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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２０１１年，我国气候总体呈现暖干特征。全国年平均气温较常年偏高０．５℃，为１９９７年以来连续第１５个暖年；年降

水量５５６．８ｍｍ，较常年偏少９％，为１９５１年以来最少。年内，我国未出现大范围持续性严重干旱和流域性洪涝灾害，低温冰

冻和雪灾、局地强对流、热带气旋灾害较轻。但区域性、阶段性气象灾害频发。华北、黄淮出现近４１年来最重秋冬连旱；长江

中下游出现近６０年来最重冬春连旱，６月旱涝急转，发生暴雨洪涝灾害；西南出现近６０年来最重夏秋旱；华西和黄淮秋汛明

显；华南南部１０月发生较重暴雨灾害；强降水造成北京等大城市发生内涝；夏季南方大部持续高温，多地高温破历史纪录；台

风纳沙、梅花影响范围广、致灾程度较重。２０１１年中国气象灾害为正常偏轻年份，直接经济损失偏多，死亡人数和受灾面积均

为１９９０年以来最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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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部科技支撑项目（２００７ＢＡＣ２９Ｂ０２）和中国气象局气候研究开放实验室青年开放基金共同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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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中国是一个气象灾害多发且灾害严重的国家，

气象灾害造成的损失占全部自然灾害损失的７０％

以上，其诱发的次生灾害和衍生灾害种类繁多，每年

各种气象灾害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命财产安

全都造成了巨大的影响［１２］。已有研究表明，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中期以后，对全国经济和社会具有重大影响

的主要极端气候事件其频率总体偏多偏强，这主要

与强降水事件增加、干旱发生频率增多、登陆热带气

旋增多，以及高温事件的增多有关［３］。气象灾害造

成的近２０年直接经济损失增加趋势明显，社会经济

发展使得人类社会脆弱性增加，气象灾害风险随之

加大［４］。为了更好地做好防灾减灾工作，需要对我

国的气候及其异常特点进行概括，也需要对以往的

极端天气气候事件进行回顾和灾情分析［５７］，以期能

为气候变化事实的揭示、防灾减灾举措的建立和实

施等提供科学背景和依据。

本文主要对２０１１年中国气温和降水的时空特

征进行分析并对年内发生的重大灾害性天气气候事

件特征及影响进行综述。文章主要采用国家气象信

息中心提供的中国６０７个站点１９５１—２０１１年的逐

日平均气温、日最高气温、日最低气温和日降水量等

气象要素，以及沙尘、雾、冰雹和雷暴等主要天气现

象资料。气候平均值（即：常年值）采用１９７１—２０００

年平均值。

１　２０１１年中国气候概况

１．１　气温

２０１１年，全国平均气温９．３℃，较常年（８．８℃）

偏高０．５℃，为１９９７年以来连续第１５个暖年，也是

１９５１年来第１５个暖年，但较２０１０年偏低０．２℃

（图１）；全年除１和３月气温偏低、１２月正常外，其

余各月均偏高。从空间分布来看，除东北中南部、华

北南部、黄淮西部、华南以及贵州南部、云南东部等

地气温较常年略偏低外，全国其余地区接近常年或

偏高，其中新疆东南部、青海西部等地偏高１℃以上

（图２）。

就四季而言，与常年相比，冬季气温偏低，春、

夏、秋三季持续偏高。冬季（２０１０年１２月至２０１１

年２ 月），全国平均气温 －４．６℃，较常年同期

（－４．３℃）偏低 ０．３℃，为近 ２５ 年来的最低值

（图３ａ）。春季（２０１１年３—５月），全国平均气温

９．９℃，较常年同期（９．７℃）偏高０．２℃（图略）。夏

季（２０１１年６—８月），全国平均气温２１．３℃，较常年

同期（２０．４℃）偏高０．９℃，为１９５１年以来历史同期

第三高（与２００７年并列，图３ｂ）。秋季（２０１１年９—

１１月），全国平均气温１３．３℃，比常年同期（１２．５℃）

偏高０．８℃（图略）。

　　２０１１年，全国平均高温（日最高气温≥３５℃）日

数１０．６天，较常年（７．０天）偏多３．６天，为１９６１年

以来次多，仅少于２０１０年。南方高温日数普遍较常

年偏多，其中江南中部和南部、华南中部和北部及四

图１　１９５１—２０１１年全国年平均

气温变化（单位：℃）

Ｆｉｇ．１　Ｔｉｍｅｓｅｒｉｅｓｏｆ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ａｎ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ｏｖｅｒＣｈｉｎａｆｒｏｍ１９５１

ｔｏ２０１１（ｕｎｉｔ：℃）

图２　２０１１年全国年平均气温

距平分布（单位：℃）

Ｆｉｇ．２　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ａｎ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ｏｍａｌｉｅｓｏｖｅｒＣｈｉｎａｉｎ２０１１（ｕｎｉ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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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１９５１—２０１１年全国冬季（ａ）和

夏季（ｂ）平均气温变化（单位：℃）

Ｆｉｇ．３　Ｔｉｍｅｓｅｒｉｅｓｏｆｗｉｎｔｅｒ（ａ）ａｎｄ

ｓｕｍｍｅｒ（ｂ）ｍｅａｎ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ｏｖｅｒ

Ｃｈｉｎａｆｒｏｍ１９５１ｔｏ２０１１（ｕｎｉｔ：℃）

川东部、重庆、贵州东部、新疆东南部等地偏多１０～

２０天，四川、重庆局地偏多２０天以上。贵州年高温

日数为历史最多，重庆、西藏为次多。５—９月，全国

共有４８站日最高气温突破历史极值，主要分布在四

川、贵州、云南、湖南、湖北、河南、宁夏、新疆、西藏等

省（区、市），其中８站日最高气温达到或超过４３℃。

　　另外，２０１１年全国极端低温事件明显偏少，全

年共有６２站的日最低气温达到极端事件监测标准，

主要出现在东北、西北地区东部以及新疆、重庆、海

南等地。

１．２　降水

２０１１年，全国平均降水量５５６．９ｍｍ，比常年同

期（６１２．８ｍｍ）偏少９．１％，为１９５１年以来最少

（图４），较２０１０年偏少１８％；全年除６、１０和１１月

降水量较常年同期偏多外，其余各月均偏少。从空

间分布看，我国黄淮至青藏高原中部及新疆西部和

北部降水偏多，其中华北南部、黄淮北部、西北东部

及新疆西部、青海大部、西藏中部、四川北部等地偏

多１０％～５０％；南方大部及东北地区降水偏少，其

中江南大部、华南大部、西南东部、江汉大部、东北大

部及新疆中南部、内蒙古中部等地偏少１０％～５０％

（图５）。

　　２０１１年，冬春夏降水偏少，秋季降水偏多。冬季，

全国平均降水量３７．５ｍｍ，较常年同期（３８．２ｍｍ）

图４　１９５１—２０１１年中国平均年降

水量历年变化（单位：ｍｍ）

Ｆｉｇ．４　Ｔｉｍｅｓｅｒｉｅｓｏｆ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ａｎ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ｏｖｅｒＣｈｉｎａｆｒｏｍ１９５１ｔｏ２０１１（ｕｎｉｔ：ｍｍ）

图５　２０１１年全国年降水量距

平百分率分布（单位：％）

Ｆｉｇ．５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ｏｆａｎｎｕａｌ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ｏｍａｌｉｅｓｏｖｅｒＣｈｉｎａｉｎ２０１１（ｕｎｉｔ：％）

略偏少。春季，全国平均降水量１０４．２ｍｍ，较常年

同期偏少２４．８％，为１９５１年以来历史同期最少；除

黑龙江西部、吉林西北部、内蒙古东北部、青海西南

部、西藏中部、新疆东南部等地降水量偏多３０％～

１００％外，全国其余大部地区接近常年同期或偏少，

其中，黄淮及其以南地区、西北中北部及四川东南

部、云南东北部、贵州大部、辽宁北部偏少３０％～

５０％，江淮、江汉东部、江南中北部、内蒙古西部偏少

５０％～８０％ （图 ６ａ）。夏 季，全 国 平 均 降 水 量

２９４．４ｍｍ，比常年同期偏少６．７％，为近１９年最

少；除江淮、江南东北部及新疆北部、内蒙古西部、西

藏中部等地降水量较常年同期偏多３０％～１００％

外，全国其余大部地区接近常年同期或偏少，其中东

北东部、西南东部、江南南部及新疆南部、内蒙古中

部、河南中部、广西北部等地偏少 ３０％ ～５０％

（图６ｂ）。秋季，全国平均降水量１３１．９ｍｍ，较常年

同期偏多９．６％；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南部、黄淮大部

及内蒙古中部、青海南部、四川东北部、重庆北部、广

西中西部、广东北部、福建南部、江西南部、海南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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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２０１１年春（ａ）、夏（ｂ）和秋（ｃ）

季降水量距平百分率分布（单位：％）

Ｆｉｇ．６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ｏｆ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ｏｍａｌｉｅｓｏｖｅｒＣｈｉｎａｉｎｓｐｒｉｎｇ（ａ），

ｓｕｍｍｅｒ（ｂ）ａｎｄａｕｔｕｍｎ（ｃ）

ｉｎ２０１１（ｕｎｉｔ：％）

降水量较常年同期偏多３０％～１００％，其中，陕西大

部、甘肃东部、宁夏东部、山西南部、河南北部、山东

中西部偏多１倍以上；东北大部、西北西部、江淮南

部、江汉东部、江南北部及河北北部、内蒙古东部和

西部、四川南部、云南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偏少

３０％～８０％（图６ｃ）。

　　２０１１年，我国大部地区暴雨（日降水量≥

５０．０ｍｍ）日数偏少，全国共出现暴雨１１３７站日，比

常年（１２６７站日）偏少１０．３％，为近３２年来最少，这

也是２０１１年全年降水量偏少的原因之一。暴雨主

要出现在黄河下游及其以南地区、东北南部、华北东

部等地，陕西南部、四川东北部、江苏西南部、海南等

地暴雨日数偏多，其中陕西南部和海南中部偏多３

天以上。夏秋两季，全国共有３２站日降水量突破历

史极值，其中，海南海口（３３４．０ｍｍ）、广西宾阳

（３４７．０ｍｍ）、福建莆田（３１３．８ ｍｍ）、山东乳山

（３２３．５ｍｍ）日降水量超过３００ｍｍ。

２　主要天气气候事件及影响

２．１　干旱

２０１１年中国区域性和阶段性干旱严重，华北、

黄淮出现近４１年最重秋冬连旱；长江中下游出现近

６０年来最重冬春连旱；西南出现近６０年来最重夏

秋连旱，但粮食主产区农作物生长发育关键时段未

发生明显干旱，受灾面积１６３０万ｈｍ２，较１９９０—

２０１０年平均值偏小，属干旱灾害偏轻年份。

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１日至２０１１年２月９日，华北大

部、黄淮及江淮北部降水量不足５０ｍｍ，普遍较常

年同期偏少５０％～８０％，部分地区偏少８０％以上。

冬麦区（河北、山西、河南、山东、安徽和江苏）平均降

水量为１９７１年以来历史同期最少，出现近４１年来

最严重秋冬持续气象干旱，对农业生产造成一定影

响。

１—５月，长江中下游地区降水量明显偏少，其

中江淮、江汉、江南中部和北部偏少５～８成。湖北、

湖南、江 西、安 徽 和 江 苏 五 省 平 均 降 水 量 为

２６０．９ｍｍ，较常年同期（５３３．３ｍｍ）偏少５１％，为

１９５１年以来同期最少（图７ａ）；五省平均累计无降水

日数１０５天，为近６０年来同期最多。由于少雨程度

重、持续时间长，气象干旱发展迅速，长江中下游

９５％的地区受旱，部分地区出现近６０年来最重气象

干旱。干旱使江河、湖泊、水库等水位异常偏低，水

体面积减少明显，对水稻插秧、水产养殖业、水运以

及人们生活、生态环境影响较大。

　　６月下旬至９月下旬，湖南、贵州、重庆、云南东

部、广西北部等地降水量普遍不足３００ｍｍ，较常年

同期偏少３０％～５０％，其中湖南中西部、贵州大部

偏少５０％～８０％。贵州降水量为近６１年来同期最

少，湖南为近３３年来最少。加之８—９月上述地区

气温比常年同期偏高，尤其是８月份，这些地区出现

异常持续高温天气，加速了土壤失墒。高温少雨，使

得湘黔渝滇桂等地出现严重的夏秋连旱。干旱对西

南部分地区的工农业、林业、水资源、水利发电、生态

环境和人们生活造成了较为严重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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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１９５１—２０１１年长江中下游地区１—５月（ａ）

和６月３—２４日（ｂ）降水量历年变化（单位：ｍｍ）

Ｆｉｇ．７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ｏｔａｌ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ｆｒｏｍ

ＪａｎｕａｒｙｔｏＭａｙ（ａ）ａｎｄＪｕｎｅ３－２４（ｂ）ｉｎ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ａｎｄＬｏｗｅｒＲｅａｃｈｅｓｏｆＹａｎｇｔｚｅＲｉｖｅｒ

ｄｕｒｉｎｇ１９５１－２０１１（ｕｎｉｔ：ｍｍ）

２．２　暴雨洪涝

２０１１年，我国未出现流域性严重暴雨洪涝灾

害，但阶段性降水特征明显，强降水还引发多个大城

市严重城市内涝，贵州、陕西等地局地滑坡和泥石流

灾害较重。

６月长江中下游地区先后出现５次强降雨过

程，降水量普遍有２００～４００ｍｍ，安徽南部、江西北

部、湖北东南部、浙江西北部等地达４００～７００ｍｍ，

局部超过８００ｍｍ。６月３—２４日，长江中下游（湖

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和上海）区域平均降

水量２４９．７ｍｍ，较常年同期（１５３．５ｍｍ）偏多

６２．６％，为近５７年历史同期最多（图７ｂ）。由于降

水集中、强度大，一些河流发生了超保证水位的洪

水，湖北陆水上游、江西乐安河、浙江钱塘江上中游、

湖南湘江支流涓水等河流发生超历史实测记录的大

洪水。浙江诸暨浦阳江沿线部分湖泊两次决堤，新

安江水库近１２年来首次泄洪。多省发生洪涝及山

洪地质灾害，造成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严重。

强降雨引发的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造成云

南、贵州、湖南、重庆、广西、陕西和四川等省（区、市）

局地受灾较重。３月１２日云南昭通镇雄县、３月２１

日重庆市云阳县、５月９日广西全州县、６月６日贵

州望谟县、６月１０日湖南临湘市、７月５日陕西略阳

至甘肃康县境内等地发生多起山体滑坡或泥石流灾

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其中贵州省望谟县６月５

日夜晚至６日凌晨发生特大暴雨山洪灾害，打易镇

１小时降雨量达１０５．９ｍｍ，全县因灾死亡３７人，失

踪１５人。

６—８月，我国部分大中城市遭受强降水袭击，

北京、武汉、长沙、杭州、成都、南京、上海和深圳等城

市由于短时降雨强度大，造成城市内涝，城市运行受

到严重影响。北京６月２３日下午到夜间，遭受强暴

雨袭击，石景山模式口１小时降雨量达１２８．９ｍｍ，

为建站以来最大值；成都７月３日受大暴雨袭击，

４小时降雨量达２１５．８ｍｍ；南京７月１８日出现大

暴雨，玄武湖２４小时雨量２２５．８ｍｍ，１小时降雨量

达９４．８ｍｍ。

９月上中旬，华西和黄淮等地降水量异常偏多，

秋雨影响范围广、局地降雨强度大、持续时间长、部

分地区气温偏低显著，河南、山东等地部分地区连续

降水日数突破历史极值。华西（陕西、甘肃、宁夏和

重庆）９月１日至１１月１５日区域平均降水量

１７５ｍｍ，较常年同期（１１４．６ｍｍ）偏多５３％，为近

３６年来最多，呈现出降水量大、持续时间长、阶段性

突出等特点。秋雨偏多导致华西地区遭受洪涝、滑

坡、泥石流等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嘉陵江、汉

江和陕西渭河等江河出现超警以上洪水。

２０１０／２０１１年冬季北疆地区降水量较常年同期

偏多７８．６％，仅次于２００９／２０１０年冬季。入春后，

新疆地区气温冷暖变化剧烈，部分地区气温迅速回

升，石河子、塔城、伊犁、乌鲁木齐等地发生融雪型洪

水。

２．３　热带气旋

２０１１年，在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共有２１个热带

气旋（中心附近最大风力≥８级）生成，较常年（２７

个）偏少６个。其中７个登陆我国，登陆个数接近常

年（７．１个）。初台登陆时间偏早，终台登陆时间接

近常年；６月热带气旋登陆频繁，登陆个数占今年登

陆总数的４３％；登陆地点分散，路径以西北行为主

（图８）；登陆的７个热带气旋中，３个为热带风暴，

２个为强热带风暴，２个为台风，强度总体偏弱。影

响我国的热带气旋共造成２８人死亡（含失踪），直接

经济损失２３７亿元，死亡人数和直接经济损失均明显

少于１９９０—２０１０年平均水平，死亡人数为１９９０年以

来第二少。总体而言，２０１１年热带气旋灾情偏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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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２０１１年登陆中国热带气旋路径图

（中央气象台提供）

Ｆｉｇ．８　Ｔｈｅｔｒａｃｋｓｏｆｔｒｏｐｉｃａｌｃｙｃｌｏｎｅｓ

ｌａｎｄｅｄｏｎＣｈｉｎａｄｕｒｉｎｇ２０１１

（ＰｒｏｖｉｄｅｄｂｙＣｅｎｔｒａｌ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ＯｆｆｉｃｅｏｆＣＭＡ）

　　２０１１年，影响范围广，致灾程度较重的是热带

风暴梅花和强台风纳沙。１１０９号热带风暴梅花虽

未在我国登陆，但其生命史长（达１２天）、强度超强

（中心 附 近最低气压达 ９２５ｈＰａ，最 大 风 力 达

５５ｍ·ｓ－１）、强度多变、路径异常，给浙江、上海、江

苏、山东和辽宁等沿海省（市）的部分地区造成较大

影响，５省（市）有４３０．８万人受灾，１４７万人紧急转

移安置，直接经济损失３８．３亿元。１１１７号强台风

纳沙是２０１１年登陆我国的最强台风，也是继２００５

年９月２６日０５１８号台风“达维”之后登陆海南强度

最强的台风。纳沙造成海南、广西和广东８３５．２万

人受灾，直接经济损失１０１．２亿元，但其带来的降水

使西南部分地区干旱得到不同程度的缓和。

２．４　低温和雪灾

２０１１年，我国因低温冷冻灾害和雪灾共造成农

作物受灾面积４４４．７万ｈｍ２，接近１９９０—２０１０年平

均值；直接经济损失２８９．９亿元，较１９９０—２０１０年

平均值偏小。总体而言，２０１１年为低温冷冻害和雪

灾正常偏轻年份。

１月，我国南方地区出现４次较强的低温雨雪

冰冻天气过程，分别出现在１—６、１０—１１、１６—２１和

２６—２８日，具有过程总时间长、气温变化大、低温雨

雪集中但持续时间短等特点，其中１６—２１日雨雪强

度大、范围广。江南中北部地区积雪日数超过１０

天，最大积雪深度大于１０ｃｍ。贵州大部、湖南西部

和南部、江西中部、云南东北部、广西东北部、重庆东

南部以及四川和福建的局部地区出现冻雨，其中贵

州大部、湖南西部和南部等地冻雨日数一般有３～

１０天，贵州西部和南部部分地区超过１０天。低温

雨雪冰冻天气给上述地区交通、电力、农业、群众生

活等方面带来了很大影响。

２月１４—１８日，西藏南部出现连续性强降雪天

气，大部地区累积降水量在５ｍｍ 以上，其中聂拉

木、普 兰 和帕 里降 水 量 分 别 达 ５８．９、３１．８ 和

２６．１ｍｍ；地面出现积雪，最大积雪深度普遍在２ｃｍ

以上，其中聂拉木为６５ｃｍ，帕里为３０ｃｍ，普兰为

２７ｃｍ。聂拉木站过程最大积雪深度为１９７２年建站

以来２月最大积雪深度的第５位，年最大积雪深度

的第１１位。强降雪对西藏南部交通运输和畜牧业

生产及牧民生活等造成不利影响。

３月上旬至４月中旬前期，贵州、广西和湖南等

地气温偏低、降水日数多，出现４次低温阴雨天气过

程。３月１日至４月１３日，贵州、广西、湖南３省

（区）平均低温日数（日平均气温≤１２℃）平均为２２

天，为近１５年最多（图９）；阴雨日数达２３天，为近１１

年来最多。低温阴雨天气对贵州、湖南、广西早稻春

播、已播作物生长以及果树授粉等产生较大影响。

图９　１９６１—２０１１年贵州、广西、湖南

３月１日至４月１３日平均低温日数

（日平均气温≤１２℃）历年变化（单位：天）

Ｆｉｇ．９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ｌｏｗ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ｄａｙｓ

（ｄａｉｌｙｍｅａｎａｉｒ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１２℃）ｉｎｔｈｅ

ｐｅｒｉｏｄｏｆＭａｒｃｈ１ｔｏＡｐｒｉｌ１３ａｖｅｒａｇｅｄｏｖｅｒ

Ｇｕｉｚｈｏｕ，ＧｕａｎｇｘｉａｎｄＨｕｎａｎｆｒｏｍ

１９６１ｔｏ２０１１（ｕｎｉｔ：ｄ）

２．５　高温

２０１１年，我国高温（日最高气温≥３５℃，下同）

天气出现早。５月８日，长江沿线出现了大范围的

高温天气，高温初日较常年偏早。夏季，南方高温日

数多，局地极端性强。南方地区平均高温日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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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６天，较常年同期（１１．５天）偏多７．１天，为１９６１

年以来历史同期第四多（图１０）。６月７—８日，华北

东部和南部、黄淮、江淮、江汉以及陕西中南部、重庆

等地出现大范围高温天气，河南、安徽、湖北局部地

区日最高气温超过４０℃。其中河南、湖北局地达到

或超过当地建站以来的最高值。８月８—２３日，南

方出现大范围持续高温天气，共有８２站出现极端高

温，其中１６站高温突破历史纪录。

图１０　１９６１—２０１１年南方地区夏季

高温日数历年变化（单位：天）

Ｆｉｇ．１０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ｓｕｍｍｅｒｈｏｔｄａｙｓ

（ｄａｉｌｙｍａｘｉｍｕｍ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３５℃）ｉｎ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Ｃｈｉｎａｆｒｏｍ１９６１ｔｏ２０１１（ｕｎｉｔ：ｄ）

２．６　强对流

２０１１年，全国平均强对流（文中仅对雷暴和冰

雹进行统计）日数为３０天，比常年偏少，为１９６１年

以来历史第三少。全国因风雹灾害共造成３３０．９万

ｈｍ２ 农作物受灾，直接经济损失３１５．５亿元，与

１９９０—２０１０年平均值相比，受灾面积明显偏少，直

接经济损失偏轻，但局部地区强对流灾害较重。全

国来看，直接经济损失最重的３个省（市、区）依次为

黑龙江、山西和河北，死亡人数最多的３个省（市、

区）依次为云南、广东和西藏。

２０１１年，首次风雹天气出现在１月９日（云南

省临沧市临翔区马台乡），初雹时间较常年（平均出

现在２月上旬）偏早近１个月。

２．７　沙尘暴

２０１１年，春季北方沙尘天气少、首发时间晚、影

响偏轻。

２０１１年春季，中国北方地区平均沙尘日数为

１．７天，比常年同期偏少３．９天，为１９６１年以来历

史同期第三少；有８次沙尘天气过程，比常年同期

（１９．２次）明显偏少，较２００１—２０１０年同期平均值

（１２．７次）也偏少，其中沙尘暴和强沙尘暴过程共４次

图１１　２０００—２０１１年春季中国沙尘

天气过程历年变化（单位：次）

Ｆｉｇ．１１　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ｓａｎｄａｎｄｄｕｓｔｓｔｏｒｍ

ｅｖｅｎｔｓｉｎｓｐｒｉｎｇｉｎＣｈｉｎａｆｒｏｍ

２０００ｔｏ２０１１（ｕｎｉｔ：ｎｕｍｂｅｒ）

图１２　２０１１年全国主要气象灾害分布示意图

Ｆｉｇ．１２　Ｓｋｅｔｃｈｏｆｔｈｅｍａｊｏｒ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ｓｏｖｅｒＣｈｉｎａｉｎ２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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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１），仅为２００１—２０１０年平均值（８次）的一半，

为２０００年以来第二少。首次沙尘天气过程发生时

间为３月１２日，是２００１年以来最晚的一年。沙尘

天气影响总体偏轻，但４月２８—３０日的沙尘暴天气

过程影响我国１１个省（区、市），是２０１１年影响范围

最广的一次。

２．８　雾

２０１１年，全国雾日偏少，但秋季中东部地区雾

霾天气频繁，对交通影响较大。２０１１年，我国中东

部大部分地区的雾日一般在１０天以上，其中黑龙江

北部和东南部、内蒙古东北部、辽宁东南部、山西东

南部、山东西部、安徽南部、江苏大部、江西北部、浙

江西北部、福建大部、湖南大部、云南西南部和东南

部等地有２０～４０天，局部地区在４０天以上。与常

年相比，全国总体雾日数偏少，东北东南部、西南地

区东部、江汉、江南以及云南西南部、河北中部、河南

南部等地偏少１０～３０天，云南西南部、重庆中部和

福建西北部偏少３０天以上。９—１２月，我国中东部

地区共发生１５次较大范围的大雾天气过程，具有过

程频繁、持续时间长、范围较广等特点。

３　小　结

综上所述，２０１１年中国年平均气温偏高；年降

水量偏少，为１９５１年以来最少。如２０１１年全国主

要气象灾害事件分布示意图（图１２）所示：年内，我

国未出现大范围持续性严重干旱和流域性洪涝灾

害，低温冰冻和雪灾、局地强对流、热带气旋灾害较

轻。但华北和黄淮、长江中下游、西南地区阶段性干

旱严重，长江中下游６月暴雨洪涝、华西和黄淮等地

秋汛、华南南部１０月暴雨灾害比较严重，强降雨造

成北京等部分大城市发生内涝。综合来看，２０１１年

中国气象灾害为正常偏轻年份，直接经济损失偏多，

死亡人数和受灾面积均为１９９０年以来最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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