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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２０１５年，全国平均气温较常年偏高０．９℃，为１９６１年以来最高值，华南年平均气温为历史最高，东北、华北和西北为

次高值；四季气温均偏高。全国平均降水量６４８．８ｍｍ，较常年偏多３％；长江中下游大部及广西、新疆等地降水量偏多，西南

西部及海南、辽宁等地降水偏少；冬、夏季降水偏少，春季接近常年同期，秋季偏多明显。２０１５年，南方暴雨过程多，夏季出现

南涝北旱，上海、南京等多个城市内涝重；华北、西北东部及辽宁夏秋连旱影响较重；１１月江南、华南出现强降雨，秋汛明显；盛

夏，新疆出现持续高温天气，但长江中下游地区连续两年出现凉夏；登陆台风偏少，但登陆台风强度强，“彩虹”致灾重。２０１５

年，我国共出现１１次大范围、持续性霾过程，１１—１２月我国中东部雾霾持续时间长、范围广、污染程度重，１１月２７日至１２月

１日华北、黄淮等地的雾霾天气过程为２０１５年最严重的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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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６年１月２１日收稿；　２０１６年３月７日收修定稿

第一作者：廖要明，主要从事气候与气候变化影响评估工作．Ｅｍａｉｌ：ｌｙｍｚｘｒ＠ｃｍａ．ｇｏｖ．ｃｎ



ｆａｌｌ．Ｌａｎｄｉｎｇｔｙｐｈｏｏｎｓｗｅｒｅｌｅｓｓｂｕｔｗｉｔｈｍｏｒｅｐｏｗｅｒｆｕｌ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Ｆｏｒｉｎｓｔａｎｃｅ，ｔｈｅｌａｎｄｉｎｇＴｙｐｈｏｏｎｏｆＭｕｊｉｇａｅ

ｃａｕｓｅｄｔｈｅｓｅｖｅｒｅ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ｓ．ＴｈｅｒｅｗｅｒｅｅｌｅｖｅｎｌａｒｇｅｓｃａｌｅａｎｄｐｅｒｓｉｓｔｅｎｔｈａｚｅｅｖｅｎｔｓｏｖｅｒＣｈｉｎａｉｎ２０１５．Ｔｈｅｆｒｅ

ｑｕｅｎｔｆｏｇｈａｚｅｅｖｅｎｔｓｈｉｔｔｈ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ａｎｄｅａｓｔｅｒｎＣｈｉｎａｆｒｏｍＮｏｖｅｍｂｅｒｔｏ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ａｎｄｔｈｅｍｏｓｔｓｅｒｉｏｕｓｅｖｅｎｔ

ｏｃｃｕｒｒｅｄｉｎＨｕａｎｇｈｕａｉａｎｄＮｏｒｔｈＣｈｉｎａｆｒｏｍ２７Ｎｏｖｅｍｂｅｒｔｏ１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ｉｎ２０１５．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ｗｅａｔｈｅｒａｎｄｃｌｉｍａｔｅ

引　言

２０１５年，全国平均气温较常年偏高０．９℃，为

１９６１年以来最高值；全国平均降水量６４８．８ｍｍ，较

常年偏多３％。华南前汛期开始晚、结束早、雨季

短、雨量偏少；梅雨入梅时间明显偏早，出梅时间显

著偏晚，梅雨期降水显著偏多；华北雨季开始晚、结

束早，降水量为近１３年来次少；华西秋雨开始早、结

束早、雨量偏少并呈“南多北空”分布。２０１５年，我

国暴雨洪涝、干旱等灾害总体偏轻，与近１５年相比，

因灾造成死亡人数和受灾面积明显偏少，气象灾害

属于偏轻年份。

因气候与气候变化的研究以及防灾减灾措施等

的科学事实和参考依据的需求，需要及时对我国的

气候及其异常特点进行概括（中国气象局，２００６；

２０１５），对各类极端天气气候事件进行总结和分析

（侯威等，２０１５；２０１４；王有民等，２０１３；李莹等，

２０１２），可以为气候与气候变化的研究及防灾减灾提

供科学事实和参考依据。本文对２０１５年中国气温

和降水的时空分布特征以及年内发生的一些重大灾

害性天气气候事件的特征及影响进行综述。

资料主要采用国家气象信息中心提供的我国

２４００个地面观测站１９５１—２０１５年逐日的平均气

温、最高气温、最低气温和降水量等气象要素以及沙

尘暴、雾、霾、冰雹等主要天气现象资料。气候平均

值（即常年值）采用１９８１—２０１０年的平均值。

１　基本气候概况

１．１　气温

２０１５年，全国平均气温１０．５℃，较常年（９．６℃）

偏高０．９℃，为１９６１年以来最暖的一年（图１）；各月

气温均较常年同期偏高，其中１—３月均偏高超过

１．５℃。全国六大区域（东北、华北、西北、长江中下

游、华南和西南）气温均偏高，其中东北和西北分别

偏高１．１℃和１．０℃；华南年平均气温为历史最高，

东北、华北和西北为次高值。从空间分布看，全国大

部地区气温偏高０．５℃以上，其中东北北部、西北大

部、黄淮东部、江淮东部及内蒙古大部、辽宁中部、四

川东部和南部、贵州西部等地偏高１～２℃（图２）。

图１　１９６１—２０１５年全国年平均

气温历年变化

Ｆｉｇ．１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ａｎ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ｏｖｅｒＣｈｉｎａｄｕｒｉｎｇ１９６１－２０１５

图２　２０１５年全国年平均

气温距平分布（单位：℃）

Ｆｉｇ．２　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ａｎ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ｏｍａｌｉｅｓｏｖｅｒＣｈｉｎａｉｎ２０１５（ｕｎｉｔ：℃）

　　冬季（２０１４年１２月至２０１５年２月），全国平均

气温为－２．３℃，较常年同期偏高１．１℃，有前冬冷、

后冬暖的特点。其中２０１４年１２月全国平均气温偏

低０．２℃，２０１５年１和２月分别偏高１．９℃和１．５℃

（王东阡等，２０１５）。春季（３—５月），全国平均气温

１１．４℃，较常年同期偏高１．０℃，与２０１３和２０１４年

春季并列为１９６１年以来历史同期第二高，仅低于

２００８年春季（邵勰等，２０１５）。夏季（６—８月），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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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气温２１．２℃，较常年同期偏高０．３℃（王东阡

等，２０１６）。秋季（９—１１月），全国平均气温１０．７℃，

较常年同期（９．９℃）偏高０．８℃（聂羽等，２０１６）。

２０１５年，全国共有２６５站日最高气温达到极端

事件标准，极端高温事件站次比为０．１９，较常年

（０．１２）略偏多，但较２０１３年（０．８）和２０１４年（０．３５）

明显偏少。年内，全国有６６站日最高气温突破历史

极值，２１３站连续高温日数达到极端事件标准，极端

连续高温事件站次比（０．１６）较常年（０．１３）偏多；全

国仅有１４站日最低气温达到极端事件标准，极端低

温站次比０．０１，较常年（０．１１）偏少；全国共有３４５

站日降温幅度达到极端事件标准，其中６２站突破历

史极值。

１．２　降水

２０１５年，全国平均降水量６４８．８ｍｍ，较常年

（６２９．９ｍｍ）偏多３％，较２０１４年（６３６．２ｍｍ）偏多

２％（图３）。降水时空分布不均，阶段性变化大。

冬、夏季降水偏少，春季接近常年，秋季明显偏多，为

１９６１年以来第三多。年内各月，２—４月和７月偏

少，其中７月偏少２６．５％，３月偏少２６．１％；８月接

近常年同期；其余月份均偏多，其中１１和１２月分别

偏多１．１和１．３倍。空间分布上，江淮东部、江南中

东部及福建西北部、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新疆东

部和南部、青海西北部、西藏西部等地降水量偏多

２０％至１倍，部分地区偏多１倍以上；内蒙古东北部

局部、辽宁中部、山东半岛南部、云南西北部、西藏中

部、海南大部等地偏少２０％～５０％；全国其余大部

地区降水量接近常年（图４）。

　　２０１５年，全国平均降雨（日降水量≥０．１ｍｍ）

日数为１１８ｄ，较常年偏多４ｄ。江淮、江汉、江南、华

南、西南中东部、东北东部及青海南部、甘肃南部、陕

图３　１９６１—２０１５年全国平均年降水量历年变化

Ｆｉｇ．３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ａｎ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ｏｖｅｒＣｈｉｎａｄｕｒｉｎｇ１９６１－２０１５

图４　２０１５年全国年降水量

距平百分率分布（单位：％）

Ｆｉｇ．４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ｓｏｆａｎｎｕａｌ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ｏｍａｌｉｅｓｏｖｅｒＣｈｉｎａｉｎ２０１５（ｕｎｉｔ：％）

西南部等地年降水日数在１００ｄ以上，江南大部、华

南北部及贵州大部有１５０～２００ｄ；全国其余大部地

区降水日数少于１００ｄ，其中新疆南部、内蒙古西北

部、甘肃西部、青海西北部、西藏西北部不足５０ｄ。

与常年相比，中东部大部地区降水日数接近常年或

偏多，其中长江中下游大部地区、华南北部、华北东

部和北部及内蒙古中东部等地偏多１０～２０ｄ，江西

和福建的部分地区偏多２０ｄ以上。

２０１５年，全国共有２１８站的日降水量达到极端

事件监测标准，极端日降水事件站次比为０．１１，接

近常年（０．１０）；全国共有３６站日降水量突破历史极

值，２２站连续降水量突破历史极值；全国共有２１７

站的连续降水日数达到极端事件标准，站次比为

０．１，较常年略偏少（０．１３）；全国共有２５站连续降水

日数突破历史极值。

２０１５年，华南前汛期于５月５日开始，６月２５

日结束，历时５２ｄ，总降雨量５１７．８ｍｍ。与常年相

比，开始偏晚２９ｄ，结束偏早１１ｄ，雨季偏短４０ｄ，为

１９７８年来最短，雨量偏少２９．３％。西南雨季于６月

９日开始，１０月１５日结束，历时１２８ｄ，总降雨量

６７１．０ｍｍ。与常年相比，开始偏晚１４ｄ，结束偏晚

１ｄ，雨季偏短１３ｄ，雨量偏少９．９％。梅雨始于５月

２６日，７月２７日结束，梅雨季降雨量５７８．６ｍｍ。

入梅时间明显偏早，出梅时间显著偏晚，梅雨季降水

显著偏多。其中江南梅雨入梅偏早１２ｄ，出梅偏晚

１８ｄ，梅雨期雨量偏多８５．５％；长江中下游梅雨入梅

偏早１９ｄ，出梅偏晚１４ｄ，梅雨期雨量偏多９４．７％；

江淮梅雨入梅偏晚３ｄ，出梅偏晚１０ｄ，雨量偏多

４６．６％。华北雨季于７月２３日开始，较常年偏晚

５ｄ，于８月１７日结束，较常年偏早１ｄ，雨季长度

２６ｄ，较常年偏短６ｄ。雨季总降水量为６５．１ｍ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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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常年偏少５２．０％，为近１３年来次少，雨季强度偏

弱。华西秋雨于８月２４日开始，较常年偏早７ｄ，１０

月７日结束，比常年偏早２５ｄ。平均雨量１９３．４

ｍｍ，较常年偏少４．６％。但区域差异显著，表现为

华西“南多北空”特点，即华西南部雨量偏多，而华西

北部出现空汛。

１．３　热带海洋和热带对流

２０１５年，赤道中东太平洋大部海温异常偏暖，

厄尔尼诺事件持续发展。１—３月，赤道中太平洋海

温呈现出显著偏暖的状态，而赤道东太平洋地区海

温基本接近正常，特别是Ｎｉｎｏ１＋２区的海温在２月

出现了一次冷水波动；４—１０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

温明显上升，厄尔尼诺事件发展加强，暖海温中心由

赤道中太平洋东移至赤道东太平洋地区；特别是

９—１１月，ＮｉｎｏＺ区海表温度距平指数（尼诺综合监

测指数）连续３个月达到或超过２．０℃。截至１２

月，本次厄尔尼诺事件累计海温指数已达２３．０℃，

为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强度已超过１９８２／１９８３

年，成为历史上第二强的厄尔尼诺事件。年内，在赤

道中东太平洋暖水波动的过程中，赤道西太平洋海

温维持正常状态，７月开始在１３０°Ｅ附近出现冷海

温中心；南方涛动指数（ＳＯＩ）除４月外一直维持负

值（图５），其中５—１０月南方涛动指数为显著的负

值，表明热带大气对赤道中东太平洋暖水波动的响

应显著。

２０１５年１—４月，热带对流活动（通常用射出长

波辐射通量距平来表征）由赤道西太平洋东部东移

到赤道中太平洋地区，对流活动中心位于日界线及

其附近地区。５—６月，对流活动扩展至整个赤道中

东太平洋地区。７月，赤道中太平洋地区的对流活

动出现中断，对流区位于赤道东太平洋。８—１０月，

图５　２０１４—２０１５年ＮｉｎｏＺ和Ｎｉｎｏ３．４海温

指数（单位：℃）及南方涛动指数（ＳＯＩ）逐月演变

Ｆｉｇ．５　Ｍｏｎｔｈｌｙ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ｅａｓｕｒｆａｃｅ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ｉｎｄｅｘ（ｕｎｉｔ：℃）ａｎｄ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ｏｓｃｉｌｌ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ＳＯＩ）

ｏｆＮｉｎｏＺａｎｄＮｉｎｏ３．４ｄｕｒｉｎｇ２０１４－２０１５

赤道中太平洋地区对流偏强，对流中心位于日界线

地区，而赤道东太平洋地区的强对流区则向西收缩

至１３５°Ｗ以西。赤道西太平洋地区对流活动自２

月开始一直处于偏弱状态，特别是５月以来，随着厄

尔尼诺事件的发展，赤道西太平洋地区的对流活动

显著偏弱。赤道太平洋对流活动的异常分布及演变

特征与海表温度的发展演变相对应，反映了热带大

气对赤道中东太平洋暖水波动的响应。

１．４　大气环流

２０１４／２０１５年冬季，东亚冬季风强度和西伯利

亚高压强度均偏弱。欧亚中高纬地区盛行纬向环

流，以平直西风气流为主，我国主要受正高度距平控

制，东亚大槽偏东，不利于冷空气南下影响我国。对

流层低层，东亚地区北风偏弱，西伯利亚高压总体偏

弱，北极涛动以正位相为主。东亚中高纬地区的高

度异常与北极涛动的位相密切相关，北极涛动维持

正位相和冬季风偏弱是造成我国大部分地区气温偏

高的主因。

２０１５年夏季，西北太平洋副热带高压（以下简称

副高）系统强度偏弱、面积偏小、西伸脊点位置偏东。

除６月上半月和８月初副高脊线位置偏北以外，其余

时间均偏南。如此配置的副高脊线位置，使得夏季主

要雨带集中在南方，不利于华北、东北等地降水偏多。

２０１５年南海夏季风于５月第５候爆发，爆发时间与常

年一致；于１０月第２候结束，较常年（９月第６候）偏

晚２候。２０１５年南海夏季风强度指数为－０．９，强度

偏弱。自５月第５候南海夏季风爆发后，除６月第５

候至７月第４候、８月第５候、９月第５—６候强度偏

强外，其余时段强度均较常年同期偏弱（图６）。

图６　２０１５年南海季风监测区

逐候纬向风强度指数

（单位：ｍ·ｓ－１，方框为常年值）

Ｆｉｇ．６　Ｔｈｅｐｅｎｔａｄｌｙ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ｚｏｎａｌｗｉｎｄ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ｉｎｄｅｘｉｎ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ＣｈｉｎａＳｅａ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ｉｎ２０１５

（ｕｎｉｔ：ｍ·ｓ－１，Ｂｏｘｉｓｆｏｒｎｏｒｍａｌｖａｌｕ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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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５年东亚副热带夏季风强度接近常年。５月

第１—５候，我国东部雨带主要维持在华南地区，５

月第６候，随着副高的北抬，夏季风推进至我国江南

地区，我国江南进入梅雨季节，入梅日期较常年偏

早。随着副高的持续北抬，我国长江和江淮地区分

别于６月第３候和６月第４候入梅。６月第５候，华

南前汛期结束，结束时间较常年偏早。７月第２—３

候，副高突然南撤，７月第４候副高再次北抬，７月第

５候华北雨季开始，开始时间偏晚。同时，我国江淮

地区出梅。７月第６候，长江和江南地区相继出梅。

出梅时间均较常年偏晚。８月第３候，副高和东亚季

风开始逐渐南撤，季风雨带也开始南移。８月第４

候，华北雨季结束。随着季风的进一步南撤，８月第

５候，我国华西地区降水明显增多，华西秋雨开始。

１０月第２候，华西秋雨结束。随着北方冷空气南下

影响我国华南沿海和南海地区，夏季风开始撤离南

海地区，南海夏季风结束（图７）。

图７　沿１１０°～１２０°Ｅ候平均降水量

纬度时间剖面（单位：ｍｍ）

Ｆｉｇ．７　Ｔｈｅｌａｔｉｔｕｄｅｔｉｍｅｐｒｏｆｉｌｅｏｆｐｅｎｔａｄｌｙ

ｍｅａｎ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ｏｎｇ

１１０°－１２０°Ｅｉｎ２０１５（ｕｎｉｔ：ｍｍ）

２　主要天气气候事件及影响

２０１５年，我国干旱主要发生在北方地区，影响

总体偏轻；汛期，全国没有发生大范围流域性暴雨洪

涝灾害，洪涝灾害总体偏轻，但南方部分地区因降雨

集中，强度强，对城市运行、道路交通、农业生产和人

们生命财产等造成不利影响；台风生成个数多，登陆

个数少，但登陆强度强，强台风彩虹致灾重；华南南

部及新疆夏季高温天气频繁，长江中下游出现凉夏；

部分地区出现阶段性低温冷冻害，但影响总体偏轻；

强对流天气发生频繁，死亡人数偏多；春季北方沙尘

天气少，影响偏轻；我国中东部雾霾天气频繁，对交

通和人体健康影响大。与最近１５年平均值相比，

２０１５年农作物受灾面积和死亡失踪人数均明显偏

少，直接经济损失略偏少。总体来看，２０１５年气象

灾害属偏轻年份。

２．１　干旱

２０１５年，我国出现了区域性和阶段性干旱，除

华北西部及辽宁夏秋干旱影响较重外，华北及内蒙

古中部春旱，云南春夏连旱等均未产生严重影响。

总体而言，２０１５年我国干旱灾害偏轻。

２０１４年１１月至２０１５年３月，华北大部及内蒙

古中部和西部地区降水量较常年同期普遍偏少２～

５成，其中华北北部和西部及内蒙古中部偏少５成

以上；气温比常年同期偏高１～２℃。降水少温度高

导致上述地区气象干旱迅速发展，对华北地区冬小

麦生长发育造成不利影响。

２０１５年５—７月，云南中西部降水量较常年同

期偏少２～５成，云南省平均降水量３６２．８ｍｍ，较

常年同期偏少２８．５％，为１９５１年以来历史同期最

少。长时间少雨导致干旱持续并发展，云南西部普

遍出现重度以上气象干旱，造成当地玉米、荞麦等作

物受灾，部分地区水源干涸，人畜饮水出现困难。

２０１５年６月下旬至９月下旬，华北西部、西北

东部及辽宁中西部等地降水量普遍不足２００ｍｍ，

较常年同期偏少２～５成，其中辽宁中部偏少５～８

成。６月２０日至７月２０日，辽宁省平均降水量仅

３０．７ｍｍ，比常年同期偏少７８．７％，为１９６１年以来

最少，气象干旱发展迅速，土壤墒情持续偏差，玉米、

马铃薯等作物生长发育受到严重影响；７—８月，华

北、西北东部、黄淮等地高温少雨，出现中到重度气

象干旱、局地特旱，湖泊、水库蓄水不足，８月１５日

北京密云水库水体面积较２００１年以来同期平均值

偏小１１％。

２．２　暴雨洪涝

２０１５年汛期（５—９月），全国共出现３５次暴雨

天气过程，较２０１４年同期（２９次）偏多６次。全国

没有发生大范围流域性暴雨洪涝灾害，总体上看，

２０１５年为暴雨洪涝灾害偏轻年份。

华南前汛期于５月５日开始，入汛偏晚２９ｄ，但

雨势猛，多个城市频遭暴雨侵袭，内涝严重。５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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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３１日，华南平均降水量达３０５．３ｍｍ，较常年同

期偏多５２．５％，是近４０年最多。受强降雨影响，广

西桂江、广东北江、湖南湘江、江西赣江、福建闽江上

游等７６条河流发生超警或超保洪水。

６—８月，南方地区共出现１８次暴雨过程，暴雨

过程间隔时间短、雨量大。江淮、江南、西南部分地

区出现极端强降水，其中福建福州（２４４．４ｍｍ）、贵

州长顺（２４７．８ｍｍ）和江苏常州（２４３．６ｍｍ）等２４

站日降水量达到或突破历史极值。频繁的降水造成

南方地区部分江河水位上涨，农田渍涝、城市内涝严

重。上海、南京、武汉、深圳等多个大中城市发生严

重内涝，给市民日常生活、交通等造成较大影响。

９月１—２４日，华西地区降水频繁，部分地区出

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华西区域

平均降水量１２５．７ｍｍ，较常年同期偏多４３％，其中

四川降水量（１６１．２ｍｍ）为１９８３年以来历史同期最

大值。秋雨频繁，造成部分河流水位上涨，农田被

淹，城镇内涝严重，局地还遭受山洪、滑坡泥石流等

灾害。

１１月１０—２０日，江南、华南出现两次强降水天

气过程，江南大部及广西等地降水量普遍有１００～

２００ｍｍ，比常年同期偏多２倍以上，湖南南部、江西

南部、广西大部偏多４～８倍。广西、江西、湖南、浙

江的降水量均为１９６１年以来历史同期最多；广西灵

川、富川和湖南桂东等６３站日降水量突破１１月历

史极值。受强降雨影响，江西、湖南和广西境内多条

河流先后出现超警戒水位，出现明显汛情。强降水

导致湖南、广西、云南部分地区遭受洪涝灾害。１１

月１３日浙江丽水因山体滑坡导致数十栋房屋被埋，

３８人死亡。

２．３　热带气旋

２０１５年，西北太平洋和南海上共有２７个台风

（中心附近最大风力≥８级）生成，比常年 （２５．５个）

偏多１．５个，其中６个登陆我国（图８），较常年（７．２

个）偏少１．２个。初台、终台登陆时间均略偏早；台

风登陆时强度强；强台风彩虹致灾重。“苏迪罗”是

今年造成人员伤亡最大的台风，“彩虹”是造成经济

损失最重的台风。全年台风共造成５７人死亡或失

踪，直接经济损失６８４．１亿元。与２０００—２０１４年平

均值相比，２０１５年台风造成直接经济损失偏重，死

亡人口明显偏少。

第２２号台风彩虹１０月４日以强台风级别在广

东湛江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１５级

（５０ｍ·ｓ－１），中心最低气压９４０ｈＰａ。“彩虹”是有

气象记录以来１０月登陆广东的最强台风，也是１０

月进入广西内陆的最强台风。狂风暴雨导致湛江市

区一片狼藉，全城交通近乎瘫痪。受“彩虹”影响，广

东多地还出现龙卷风。“彩虹”造成广东、广西、海南

３省（区）２４人死亡或失踪，７８８．５万人受灾，直接经

济损失３００．１亿元，是今年经济损失最重的台风。

第１３号台风苏迪罗于８月７和８日先后在台

湾和福建沿海登陆，登陆强度分别为强台风和台风

级别。“苏迪罗”深入内陆影响范围广，带来的风雨

强度大，造成严重灾害。据统计，浙江、福建、安徽、

江西、江苏５省有３３人死亡或失踪，８２４万人受灾，

直接经济损失２４２．５亿元。“苏迪罗”是今年造成人

员伤亡最多的台风。

图８　２０１５年登陆中国台风路径图

Ｆｉｇ．８　Ｔｒａｃｋｓｏｆｔｒｏｐｉｃａｌｃｙｃｌｏｎｅｓｔｈａｔ

ｌａｎｄｅｄＣｈｉｎａｉｎ２０１５

２．４　高温

２０１５年夏季，全国平均高温（日最高气温≥

３５℃）日数７．８ｄ，接近常年同期。华南中南部及新

疆等地高温日数较常年同期偏多５～１０ｄ，海南、广

西南部和新疆南部偏多１０ｄ以上。其中，新疆区域

平均高温日数２１．２ｄ，比常年同期偏多７ｄ，为１９６１

年以来同期最多（图９）；海南省平均高温日数２５．１

ｄ，较常年偏多１４．５ｄ，也为１９６１年以来最多。但华

北、江淮、江南等地高温日数偏少，其中，长江中下游

地区平均高温日数１１．４ｄ，较常年同期偏少５．１ｄ，

为２０００年以来同期最少，长江中下游地区出现凉

夏。

７月１２日至８月１０日，新疆出现大范围持续

高温天气，３８℃以上高温覆盖面积最大达７５．３万

ｋｍ２；吐鲁番地区东坎儿极端最高气温达４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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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高温天气对春小麦、春玉米的生长发育造成不

利影响，部分林果出现高温热害现象。

图９　１９６１—２０１５年新疆夏季高温

日数历年变化

Ｆｉｇ．９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ｄａｙｓｗｉｔｈｄａｉｌｙ

ｍａｘｉｍｕｍ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３５℃ｉｎＸｉｎｊｉａｎｇ

ｄｕｒｉｎｇ１９６１－２０１５

２．５　低温

２０１５年，我国部分地区出现低温冷冻害，对农

业生产和人体健康造成一定影响。４月上旬南方遭

遇倒春寒；５月北方部分地区遭受霜冻灾害；１１月下

旬北方遭遇寒潮。但总体而言，２０１５年属低温冷冻

害偏轻年份。

４月上旬，江淮东部、江汉及江南等地出现大幅

降温，最大降温幅度有１４～２０℃，局部地区达２０℃

以上，湖北、江西、湖南和安徽等地极端最低气温在

６℃以下。江汉南部和江南大部出现较大范围的倒

春寒，部分早稻出现烂种烂秧，蔬菜、果树等遭受不

同程度冻害。

５月５—１６日，我国北方出现大范围降温天气

过程，华北、黄淮北部、西北地区东北部及内蒙古大

部、黑龙江北部、吉林东部等地过程最大降温普遍有

８～１２℃，部分地区超过１２℃。青海、甘肃、宁夏、陕

西、山西、河北等省（区）露地蔬菜、作物遭受冻害。

１１月２１—２７日，北方地区出现大范围降温天

气，中东部大部降温超过１０℃，局地超过１４℃。最

低气温０℃线压至长江中下游地区，华北大部最低

气温为－１６～－８℃，其中河北北部和山西北部达

－２４～－１６℃；山东中西部最低气温降至－１４～

－９℃。河北保定（－１５．６℃）、山东济南（－１０．１℃）

等１１３站的最低气温跌破１９６１年以来１１月最低气

温纪录。寒潮天气导致河北、山东等省用电负荷大

幅增加，各大医院感冒患者人数激增。

２．６　强对流

２０１５年，全国有２０００余个县（市）次出现冰雹

或龙卷风天气，降雹次数较常年偏多，其中北方风雹

灾害突出。与近１０年相比，强对流天气造成的农作

物受灾面积偏小，经济损失偏轻，但死亡人数偏多。

４月２７—２９日，江苏、安徽两省有１６市３５个

县（市、区）遭受冰雹、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

流天气袭击，局部出现龙卷风。江苏省局地最大冰

雹直径５０ｍｍ，最大风力达１２级，最大１ｈ降水量

达９６ｍｍ，强度之强为历史同期罕见。两省共计

１４３万人受灾，６人死亡；损坏房屋８．９万间；农作物

受灾面积１３．９万ｈｍ２，其中绝收面积５０００多ｈｍ２；

直接经济损失８．７亿元。

５月６—８日，陕西、河南两省有１５市４９个县

（市、区）遭受风雹灾害。河南洛阳市区冰雹直径达

２０～３０ｍｍ，降雹持续时间约２０ｍｉｎ。两省共计

１９４万人受灾，３人死亡；损坏房屋１．８万间；农作物

受灾面积１６．７万ｈｍ２，其中绝收面积２．５万ｈｍ２；

直接经济损失１２．８亿元。

６月１日晚，“东方之星”号客轮航行至湖北省

荆州市监利县长江大马洲水道时，突遇强对流天气

（飑线伴有下击暴流）袭击，瞬间极大风力达１２～１３

级并伴有特大暴雨，在强风暴雨作用下客轮处于失

控状态，倾斜进水并在一分多钟内倾覆，造成４４２人

不幸遇难。

１０月４日，广东省汕尾市海丰县、佛山市顺德

区、广州市番禺区等地先后遭受龙卷风袭击，部分地

区设施受损，海珠、番禺大面积停水停电，造成７人

死亡，直接经济损失１０．７亿元。

２．７　沙尘

２０１５年沙尘天气影响总体偏轻。春季，北方地

区共出现１１次沙尘天气过程，比常年同期（１７次）

偏少６次，也较２００１—２０１０年同期平均（１２．７次）

偏少１．７次；其中沙尘暴和强沙尘暴过程共２次，较

２００１—２０１０年同期平均（８次）偏少６次（图１０）。

北方地区平均沙尘日数为２．６ｄ，比常年同期偏少

２．５ｄ，为１９６１年以来同期第五少。２０１５年首次沙

尘天气过程发生时间为２月２１日，接近２０００—

２０１４年平均（２月１９日）。４月２７—３０日的沙尘暴

天气过程是２０１５年影响我国范围最广、损失最重的

一次。此次沙尘天气过程，南疆盆地大部、北疆中东

８７４　　　　　　　　　　　　　　　　　　　 　气　　象　　　　　　　　　　　　　　　 　　 　　　第４２卷　



部、甘肃西部、青海西北部、内蒙古中部、东北地区西

南部等地出现了扬沙和沙尘暴天气，其中南疆盆地

西南部出现强沙尘暴天气。４月１５日，沙尘暴随９

级大风袭击北京，黄沙弥漫，能见度迅速下降，多个

监测站点ＰＭ１０小时浓度超过１０００μｇ·ｍ
－３，达到

重度污染。

图１０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年春季北方沙尘

天气过程历年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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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８　雪灾

２０１５年，全国平均降雪日数１４．９ｄ，比常年偏

少１１．５ｄ，为１９６１年以来次少。降雪主要出现在东

北东部和北部及新疆北部、内蒙古东部、青藏高原中

部和东北部等地，年降雪日数一般在３０ｄ以上。与

常年相比，除北京、辽宁南部和新疆南部等地年降雪

日数偏多外，全国其余大部分地区接近常年或偏少。

２月，东北大部地区降水量有１０～２５ｍｍ，普遍

较常年同期偏多１～３倍，黑龙江西部、吉林西部偏

多３～４倍，局部偏多４倍以上。东北三省区域平均

降雪量１４．８ｍｍ，为１９６１年以来历史同期第四多。

东北大部地区降雪日数有５～１０ｄ，比常年同期偏多

１～３ｄ。吉林、黑龙江大部积雪日数有１５～２５ｄ。

降雪量大，降雪日数多，积雪时间长，对交通和人们

出行带来不利影响。

１１月２１—２５日，华北、黄淮、江淮等地先后出

现降雨（雪）、暴雪天气，降水量１５～３０ｍｍ，山东中

南部、河南北部和江苏中北部等地有３０～６０ｍｍ，

山东南部局地达７１ｍｍ。山东济宁、菏泽等地最大

积雪深度达２５～３２ｃｍ，菏泽雪深突破了当地３０年

来的历史纪录。大雪造成公交停运，中小学停课，设

施农业、交通出行受到严重影响。

１２月１２日，西北地区东北部及新疆出现明显

降雪过程，新疆和宁夏的部分地区出现暴雪。北疆

西部、沿天山一带、阿克苏地区等地降雪量有５～

２０ｍｍ，乌鲁木齐降雪量达４６ｍｍ，打破当地１９５１

年以来冬季最多日降雪纪录。１２—１３日，宁夏海原

和陕西定边降雪量达１４ｍｍ。西北地区东北部积

雪深度５～９ｃｍ，新疆北部积雪达１０～２０ｃｍ。降雪

造成大面积航班延误，部分中小学停课，部分温室大

棚和棚内蔬菜等作物遭受损失，草场受灾。

２．９　雾霾过程

２０１５年，我国共出现１１次大范围、持续性霾过

程（主要集中在１月和１１—１２月），频繁霾天气对交

通运输和人体健康不利。

１１月６—８日，东北地区出现霾天气，部分地区

ＰＭ２．５浓度超过２５０μｇ·ｍ
－３，哈尔滨市ＰＭ２．５小时

峰值浓度接近１０００μｇ·ｍ
－３，长春、沈阳等城市

ＰＭ２．５小时峰值浓度甚至超过１０００μｇ·ｍ
－３。

１１月２７日至１２月１日，华北大部及河南北

部、山东西北部等地出现中到重度霾，能见度３ｋｍ

以下且ＰＭ２．５浓度超过１５０μｇ·ｍ
－３，覆盖面积达

到４１．７万ｋｍ２。其中，京津冀地区过程平均ＰＭ２．５

浓度普遍超过２５０μｇ·ｍ
－３；３０日北京、河北局地

最高小时浓度超过９００μｇ·ｍ
－３，北京琉璃河站高

达９７６μｇ·ｍ
－３。１１月２９日到１２月１日，华北中

南部、黄淮、江淮东部等地除了出现严重霾天气，并

伴有大范围能见度不足１０００ｍ的雾，部分地区出

现能见度不足２００ｍ 的强浓雾。受雾、霾天气影

响，大量航班停飞、华北区域多条高速公路关闭。此

次过程具有强度强、影响范围广、过程发展快、强浓

雾与严重霾混合、能见度持续偏低、影响严重等特

点，为２０１５年最严重的一次雾霾天气过程。

１２月１９—２５日，华北中南部、黄淮大部、江淮

东部及陕西关中等地出现中到重度霾，重度霾面积

达１９．１万ｋｍ２。华北中南部、黄淮大部出现大面积

严重污染，北京南部、河北中南部部分地区ＰＭ２．５峰

值浓度均超过５００μｇ·ｍ
－３，河北南部局地超过

１０００μｇ·ｍ
－３。

３　结　论

２０１５年，我国气温创历史新高，为１９６１年以来

最暖的一年，降水总体偏多，气候属正常年景。暴雨

洪涝、干旱等灾害总体偏轻，与近１５年相比，因灾造

成死亡人数和受灾面积明显偏少，气象灾害属于偏

轻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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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５年，全国平均气温较常年偏高０．９℃，为

１９６１年以来最高值，华南年平均气温为历史最高，

东北、华北和西北为次高值；四季气温均偏高。全国

平均降水量６４８．８ｍｍ，较常年偏多３％；长江中下

游大部及广西、新疆等地降水量偏多，西南西部及海

南、辽宁等地降水偏少；冬、夏季降水偏少，春季接近

常年同期，秋季偏多明显。

２０１５年，华南前汛期开始晚、结束早、雨季短、

雨量偏少；梅雨入梅时间偏早，出梅时间偏晚，梅雨

期降水偏多；华北雨季开始晚、结束早，降水量为近

１３年来次少；华西秋雨开始早、结束早、雨量偏少，

表现为“南多北空”特点，华西北部出现空汛。从流

域看，长江、珠江流域降水量偏多，其中长江流域偏

多１２％，为近１７年来最多；辽河和黄河流域均偏

少。

２０１５年，南方暴雨过程多，夏季出现南涝北旱，

上海、南京等多个城市内涝重；华北、西北东部及辽

宁夏秋连旱影响较重；１１月江南、华南出现强降雨，

秋汛明显；盛夏，新疆出现持续高温天气，但长江中

下游地区连续两年出现凉夏；登陆台风偏少，但登陆

台风强度强，“彩虹”造成损失重。２０１５年，我国共

出现１１次大范围、持续性霾过程，１１—１２月我国中

东部雾霾持续时间长、范围广、污染程度重，１１月

２７日至１２月１日华北、黄淮等地的雾霾天气过程

为２０１５年最严重的一次（图１１）。

图１１　２０１５年中国重大天气气候事件示意图

Ｆｉｇ．１１　Ｓｋｅｔｃｈｏｆｔｈｅｍａｊｏｒ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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