２．５亿美元。

１１月下旬，阿根廷北部、巴西南部和乌拉圭遭

暴雨袭击，巴拉那河和乌拉圭河河水上涨，多个村镇

和大面积农田被淹。洪水共造成至少１４人死亡，紧

急疏散近万人。１２月上旬，巴西东南部连降暴雨，

引发山体滑坡等灾害，造成至少２６人死亡。１２月

１７日，秘鲁南部因暴雨引发泥石流，造成９人死亡，

２５人受伤。

澳洲：

２月，澳大利亚东北部和西北部持续强降水并

引发洪水，造成至少７人死亡。其中昆士兰州受灾

面积超过１００万ｋｍ２，相当于全州总面积的６２％。

５月下旬，澳大利亚东北部连降暴雨，导致沿岸

地区严重水灾。

非洲：

３月，持续强降水频袭非洲南部的安哥拉、纳米

比亚、赞比亚、马拉维、博茨瓦纳、莫桑比克和津巴布

韦等国，引发４４年来最严重洪灾，在安哥拉和纳米

比亚共造成至少１３３人死亡。

６月８—１２日，科特迪瓦沿海及东部地区遭遇

罕见暴雨，首都阿比让还引发泥石流、塌方和水灾，

造成２１人死亡、７人受伤和６人失踪。

９月１日，布基纳法索等西非国家遭受暴雨袭

击，共造成至少１６７人死亡。

７　热带气旋

西北太平洋：

２００９年，西北太平洋共有２２个热带风暴生成，

较多年平均值（２７）异常偏少。其中１１个达到台风

级别，较多年平均值（１４）偏少。

５月３日，菲律宾东部遭受热带风暴鲸鱼袭击，

暴雨引发洪水和泥石流，造成至少２７人死亡。８

日，菲律宾北部遭受台风灿鸿袭击，暴雨引发洪水和

泥石流，造成至少４７人死亡。

８月７日和９日台风莫拉克分别登陆台湾花莲

市和福建省霞浦县，强降水和大风给台湾、福建、浙

江、江西、安徽、江苏等地造成一定的人员伤亡和经

济损失，其中对台湾的影响尤为严重，造成当地至少

４７０人死亡和１９５人失踪。

９月下旬，台风凯萨娜袭击菲律宾和越南，造成

至少５１７人死亡。

１０月上半月，台风芭玛相继袭击菲律宾东北

部、中国海南和越南北部地区，暴雨持续引发洪水，

共造成至少３８０人死亡。

１１月２日，台风银河登陆越南。受其影响，菲

律宾、越南和柬埔寨普降暴雨并引发洪水和山体滑

坡，造成至少１５９人死亡。

２００９年东太平洋形成１７个冠名的风暴，其中７

个达到飓风级别，均接近多年平均值。

大西洋：

在２００９年大西洋飓风季节，共生成１０个热带

风暴，多年平均值为１２个。其中３个飓风，较多年

平均值（６）偏少。

８月２３日，飓风比尔袭击加拿大南部，强降雨

和大风造成大面积水灾、断电和交通中断。

１０月１８—２１日，飓风里克袭击墨西哥，造成２

人死亡，最大风力达２９０ｋｍ·ｈ－１，是１０年来东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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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海域最强的飓风。

１１月上半月，受飓风艾达影响，尼加拉瓜、洪都

拉斯、萨尔瓦多、墨西哥湾沿岸和美国大西洋沿岸普

降暴雨，引发洪水、山体滑坡和泥石流，导致１９８人

死亡，８０人失踪，２０多万人受灾。

北印度洋：

２００９年北印度洋气旋季生成８个热带气旋，其

中４个气旋性风暴。

４月１７日，热带风暴比吉利登陆孟加拉国东南

沿海，造成至少４人死亡。

５月２５日，热带风暴艾拉袭击了印度东北部和

孟加拉国西南部，造成至少１６７人死亡。

１１月１１日，气旋风暴菲安袭击印度西海岸，连

日暴雨引发洪水和山体滑坡，导致印度南部至少７５

人死亡。

致谢：国家气候中心研究员张培群博士对本文的撰写

提供了宝贵意见和帮助，在此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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