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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２０１２年，全国年平均气温９．４℃，接近常年，但年内起伏较大；年降水量６６９．３ｍｍ，较常年偏多６．３％，但时空分布

不均。年内，气象灾害种类多，局地灾情重：暴雨过程多，局部洪涝和山洪地质灾害重，长江、黄河和海河等流域先后出现明显

汛情，北京、甘肃、四川、重庆、云南、贵州、宁夏、青海和新疆等地出现山洪地质灾害；台风登陆时间集中，影响范围广，８月上旬

“达维”、“苏拉”、“海葵”３个台风一周内接连登陆中国，影响１５个省（区、市）；区域性、阶段性低温阴雨天气多发，对农业生产

造成一定影响；１１—１２月北方多次大范围暴雪天气，部分地区遭受雪灾。综合来看，２０１２年气象灾害为偏轻年份，直接经济损

失偏重，死亡失踪人数和受灾面积均明显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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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中国是世界上气象灾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平

均每年气象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占全部自然灾害损

失的７０％以上，气象灾害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都

造成了巨大的影响（中国气象局，２００６）。２０世纪９０

年代以来，在全球气候变暖背景下，气象灾害呈明显

上升趋势，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日益加剧，而且随

着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进程的加快，气象灾害的风险

越来越大，影响范围也越来越广（中国气象局，２００６；

２０１０；２０１２）。为了更好地开展防灾减灾工作，需要

对我国的气候及其异常特点进行概括，对各类极端

天气气候事件进行总结和灾情分析（邹旭恺等，

２００８；王遵娅等，２０１１；李莹等，２０１２），以便为气候和

气候变化的研究以及防灾减灾措施等提供基本的科

学事实和参考依据。

本文对２０１２年中国气温和降水的时空特征，以

及年内发生的一些重大灾害性天气气候事件特征及

影响进行综述。主要采用国家气象信息中心提供的

中国２４００个站点１９５１—２０１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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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１—２０１０年平均值。

１　２０１２年中国气候概况

１．１　气温

２０１２年，全 国 平 均 气 温 ９．４℃，接 近 常 年

（９．６℃），比２０１１年偏低０．３℃（图１）。全年中１—

３月、１１—１２月气温较常年同期偏低，其他月份接近

常年同期或偏高。从空间分布看，东北中南部及内

蒙古中东部、新疆中西部和贵州北部等地气温偏低

０．５～１．０℃，局部地区偏低１．０～２．０℃；云南、四川

南部、青海南部和黑龙江东北部等地气温偏高０．５

～１．０℃，局部偏高１．０～２．０℃（图２）。

从季节上看，冬、秋季气温偏低，春、夏季偏高。

冬季（２０１１年１２月至２０１２年２月），全国平均气温

－４．３℃，较常年同期（－３．３℃）偏低１．０℃，为１９８６

年以来 最 低。春 季 （３—５ 月），全 国 平 均 气 温

１１．１℃，较常年同期（１０．４℃）偏高０．７℃。夏季

（６—８月），全国平均气温 ２１．４℃，较常年同期

（２０．９℃）偏高０．５℃，为２００５年以来连续第八年偏

高。秋季（９—１１月），全国平均气温９．６℃，较常年

同期（９．９℃）偏低０．３℃。

图１　１９６１—２０１２年全国年平均

气温历年变化（单位：℃）

Ｆｉｇ．１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ａｎ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ｓｏｖｅｒＣｈｉｎａｆｒｏｍ

１９６１ｔｏ２０１２（ｕｎｉｔ：℃）

图２　２０１２年全国年平均气温

距平分布（单位：℃）

Ｆｉｇ．２　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ａｎ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ｏｍａｌｉｅｓｏｖｅｒＣｈｉｎａｉｎ

２０１２（ｕｎｉｔ：℃）

　　２０１２年，全国平均高温（日最高气温≥３５℃）日

数８．２ｄ，较常年（７．７ｄ）偏多０．５ｄ，但为近８年最

少。与常年相比，黄淮中西部、江汉大部、江南中部、

华南西部及新疆中东部、云南东南部等地高温日数

偏多５～１０ｄ，其中，安徽和河南的局地偏多１０ｄ以

上。５—８月，全国有３２站日最高气温突破历史极

值，主要分布在四川、贵州、云南和广西等省（区），其

中云南巧家（４３．５℃）最高气温超过４３℃。

此外，２０１２年全国共有１１４站日最低气温达到

极端事件标准，较常年略偏少。１月中下旬和１２月

下旬，西北、华北及内蒙古等地出现低温天气，内蒙

古满洲里（－４４．９℃）、河北围场（－３２．３℃）和赤城

（－２９．０℃）、新疆轮台 （－２５．６℃）、甘肃肃北

（－２５．５℃）、西藏贡嘎（－１７．０℃）和青海乌兰

（－２８．３℃）共７站最低气温突破历史极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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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降水

２０１２年，全国平均降水量６６９．３ｍｍ，较常年

（６２９．９ｍｍ）偏多６．３％（图３），比２０１１年偏多

２０．４％；全年中除２、８和１０月降水量较常年同期偏

少外，其余各月均偏多。从空间分布看，东北中西

部、西北中部、江南中东部及内蒙古大部、京津地区、

新疆西南部等地降水量偏多２０％～５０％，部分地区

偏多５０％以上；黄淮中西部、江汉北部及云南中部

等地降水量偏少２０％～５０％，其余地区接近常年

（图４）。

　　２０１２年，冬季降水偏少，春、夏和秋季均偏多。

图３　１９５１—２０１２年全国平均年降水量

历年变化（单位：ｍｍ）

Ｆｉｇ．３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ａｎ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ｏｖｅｒＣｈｉｎａｆｒｏｍ１９５１ｔｏ２０１２（ｕｎｉｔ：ｍｍ）

图４　２０１２年全国年降水量距平

百分率分布（单位：％）

Ｆｉｇ．４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ｓｏｆａｎｎｕａｌ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ｏｍａｌｉｅｓｏｖｅｒＣｈｉｎａｉｎ２０１２（ｕｎｉｔ：％）

冬季（２０１１年１２月至２０１２年２月），全国平均降水

量为３８．８ｍｍ，较常年同期（４０．５ｍｍ）偏少４．２％。

与常年同期相比，除江南东部、华南东北部和西部及

新疆西部、青海东部和南部、四川东部等地偏多３０％

至２００％，局地偏多２００％以上外，全国其余大部地

区接近常年同期或偏少，其中，江淮和江汉以北大

部、西南中西部及新疆东部等地偏少３０％～８０％，

局部偏少８０％以上（图５ａ）。春季（３—５月），全国

平均降水量为１４５．４ｍｍ，较常年同期（１３８．９ｍｍ）

图５　２０１２年冬（ａ）、春（ｂ）、夏（ｃ）、秋（ｄ）季降水量距平百分率分布（单位：％）

Ｆｉｇ．５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ｓｏｆ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ｏｍａｌｉｅｓｏｖｅｒＣｈｉｎａｉｎｗｉｎｔｅｒ（ａ），ｓｐｒｉｎｇ（ｂ），

ｓｕｍｍｅｒ（ｃ）ａｎｄａｕｔｕｍｎ（ｄ）ｉｎ２０１２（ｕｎｉ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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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多４．７％。除黄淮大部及新疆大部、西藏南部、四

川南部、云南大部等地偏少２０％～８０％，局部偏少

８０％以上外，全国其余大部地区接近常年或偏多，其

中江南北部、华南南部及辽宁中部、内蒙古中部、青

海南部等地偏多２０％至１倍，局部偏多１倍以上

（图５ｂ）。夏 季 （６—８ 月），全 国 平 均 降 水 量

３３２．９ｍｍ，较常年同期（３２４．９ｍｍ）偏多２．５％。除

黄淮西南部、江汉大部及黑龙江东北部、重庆大部和

广东东北部等地降水量偏少２０％～５０％外，全国其余

大部地区接近常年或偏多，其中西北中部、华北东部

及辽宁南部、内蒙古大部、新疆东南部和西南部等地

降水量偏多２０％至１倍，局部偏多１倍以上（图５ｃ）。

秋季（９－１１月），全国平均降水量１３５．５ｍｍ，较常年

同期（１２０．８ｍｍ）偏多１２．２％。东北、华北北部、江

南大部、华南中北部及内蒙古大部等地降水量较常

年同期偏多２０％至１倍，其中内蒙古东北部、黑龙

江大部、吉林西北部、北京、天津等地偏多１～２倍。

新疆南部、甘肃西部、青海大部、西藏西部、云南中西

部、海南等地偏少２０％～８０％，部分地区偏少８０％以

上；全国其余地区降水量接近常年（图５ｄ）。

　　２０１２年，全国共出现暴雨（日降水量≥５０．０ｍｍ）

６９８９站日，比常年（５９９２站日）偏多１６．６％ （图６）。

暴雨主要出现在中东部大部地区及西南东部，江西

东部、福建西北部、广西南部、广东西南部暴雨日数

超过７ｄ，黑龙江中部、辽宁南部、河北东部、四川东

部、浙江北部、江西东部、福建西北部、广西南部、广

东西南部、海南北部等地暴雨日数偏多，其中江西东

部、福建西北部、河北东北部偏多３ｄ以上。年内，

全国共有６８站日降水量突破历史极值，山东胶南

（３９３．０ｍｍ），江西景德镇（３７０．０ｍｍ），河北固安

（３５７．９ｍｍ）等地日降水量超过３００ｍｍ。在暴雨少

发地区，多站日降水量突破历史极值，如北京霞云

图６　１９６１—２０１２年全国暴雨日数

历年变化（单位：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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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２９０．９ｍｍ）等５站、甘肃环县（１２４．２ｍｍ）等４

站、内蒙古伊金霍洛旗（２１０．９ｍｍ）等６站、宁夏银

川（１１９．４ｍｍ）等４站、青海同德（５６．０ｍｍ）等４

站、西藏南木林（５９．０ｍｍ）等３站、新疆库尔勒

（７３．９ｍｍ）等２站。全年共有３９站连续降水量突

破历史极值，主要出现在北京、河北、内蒙古、山东、

江苏、安徽、四川、甘肃、宁夏和新疆等地。

２　主要天气气候事件及影响

２．１　暴雨洪涝

２０１２年，中国未出现流域性严重暴雨洪涝灾

害，但暴雨天气过程多，局部洪涝和山洪地质灾害严

重。

春季，南方暴雨天气频发，部分地区发生暴雨洪

涝。４—５月，南方地区共出现１３次暴雨天气过程，

其中４月２７日至５月１日、５月１１—１４日两次暴雨

过程强度较强，范围较广。４—５月，江南、华南、西

南东部降水量普遍在３００～５００ｍｍ，江西中北部、

广东大部、湖南东北部等地超过５００ｍｍ。其中４

月５日至５月１５日，浙闽赣湘桂粤６省（区）平均降

水量为３５８．２ｍｍ，比常年同期（２５０．０ｍｍ）偏多

４３．３％，为近３２年最多（图７）；５月１２日江西有１０

个、广西有９个气象观测站日降水量超过１００ｍｍ。

暴雨天气过程多、时间集中、强度大，导致江西、湖

南、浙江、广东、广西、湖北等省（区）部分地区发生洪

涝灾害，一些地方重复受灾，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严

重。

　 　７月中下旬，长江中上游发生暴雨洪涝灾害。７

图７　１９６１—２０１２年４月５日至５月１５日

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西、广东６省（区）

平均降水量历年变化（单位：ｍ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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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中旬，长江中上游强降水过程增多，１２—１４日，江

汉、江淮南部、江南北部以及贵州等地出现暴雨到大

暴雨，降 水 量 有 ５０～２５０ ｍｍ，局 部 降 水 超 过

３００ｍｍ；１５—１９日，江南及重庆、四川、贵州等地出

现暴雨到大暴雨，降水量普遍有５０～２５０ｍｍ，局部

降水超过３００ｍｍ。下旬初，四川盆地再次出现暴雨

到大暴雨，降水量一般在５０ｍｍ以上。四川、湖南、

重庆、江西、云南、湖北、贵州和安徽等省（市）部分地

区发生洪涝灾害；重庆市境内长江干流遭遇１９８１年

以来最大洪水，朱沱站出现５０年一遇洪水，长江上

游四川宜宾至重庆寸滩的干流河段全线超警；７月

２４日长江三峡迎来建库以来的最大洪峰。

７月下旬，特大暴雨袭击京津冀，海河发生局部

洪涝。７月２１—２２日，北京、天津及河北出现区域性

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北京平均降水量达１９０．３ｍｍ，暴

雨中心房山区河北镇降雨量达４６０．０ｍｍ，全市平

均日降水强度超百年一遇，有１１个气象站雨量突破

建站以来历史极值；天津平均降雨量为９８．６ｍｍ，

有１０６个乡镇出现大暴雨，４个乡镇出现特大暴雨，

暴雨中心宝坻降雨量达２９４．７ｍｍ；河北有２９５个

乡镇雨量超过１００ｍｍ，１０个乡镇超过３００ｍｍ，海

河发生局部洪涝。受强降水影响，北京、天津及河北

涞源、廊坊、涿州等地出现严重城市内涝，部分地区

爆发山洪地质灾害，交通受到严重影响，造成１００多

人伤亡，经济损失严重。

夏季，黄河上游发生洪涝。夏季，西北中部和北

部降水较常年同期明显偏多，其中宁夏北部和内蒙

古河套大部偏多２成至１倍，黄河青海段降水量创

近５２年来最多，出现１９９０年来最强汛情。７月下

旬，流域出现３次强降雨过程（２０—２１日、２４—２７

日、３０—３１日），受强降雨影响，黄河上中游发生

１９８９年以来最大洪水，黄河兰州段河堤３次发生垮

塌险情，一度导致主城区供水系统瘫痪。黄河干流

吴堡站出现超警戒水位，山西、陕西区间北部部分支

流出现洪水。

西部和华北的局地强降水引发滑坡、泥石流等

地质灾害。汛期，北京、甘肃、四川和云南等省（市）

局部地区因强降水引发了山洪泥石流灾害，造成不

同程度的损失。５月１０日，甘肃岷县发生特大冰雹

山洪泥石流灾害，因灾死亡５７人，失踪１５人，并造

成多处交通中断；６月２８日，四川凉山州宁南县短

时强降雨引发山洪泥石流灾害，死亡失踪４１人；７

月２１日，北京房山、门头沟等地因短时强降雨引发

山洪、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８

月３０日，四川锦屏因局部强降雨引发泥石流灾害，

造成２４人死亡；１０月４日，云南昭通彝良县龙海乡

发生山体滑坡造成１９人死亡。

春季，新疆西部发生融雪型洪水。２０１１／２０１２

年冬季，新疆西部地区及天山一带降水量普遍有１０

～５０ｍｍ，较常年同期偏多５成至３倍。入春后特

别是３月中下旬，新疆大部地区快速回暖，气温比常

年同期偏高１～４℃，积雪加速融化，导致伊犁、喀

什、和田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融雪型洪水或雪崩灾

害。

２．２　热带气旋

２０１２年，在西北太平洋和南海上共有２５个热

带气旋（中心附近最大风力≥８级）生成，接近常年

（２５．５个）。其中７个登陆中国，登陆个数接近常年

（６．９个）；初次登陆时间略偏晚，终台登陆时间偏

早。７个登陆热带气旋中，台风和强台风等级的分

别有３个，登陆强度总体偏强。登陆时间集中，７月

２４日至８月２４日，一个月内有６个台风相继登陆

中国，为１９４９年来罕见，其中８月２—８日，“达维”、

“苏拉”、“海葵”３个台风一周内接连登陆，频次之高

为近１７年来首次，影响了１５个省（区、市）。北上和

影响中国东北的台风有５个，为历史之最。登陆地

点从华南沿海延伸至北方沿海，纵跨纬度大（图８）。

全年热带气旋共造成７４人死亡，２２人失踪，直接经

济损失１０４８．２亿元，与１９９０—２０１１年平均值相比，

死亡人数明显偏少，但直接经济损失为１９９０年以来

最多。总体而言，２０１２年热带气旋灾情偏重。

图８　２０１２年登陆中国热带气旋

路径图（中央气象台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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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２年，影响范围广，致灾程度较重的有“苏

拉”、“达维”和“海葵”。１２０９号台风苏拉于８月３

日在福建沿海登陆，１２１０号台风达维于８月２日在

江苏沿海以１２级风力登陆，“达维”是１９４９年以来

登陆中国长江口以北地区最强的台风。２个台风在

１０小时内先后登陆中国，为１９４９年以来历史罕见；

影响了吉林、辽宁、天津、河北、山东、江苏、上海、浙

江、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和台湾共１４个省

（区、市）。双台风共造成１６００多万人受灾，死亡（失

踪）６０多人，直接经济损失超过５００亿元。１２１１号

热带风暴海葵于８月８日在浙江省沿海登陆，登陆

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１４级，是近４０年来登陆中

国大陆较强的台风之一。“海葵”风大雨强，持续时

间长，在大陆持续时间达１１ｈ，为近年来少见。“海

葵”造成浙江、上海、江苏、安徽、江西等省（市）共

１４００多万人受灾，直接经济损失超过３００亿元，为

２００１年以来单个台风造成直接经济损失第二重，仅

次于０６０４号台风碧利斯。２０１２年，“卡努”、“达

维”、“天秤”、“布拉万”和“三巴”共５个台风北上，均

对中国东北产生明显影响，北上和影响东北地区的

台风数量均为历史之最。其中“布拉万”、“三巴”先

后到达东北，直接到达东北的台风个数与１９８５年持

平，同为１９８０年以来最多。

２．３　强对流

２０１２年，全国平均强对流（包括大风、冰雹、龙

卷、雷暴等）日数为４３．４ｄ，比常年偏少，为１９６１年

以来第三少。风雹灾害共造成２７８万ｈｍ２ 农作物

受灾，２０２人死亡或失踪，直接经济损失３４３．５亿

元。与１９９０—２０１１年平均值相比，受灾面积和死亡

人数均明显偏少，但经济损失偏重。总体来看，２０１２

年为风雹灾害略偏轻年份。

首次风雹天气出现在２月２３日（浙江省丽水龙

泉、庆元，温州永嘉，台州玉环等地），初雹时间较常

年（２月上旬）偏晚近１０ｄ。

２．４　干旱

２０１２年，中国区域性和阶段性干旱明显，但粮

食主产区和粮食生产关键期未受到严重旱灾影响；

干旱范围小，全国农业受旱面积为１９９０年以来最

少。总体而言，２０１２年属干旱灾害偏轻年份。

西南冬春连旱。２０１１／２０１２年冬季，云南及四

川南部降水量普遍在２５ｍｍ以下，比常年同期偏少

５～８成；３月５日至５月２４日，云南大部、四川南部

降水量不足１００ｍｍ，其中云南北部和四川南部不

足５０ｍｍ；与常年同期相比，上述大部地区降水量

偏少３～８成，部分地区偏少８成以上。云南省

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１日至２０１２年５月２４日平均降水量

１１４．６ｍｍ，比常年同期偏少４１％，为１９８０年以来

同期最少（图９），长时间少雨导致气象干旱持续发

展。受干旱影响，云南、四川南部的部分中小河流断

流及小型水库干涸，冬小麦、蚕豆、油菜等农作物受

灾；森林、草原火险气象等级居高不下，云南丽江、玉

溪和四川西昌、理塘、甘孜一度发生森林火灾。

图９　１９６１—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１日至

５月２４日云南平均降水量历年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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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淮、江淮初夏旱。５月１日至６月２５日，华

北南部、黄淮大部、江淮北部降水明显偏少，大部地

区累计降水量不足５０ｍｍ，较常年同期偏少５～８

成，局部偏少８成以上。尤其６月１—２５日，河南中

北部、山东南部、江苏中北部、安徽东北部等地降水

量不足１０ｍｍ，平均气温较常年同期普遍偏高１～

２℃，局部还出现１２～１５ｄ３５℃以上的高温天气。

持续高温少雨使得华北南部、黄淮、江淮等地普遍出

现中度以上气象干旱，其中河南大部、山东南部、江

苏大部、安徽中北部等地达重到特旱，干旱导致夏播

推迟，夏播作物出苗受到较大影响。

湖北、重庆、河南等地夏旱。７月１日至８月１７

日，湖北中部和西南部、河南大部、安徽北部、重庆东

部降水量较常年同期偏少３～５成，河南南部和湖北

北部局地偏少５～８成；同时上述地区出现持续高温

天气，其中湖北东部、河南南部、安徽、重庆等地高温

日数有１５～３０ｄ，较常年同期偏多３～１０ｄ。温高雨

少，土壤失墒快，导致部分地区出现不同程度的干

旱，并造成旱区农作物减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持续

偏高，林区有害生物大量滋生；水资源短缺，部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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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人畜饮水出现困难；城乡用电负荷持续居高不下。

２．５　低温和雪灾

２０１２年，中国区域性和阶段性低温阴雨天气多

发，对农业生产造成一定影响，雪灾发生次数比常年

偏少。全年因低温冷冻（包括低温冷害、霜冻等）和

雪灾共造成农作物受灾面积１６１．８万ｈｍ２，直接经

济损失６１亿元，均较１９９０—２０１１年平均值偏小。

总体上看，２０１２年，低温冷冻和雪灾造成的损失较

常年偏轻。

年初南方部分地区严重低温阴雨。１月上旬至

３月中旬，江南、华南、西南东部出现大范围持续低

温阴雨（雪）天气。上述地区气温普遍较常年偏低１

～４℃，降水日数达４０～６０ｄ。湘赣浙闽粤桂琼贵沪

９省（区、市）区域平均气温较常年同期偏低１．４℃，

为近２７年来第三低；平均降水日数为４５．３ｄ，比常

年同期偏多１１．６ｄ，为１９５１年以来最多；平均降水

量２７４．３ｍｍ，比常年同期偏多３７．５％，为１９９９年

以来最多。江南大部、华南西部日照时数偏少１００

～１５０ｈ，华南中东部偏少１５０～２００ｈ，江西、浙江和

福建大部日照时数为１９５１年以来最少。气温低、降

水多、雨日多、日照少导致作物生长发育受到影响，

部分地区发生病害。

１１—１２月，中国北方出现３次大范围暴雪天

气，东北、华北及新疆北部的部分地区遭受雪灾。１１

月２—４日，华北地区出现暴雪天气过程，其中京津

地区和河北中北部累计降雪量超过５０ｍｍ，内蒙古

赤峰、锡林郭勒盟和乌兰察布的３３个台站过程降雪

量超过历史极值；京津冀蒙共有７４个站日降水量突

破１１月历史极值。１１月９—１４日，东北大部、内蒙

古中东部出现强降雪天气，黑龙江鹤岗市降水量

５５．７ｍｍ，最大积雪深度达４９ｃｍ，为历史同期最

大。１２日鹤岗市全市学生停课，电网出现故障，市

区一度全部停电，城市供暖、供水受到影响，部分树

木被压断。１２月１３—１５日，东部大部地区及新疆

北部出现雨雪天气，内蒙古中东部、吉林、黑龙江及

新疆北部积雪深度１０～２５ｃｍ，局地３０～４０ｃｍ。新

疆博尔塔拉、昌吉、伊犁，内蒙古乌兰察布、锡林郭勒

等地遭受雪灾。

２．６　高温

夏季，河南、河北南部、山东西部、安徽北部、湖

北西北部、浙江西部、重庆东北部和四川东部极端最

高气温普遍有３８～４０℃，河南、安徽、湖北和广西等

省区局部地区超过４０℃。云南、贵州、四川、广西、

河南和湖北等省（区）共有１７４站发生极端高温事

件，有２９站日最高气温突破历史纪录；江淮、江汉、

江南、西南东北部最长连续高温（日最高气温≥

３５℃）日数在５ｄ以上，安徽中部、湖北东部、江西北

部、浙江大部有１０～１５ｄ；黄淮西部、江淮西部、江汉

东部、川渝、东南沿海等地共有２０８站出现极端连续

高温日数事件，其中１８站连续高温日数达到或突破

历史极值。持续晴热高温天气使南方部分地区早稻

遭受轻至中度高温热害，同时加剧了河南、山东、湖

北、重庆、四川东部等地的旱情，造成城市供电、供水

紧张。

２．７　沙尘

２０１２年春季，中国北方共出现１０次沙尘天气

过程，比常年同期（１７次）偏少７次，比２００１—２０１０

年平均值（１２．７次）偏少２．７次；其中沙尘暴和强沙

尘暴过程６次（图１０），较２００１—２０１０年平均值偏

少２次。北方地区平均沙尘日数为１．３ｄ，比常年同

期偏少２．７ｄ，为１９６１年以来最少。首次沙尘天气

过程发生在３月２０日，比２００１—２０１１年平均沙尘

天气首发时间（２月４日）偏晚１个多月，为２００１年

以来最晚。３月２０—２２日的沙尘暴天气过程是

２０１２年影响范围最广、损失最重的一次。全年沙尘

天气影响总体偏轻。

图１０　２０００—２０１２年北方地区春季沙尘

天气过程历年变化（单位：次）

Ｆｉｇ．１０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ａｎｄａｎｄｄｕｓｔｓｔｏｒｍ

ｅｖｅｎｔｓｉｎｓｐｒｉｎｇｓｉｎ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Ｃｈｉｎａｆｒｏｍ

２０００ｔｏ２０１２（ｕｎｉｔ：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ｔｉｍｅｓ）

２．８　雾霾

２０１２年，中 国 东 部 地 区 的 平 均 雾 日 数 为

１５．３ｄ，较常年偏少８．１ｄ，为１９６１年以来最少；平

均霾日数为１６ｄ，较常年偏多７．２ｄ，为１９６１年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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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多。中东部地区及东北西北部、西南东南部雾、

霾日数一般在２０ｄ以上，其中华北东北部和西南

部、黄淮东南部、江淮东部、江南东部和西南部、华南

中部以及云南南部有４０～８０ｄ，局部地区在８０ｄ以

上。与常年相比，华南东部、江南中西部、西南地区

东北部以及陕西中南部、云南南部和西北部、山西中

西部、河北中西部、辽宁东部等地雾、霾日数偏少１０

～２０ｄ，其中四川东部、重庆西部、云南西南部的局

部偏少３０ｄ以上；华南中西部、江南东部、江淮东

部、黄淮东南部及京津等地偏多１０～４０ｄ，江苏、广

东局部地区偏多４０ｄ以上。雾、霾天气主要出现在

１—３月和１０—１２月。频繁的雾、霾天气对交通运

输产生较大影响，并引发多起交通事故，造成人员伤

亡。

图１１　２０１２年全国主要气象灾害分布示意图

Ｆｉｇ．１１　Ｓｋｅｔｃｈｏｆｔｈｅｍａｊｏｒ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ｓｏｖｅｒＣｈｉｎａｉｎ２０１２

３　小　结

综上所述，２０１２年中国年降水量总体偏多，年

平均气温接近常年。如２０１２年全国主要气象灾害

事件分布示意图（图１１）所示：年内，气象灾害种类

多，局地灾情重。暴雨过程多，局部洪涝和山洪地质

灾害重，长江、黄河和海河等流域先后出现明显汛

情，北京、甘肃和四川等地出现山洪地质灾害。台风

登陆时间集中，影响范围广。区域性、阶段性低温阴

雨天气多发，北方多次出现大范围暴雪天气，部分地

区遭受雪灾。综合来看，２０１２年气象灾害为偏轻年

份，直接经济损失偏重，死亡失踪人数和受灾面积均

明显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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