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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要明　张存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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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中国８２５个气象站点１９６１—２０１５年逐日降水量、平均气温、最高气温、最低气温和平均风速等资料，根据２０１７

年修订的国家标准《气象干旱等级》，计算得到各站点１９６１—２０１５年逐日气象干旱综合指数（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ｄｒｏｕｇｈｔ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

ｉｎｄｅｘ，ＭＣＩ）。基于 ＭＣＩ指数系统分析了中国及东北、华北、西北东部、西南、长江中下游、华南６大区域中旱及以上干旱日数

的时空分布及气候变化特征，并结合１９５１—２０１５年全国各省（区、市）农业干旱受灾面积和成灾面积，分析了我国不同地区干

旱受灾情况以及灾情变化特征。结果表明：华北、黄淮、西北东部、东北西部、华南西部、西南大部以及内蒙古等地是我国干旱

多发区，其中华北大部、黄淮东北部及陕西北部、甘肃河东大部、宁夏等地年干旱日数在６０天以上，河北南部、宁夏大部、新疆

北部和西部、云南中南部、海南南部等地最长连续干旱日数达２１０天以上；长江中下游、华南东部、西北中部、东北东部等地干

旱日数相对较少。东北、华北干旱主要出现在春末和夏、秋季，西北地区东部主要发生在春末夏初，长江中下游地区主要出现

在盛夏和秋季，华南地区的干旱主要出现在秋、冬季节，西南地区多出现在冬、春季节。１９６１—２０１５年，中国平均年干旱日数

总体呈增加趋势，其中甘肃东南部、宁夏、陕西、山西南部、河南西部、湖北西北部、贵州中西部、云南中西部等地增加趋势明显，

但西北中西部、东北中东部、江南大部、华南大部及青藏高原中西部、内蒙中西部等地年干旱日数呈减少趋势。１９５１—２０１５

年，中国农作物因旱受灾和成灾面积总体呈增加趋势，但近年来有减少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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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干旱是指因一段时间内少雨或无雨，降水量较

常年同期明显偏少而致灾的一种气象灾害。干旱影

响到自然环境和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各个方面。干

旱导致土壤缺水，影响农作物正常生长发育并造成

减产；干旱造成水资源不足，人畜饮水困难，城市供

水紧张，制约工农业生产发展；长期干旱将导致生态

环境恶化，甚者还会导致社会不稳定进而引发国家

安全等方面的问题。与其他自然灾害相比，干旱出

现的次数多、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广、造成的损失

重，是世界尤其是我国最大的自然灾害之一。

２００４—２０１５年，我国平均每年因旱直接经济损失为

６４０．７亿元，仅次于暴雨洪涝造成的损失。在全球

变化和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的影响下，干旱的频繁发

生已成为全球最为严峻的环境问题之一，引起了国

际社会的高度重视和各国学者的诸多研究（Ｓｃｈｕ

ｂｅｒｔｅｔａｌ，２００４；Ｃｏｏｋｅｔａｌ，２００９；张存杰等，２００２；

黄会平，２０１０；杨帅等，２０１４；安莉娟等，２０１４；张强

等，２０１５ａ；２０１５ｂ；李维京等，２０１５；蒋薇等，２０１６）。

干旱指标作为干旱研究的基础和工具，在干旱

监测、预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但干旱成因复杂，干

旱指数作为分析干旱事件的评价指标，不仅要考虑

前期降水，还要考虑降水对后期的影响程度、蒸散、

土壤含水量、径流等。在我国，已发展和应用的气象

干旱指数种类很多，其中Ｚ指数（王志伟和翟盘茂，

２００３）、Ｐａｌｍｅｒ指数（刘巍巍等，２００４；王越等，２００７；

王文等，２０１６）、湿润度和干燥度指数（马柱国和符淙

斌，２００６）、连续无有效降水日数（刘莉红等，２００８）、

有效降水指数（赵一磊等，２０１３）、标准化降水指数

（王素萍等，２０１４）、标准化降水蒸散指数（张玉静等，

２０１５）等在气象干旱监测业务和研究中都得到了广

泛的应用。国家气候中心在长期的业务服务中研制

了具有普适性的ＣＩ综合气象干旱监测指数，编制了

国家标准《气象干旱等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

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和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

会，２００６），建立了全国气象干旱监测业务系统。ＣＩ

指数作为全国气象干旱监测指标，很好地反映了我

国不同地区干旱频率分布和年内不同等级干旱的季

节分布特征（邹旭恺和张强，２００８；邹旭恺等，

２０１０）。但是，最近几年ＣＩ指数在几次重大干旱事

件的业务服务中也暴露了一些问题：一是对降水过

程反应过于灵敏，当过程降水移出３０天或９０天监

测时段时ＣＩ指数变化剧烈，不符合干旱发展过程机

理；二是对长期降水偏少形成的严重干旱事件反应

不明显，如２００９／２０１０年西南秋冬春干旱、２０１１长

江中下游冬春干旱反应明显偏轻。针对ＣＩ指标存

在的问题，国家气候中心在大量调研和对比检验的

基础上，发展了新的气象干旱综合监测指数 ＭＣＩ，

进一步修订了国家标准《气象干旱等级》（中华人民

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和国国家标准化

管理委员会，２０１７）。相对于ＣＩ指数，ＭＣＩ指数引

进了最近６０天标准化权重降水指数，使干旱发展过

程的不合理跳跃现象得到改进；考虑了最近１５０天

降水的影响，干旱发展的累积效应得到有效表征，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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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干旱事件反应更明显；引进季节调节系数，根据不

同区域和不同季节进行调整，使干旱监测服务更具

针对性。自２０１２年以来，ＭＣＩ指数在国家级和省

级干旱监测业务中进行了试运行和对比检验（赵海

燕等，２０１１；杨丽慧等，２０１２；李奇临等，２０１６），结果

表明 ＭＣＩ指数的监测效果较以前的ＣＩ指数得到有

效改进。

本文根据最新改进的气象干旱综合指数 ＭＣＩ，

统计分析中国干旱日数的时空分布以及时间变化趋

势，并结合１９５１—２０１５年全国及各省（区、市）实际

农业干旱受灾面积和成灾面积，分析我国不同地区

农业干旱受灾情况及灾情的变化特征，以更为客观

地反映我国气象干旱以及实际灾情的时空分布规律

和气候变化特征，为政府决策和防灾减灾提供科学

理论依据。

１　资料与方法

利用中国８２５个气象站点１９６１—２０１５年逐日

降水量、平均气温、最高气温、最低气温和平均风速

等气候资料，根据修订的最新国家标准《气象干旱等

级》，计算得到各站点１９６１—２０１５年逐日气象干旱

综合指数 ＭＣＩ。ＭＣＩ的计算见下式：

犕犆犐＝犓犪×（犪×犛犘犐犠６０＋犫×犕犐３０＋

犮×犛犘犐９０＋犱×犛犘犐１５０）

式中，犛犘犐犠６０为近６０天标准化权重降水指数，犕犐３０

为近３０天相对湿润度指数，犛犘犐９０、犛犘犐１５０分别为近

９０天和近１５０天标准化降水指数；犪，犫，犮，犱分别为

犛犘犐犠６０、犕犐３０、犛犘犐９０和犛犘犐１５０的权重系数，南、北方

取值有所不同，犓犪为季节调节系数，根据不同季节

各地主要农作物生长发育阶段对土壤水分的敏感程

度确定。ＭＣＩ各分量的计算方法以及各权重系数

的取值详见国标《气象干旱等级》。

依据气象干旱综合指数 ＭＣＩ划分的气象干旱

等级见表１，本文统计的干旱日数是指气象干旱综

合指数 ＭＣＩ达到中旱及以上干旱等级（重旱、特旱）

的日数。把一年划分为春季（３—５月）、夏季（６—８

月）、秋季（９—１１月）、冬季（１２月至次年２月）四个

季节，基于１９８１—２０１０年３０年的 ＭＣＩ指数，分析

中国及东北、华北、西北东部、西南、长江中下游和华

南地区６大典型区域干旱日数的时空分布特征；基

于１９６１—２０１５年 ＭＣＩ指数，利用最小二乘法（魏淑

秋，１９８５）估计各站点年干旱日数的线性变化趋势，

分析全国和不同区域干旱日数的气候变化特征。

全国各省（区、市）１９５１—２０１５年农作物播种面

积和干旱受灾、成灾面积数据分别来自中国种植业

信息网的农作物数据库和灾情数据库。利用

１９５１—２０１５年全国干旱受灾面积和成灾面积，分析

干旱灾情的变化特征；并根据１９８１—２０１０年共３０

年平均的各省（区、市）农作物播种面积和干旱受灾

面积，进一步分析我国不同地区的农业干旱受灾率。

表１　气象干旱综合指数（犕犆犐）等级划分表

犜犪犫犾犲１　犌狉犪犱犲狊狅犳犱狉狅狌犵犺狋狑犻狋犺犿犲狋犲狅狉狅犾狅犵犻犮犪犾犱狉狅狌犵犺狋犮狅犿狆狅狊犻狋犲犻狀犱犲狓（犕犆犐）

干旱等级 无旱 轻旱 中旱 重旱 特旱

ＭＣＩ范围 犕犆犐＞－０．５ －１．０＜犕犆犐≤ －０．５ －１．５＜犕犆犐≤ －１．０ －２．０＜犕犆犐≤ －１．５ 犕犆犐≤－２．０

２　干旱日数分析

２．１　时空分布特征

从１９８１—２０１０年３０年平均的全国各地年中旱

及以上干旱日数的空间分布图（图１）可以看出，东

北地区西部、华北、黄淮、西北地区东部、华南西部、

西南大部以及内蒙古等地是我国干旱的多发区，平

均年干旱日数普遍在４０ｄ以上，其中华北中南部、

黄淮东北部以及陕西北部、甘肃河东大部、宁夏、内

图１　中国年中旱及以上干旱日数分布

Ｆｉｇ．１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ａｎｎｕａｌｄｒｏｕｇｈｔ

ｄａｙｓｏｖｅｒＣｈｉｎ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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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东南部和河套部分地区、吉林西部等地在６０ｄ

以上；长江中下游、华南东部、西北地区中部、东北地

区东部等地年干旱日数在３０～４０ｄ，江南东部等地

在３０ｄ以下。中国年干旱日数的这种空间分布特

征，与中国干旱频率的分布特征是基本一致的（中国

气象局，２００７）。就区域平均而言，华北地区年干旱

日数最多，达６２．９ｄ，其次为西北地区东部，为

５９．７ｄ，东北、华南和西南地区平均年干旱日数相差

不多，基本都在４５ｄ左右，长江中下游地区年干旱

日数相对最少，为３６．６ｄ（表２）。

　　中国不同地区中旱及以上干旱日数的年内分布

特征差异明显。东北和华北地区干旱主要出现在春

末和夏、秋季节，正好是当地农业生产的主要时段，

其中东北地区５—１０月干旱日数相对较多，月干旱

日数基本在５ｄ左右，６月最多，为６ｄ；华北地区

３—１１月各月干旱日数在５ｄ以上，其中４月和５月

并列最多，为６．４ｄ。西北地区东部干旱主要发生在

春末夏初，其中４—７月干旱日数相对较多，在５ｄ

以上，５月最多，将近７ｄ；长江中下游地区干旱日数

相对较少，干旱主要出现在盛夏和秋季，其中７—１１

月各月干旱日数在４ｄ左右，其余月份均在４ｄ以

下，尤其是１—４月干旱日数基本在２ｄ以下；华南

地区的干旱主要出现在秋、冬季节，其中１０—１２月

干旱日数相对较多，各月均在５ｄ以上，其余月份在

４ｄ或以下；西南地区年内各月干旱日数差异相对

不明显，但冬、春季节相对较多，其中１１—１２月和

３—４月，月干旱日数在４ｄ左右，其余月份在３ｄ左

右（表２）。

　　从中国不同季节中旱及以上干旱日数的空间分

布（图２）可以看出，春季，华北、西北东部、黄淮北部

表２　１９８１—２０１０年平均中国不同区域年内各月中旱及以上干旱日数（单位：犱）

犜犪犫犾犲２　犕狅狀狋犺犾狔犪狀犱犪狀狀狌犪犾犪狏犲狉犪犵犲犱狉狅狌犵犺狋犱犪狔狊犻狀６狉犲犵犻狅狀狊狅犳犆犺犻狀犪（狌狀犻狋：犱）

１月 ２月 ３月 ４月 ５月 ６月 ７月 ８月 ９月 １０月 １１月 １２月 全年

东北地区 １．３ １．６ ３．２ ４．４ ５．４ ６．０ ５．１ ４．９ ５．１ ５．０ ３．１ ２．０ ４７．０

华北地区 ３．６ ４．１ ５．３ ６．４ ６．４ ５．６ ５．５ ５．３ ５．５ ５．６ ５．２ ４．４ ６２．９

西北东部 ３．６ ３．９ ４．８ ５．３ ６．８ ６．０ ５．６ ４．９ ５．０ ４．７ ４．７ ４．４ ５９．７

长江中下游 １．６ １．０ １．３ １．８ ３．３ ３．４ ４．２ ４．２ ３．９ ４．５ ４．４ ３．１ ３６．６

华南地区 ４．１ ３．６ ２．８ ２．３ ３．０ ２．６ ３．４ ３．９ ３．５ ５．２ ５．８ ５．４ ４５．６

西南地区 ３．８ ３．６ ４．４ ４．２ ４．０ ３．５ ３．３ ３．４ ３．４ ３．５ ４．１ ４．３ ４５．５

图２　中国春（ａ）、夏（ｂ）、秋（ｃ）、冬（ｄ）四个季节中旱及以上干旱日数分布

Ｆｉｇ．２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ｄｒｏｕｇｈｔｄａｙｓｏｖｅｒＣｈｉｎａｉｎｓｐｒｉｎｇ（ａ），

ｓｕｍｍｅｒ（ｂ），ａｕｔｕｍｎ（ｃ）ａｎｄｗｉｎｔｅｒ（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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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内蒙古大部、辽宁西部、吉林西部、海南、四川南

部、云南西南部等地干旱日数较多，普遍在１５～

２０ｄ，部分地区超过２０ｄ；而长江中下游及其以南大

部地区干旱日数相对较少，基本在１０ｄ以下，其中

江南大部及福建、广东北部等地不足５ｄ。夏季，中

国干旱的多发区主要分布在华北、西北东部、黄淮东

北部以及黑龙江大部、吉林西部、辽宁西部、内蒙古

大部等地，这些地区干旱日数普遍在１５～２０ｄ，部分

地区超过２０ｄ；而华南大部、西南大部以及江西等地

为夏旱少发区，干旱日数在５～１０ｄ。秋季，中国干

旱的多发区主要分布在华北、西北东北部、黄淮北部

以及内蒙古中东部、辽宁西部、吉林西部、湖南南部、

广西、广东西部等地，干旱日数普遍在１５～２０ｄ，部分

地区在２０ｄ以上；中国其余大部地区干旱日数在１０

～１５ｄ，部分地区在１０ｄ以下。冬季，我国干旱日数

相对较少，除华北大部、西北东部、黄淮北部、华南及

云南、四川等地干旱日数在１０～１５ｄ，局部地区超过

１５ｄ外，全国其余大部地区干旱日数在１０ｄ以下。

２．２　变化趋势

１９６１—２０１５年，中国平均年中旱及以上干旱日

数总体呈增加趋势，线性变化趋势为０．８ｄ·（１０

ａ）－１，且干旱日数的年代际变化特征明显，年际之间

干旱日数差异大（图３）。其中２０世纪６０—８０年

代，中国平均年干旱日数在４６ｄ左右，９０年代平均

年干旱日数最多，达５２．６ｄ，２１世纪以来，中国平均

年干旱日数又有所减少，为４８ｄ；年际之间，中国平

均年干旱日数１９９９年最多，为７８ｄ，１９９０年最少，

只有２０ｄ，相差达５８ｄ。

从１９６１—２０１５年全国年中旱及以上干旱日数

线性变化趋势空间分布图（图４）可以看出，干旱日

数变化的区域性特征明显，年干旱日数增加的区域

由东北向西南延伸，主要包括东北地区南部、华北大

部、西北地区东部、黄淮、江汉、西南大部以及湖南西

部、广西等地，其中甘肃东南部、宁夏、陕西、山西南

部、河南西部、湖北西北部、贵州中西部、云南中西部

等地年干旱日数增加速率为３～８ｄ·（１０ａ）
－１，云南

西部和贵州西部的部分地区超过８ｄ·（１０ａ）－１；而年

干旱日数呈减少趋势的地区主要分布在西北地区中

西部、东北中东部、江南大部、华南大部及青藏高原中

西部、内蒙古中西部等地，其中新疆大部、甘肃西部、青

海北部、四川西部等地减少速率超过８ｄ·（１０ａ）－１。

　　从各区域年代际平均年中旱及以上干旱日数和

线性变化趋势（表３）看，华北地区和西北地区东部

图３　１９６１—２０１５年中国平均

中旱及以上干旱日数变化

Ｆｉｇ．３　Ｔｉｍｅｓｅｒｉｅｓｏｆｙｅａｒｌｙｄｒｏｕｇｈｔｄａｙｓ

ｏｖｅｒＣｈｉｎａｄｕｒｉｎｇ１９６１－２０１５

图４　１９６１—２０１５年中国中旱及以上干旱日数

线性变化趋势［单位：ｄ·（１０ａ）－１］

Ｆｉｇ．４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ｌｉｎｅａｒｔｒｅｎｄｒａｔｅｆｏｒｙｅａｒｌｙ

ｄｒｏｕｇｈｔｄａｙｓｏｖｅｒＣｈｉｎａｄｕｒｉｎｇ１９６１－２０１５

表３　中国及不同区域年代平均中旱及以上干旱日数及线性变化趋势

犜犪犫犾犲３　犇犲犮犪犱犪犾犪狏犲狉犪犵犲犪狀犱犾犻狀犲犪狉狋狉犲狀犱狉犪狋犲狅犳犱狉狅狌犵犺狋犱犪狔狊犳狅狉犆犺犻狀犪犪狀犱犻狋狊狊犻狓狉犲犵犻狅狀狊

１９６１—１９７０ １９７１—１９８０ １９８１—１９９０ １９９１—２０００ ２００１—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
线性变化趋势

／ｄ·（１０ａ）－１

全国 ４５．７ ４５．２ ４６．２ ５２．６ ４８．４ ４７．０ ０．８

东北地区 ４９．７ ４６．１ ３９．２ ４７．２ ５４．６ ３７．４ －０．２

华北地区 ４９．０ ５０．８ ６２．８ ７２．３ ５３．５ ５９．４ ２．３

西北东部 ４０．９ ５２．２ ４９．０ ７６．６ ５２．８ ４６．７ ２．９

长江中下游 ４０．１ ４２．２ ３３．３ ３８．４ ３８．１ ３５．０ －１．１

华南地区 ４８．８ ３８．１ ４０．７ ４５．２ ４９．９ ３５．０ －０．２

西南地区 ４１．９ ３９．８ ４２．１ ４０．８ ５２．７ ６０．９ 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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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平均年干旱日数最多，分别为

７２．３和７６．６ｄ，而且增加趋势明显，线性增加趋势

分别为２．３和２．９ｄ·（１０ａ）－１；西南地区在２０１１—

２０１５年平均年干旱日数最多，为６０．９ｄ，而且线性

增加趋势相对最为明显，达３．５ｄ·（１０ａ）－１；东北

地区和华南地区在２１世纪前１０年平均年干旱日数

相对最多，分别为５４．６和４９．９ｄ，线性变化趋势均

不明显；长江中下游地区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平均年

干旱日数相对最多，为４２．２ｄ，且总体呈减少趋势，

线性减少趋势为１．１ｄ·（１０ａ）－１。

２．３　最长连续干旱日数

最长连续干旱日数反映了一个地方干旱发生的

极端情况，持续干旱事件对当地的工农业生产和人

们生活影响巨大，更值得我们关注。如２００９—２０１０

年西南地区秋冬春特大干旱，干旱持续时间之长、发

生范围广、程度之深、损失之重，均为历史罕见，长时

间的持续干旱造成云南、贵州、广西、四川将近７０００

万人受灾，农作物受灾面积超过６５０×１０４ｈｍ２，直

接经济损失超过４００亿元。图５是１９６１—２０１５年

中国最长连续中旱及以上干旱日数的空间分布图，

可以看出，除长江中下游以及四川东部、重庆、贵州

北部、青海南部、辽宁东部、吉林东部、黑龙江北部等

地最长连续干旱日数在１５０ｄ以下外，全国其余大

部地区在１５０ｄ以上，其中河北南部、宁夏大部、新

疆北部和西部、云南中部和东南部、雷州半岛、海南

南部等地在２１０ｄ以上。

３　农业干旱灾情分析

干旱灾害是对我国农业生产影响最严重的气象

图５　１９６１—２０１５年中国最长连续中旱及

以上干旱日数空间分布（单位：ｄ）

Ｆｉｇ．５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ｍａｘｉｍｕｍｄｒｙｓｐｅｌｌｓ

ｏｖｅｒＣｈｉｎａｄｕｒｉｎｇ１９６１－２０１５（ｕｎｉｔ：ｄ）

灾害之一，农业干旱与气象干旱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从某种程度上讲，农业干旱是气象干旱的进一步发

展。反映农业干旱的最好指标是农业受灾面积、成

灾面积以及农业受旱率等农业干旱灾情指标（赵海

燕等，２０１０；张强等，２０１５ａ；２０１５ｂ）。１９５１—２０１５

年，中国农作物因旱受灾面积和成灾面积均呈增加

趋势，线性增加趋势分别为９５．５×１０４ 和１０６．５×

１０４ｈｍ２·（１０ａ）－１（图６）。其中，２０００年农作物因

旱受灾面积和成灾面积均为最大，分别达４０５４×

１０４ 和２６７８×１０４ｈｍ２，２０００年的严重干旱导致全国

粮食减产５９９６×１０４ｔ，占当年粮食总产量的１３．０％

（邱海军等，２０１３）；１９５４年农作物因旱受灾面积和

成灾面积均为最小，分别为２９８．８×１０４ 和２５．９×

１０４ｈｍ２。从年代际平均来看（表４），２０世纪５０年

代、６０年代以及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中国因旱受灾面积相

对较小，分别为１５１９．３×１０４、１４４７×１０４ 和１２５２．５×

１０４ｈｍ２，而２０世纪７０年代至２１世纪前１０年，中

国因旱受灾面积基本都在２０００×１０４ｈｍ２ 以上，年

代际平均依次为２６９８．７×１０４、２３７６．９×１０４、２７１４．７

×１０４ 和２２３５．９×１０４ｈｍ２；２０世纪５０、６０、７０年代

以及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中国年因旱成灾面积相对较

小，平均分别为５３１．７×１０４、７０４．７×１０４、８５３．９×

１０４ 和５３１．２×１０４ｈｍ２，２０世纪８０年代至２１世纪

前１０年，中国年因旱成灾面积基本都在１０００×１０４

ｈｍ２ 以上，年代际平均分别为１１２９．４×１０４、１３８４．３

×１０４ 和１２６９．４×１０４ｈｍ２。

我国干旱受灾面积和成灾面积的这种变化趋势

与我国干旱日数的增加趋势是基本一致的，但是我

国幅员辽阔，不同地区农作物分布和生长周期差异

明显。农作物因旱受灾面积及成灾面积不仅与干旱

本身有关，更与当地的农业分布特征密切相关。所

图６　１９５１—２０１５年中国农作物

因旱受灾面积及成灾面积变化

Ｆｉｇ．６　Ｔｉｍｅｓｅｒｉｅｓｏｆｔｈｅｄｒｏｕｇｈｔａｆｆｅｃｔｅｄ

ａｒｅａｓａｎｄｄａｍａｇｅｄａｒｅａｓｉｎＣｈｉｎａ

ｆｒｏｍ１９５１ｔｏ２０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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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中国干旱受灾和成灾面积年代际平均（单位：１０４犺犿２）

犜犪犫犾犲４　犇犲犮犪犱犪犾犱狉狅狌犵犺狋犪犳犳犲犮狋犲犱犪狉犲犪狊犪狀犱犱犪犿犪犵犲犱犪狉犲犪狊犻狀犆犺犻狀犪（狌狀犻狋：１０
４犺犿２）

年代 １９５１—１９６０ １９６１—１９７０ １９７１—１９８０ １９８１—１９９０ １９９１—２０００ ２００１—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

受灾面积 １５１９．３ １４７７．０ ２６９８．７ ２３７６．９ ２７１４．７ ２２３５．９ １２５２．５

成灾面积 ５３１．７ ７０４．７ ８５３．９ １１２９．４ １３８４．３ １２６９．４ ５３１．２

以不同地区或不同年份，即使遭受同样的干旱灾害，

农作物受灾及成灾情况也会大不相同，这也是造成

我国历年干旱日数（图３）与农作物受灾面积及成灾

面积（图６）差异较大的一个主要原因。

　　从全国３１个省（区、市）１９８１—２０１０年３０年平

均情况看（图７），山东省年均农作物受旱面积最大，

超过２００×１０４ｈｍ２，黑龙江、河南、内蒙古、河北、山

西、四川、陕西、吉林、辽宁和甘肃１０省（区）在１００

×１０４～２００×１０
４ｈｍ２，其余省（区、市）年均农作物

受旱面积在１００×１０４ｈｍ２ 以下。但是，我国各省

（区、市）国土面积差异很大，农作物的播种面积相差

更大，以农作物受旱面积占播种面积的百分率来代

表当地的农业受旱率，分析干旱对各地农业生产的

影响。从全国３１个省（区、市）１９８１—２０１０年３０年

平均农作物干旱受灾率来看，山西、内蒙古、辽宁、甘

肃、陕西、吉林、宁夏、青海、天津、河北１０省（区、市）

在２０％以上，其中山西最高，达３６．７％，黑龙江、山

东、河南、北京、重庆、西藏、云南、湖北、贵州、湖南、

广西、海南、四川、安徽１４个省（区、市）在１０％～

２０％，其余７个省（区、市）在１０％以下，其中上海最

小，不足１％。由此可以看出，农业受旱率较高的地

区主要分布在华北、东北、西北地区东部等地，这些

地区同时也是我国气象干旱较为严重的地区；而气

象干旱相对较轻的长江中下游地区，农业受旱率也

相对较小。

４　结论与讨论

（１）华北、黄淮、西北东部、东北西部、华南西

部、西南大部以及内蒙古等地是我国干旱的多发区，

其中华北大部、黄淮东北部以及陕西北部、甘肃河东

大部、宁夏等地年干旱日数在６０ｄ以上；长江中下

游、华南东部、西北中部、东北东部等地干旱日数相

对较少。全国最长连续干旱日数，除长江中下游、东

北东南部及四川盆地东部、青海南部等地在１５０ｄ

以下外，全国其余大部地区在１５０ｄ以上，其中河北

南部、宁夏大部、新疆北部和西部、云南中南部、海南

南部等地在２１０ｄ以上。

（２）中国不同地区干旱的季节性特征差异明

显，其中东北和华北地区干旱主要出现在春末和夏、

秋季节；西北地区东部干旱主要发生在春末夏初；长

江中下游地区主要出现在盛夏和秋季；华南地区的

图７　１９８１—２０１０年中国各省（区、市）平均受旱面积、

农作物播种面积及干旱受灾率

Ｆｉｇ．７　Ａｎｎｕａｌｄｒｏｕｇｈｔａｆｆｅｃｔｅｄａｒｅａｓ，ｄｒｏｕｇｈｔｄａｍａｇｅｄａｒｅａｓａｎｄ

ｄｒｏｕｇｈｔ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ｒａｔｅｆｏｒ３１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ｏｆＣｈｉｎ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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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旱主要出现在秋、冬季节；西南地区多出现在冬、

春季节。

（３）１９６１—２０１５年，中国平均年干旱日数总体

呈增加趋势，线性变化趋势为０．８ｄ·（１０ａ）－１。其

中甘肃东南部、宁夏、陕西、山西南部、河南西部、湖

北西北部、贵州中西部、云南中西部等地增加速率为

３～８ｄ·（１０ａ）
－１，部分地区超过８ｄ·（１０ａ）－１，但

西北中西部、东北中东部、江南大部、华南大部及青

藏高原中西部、内蒙古中西部等地年干旱日数呈减

少趋势。

（４）１９５１—２０１５年，中国农作物因旱受灾和成

灾面积与年干旱日数一样，总体呈增加趋势，但近年

来又有减少趋势，２０世纪８０年代至２１世纪前１０

年，中国年平均因旱受灾面积和成灾面积分别在

２０００×１０４ｈｍ２ 和１０００×１０４ｈｍ２ 以上；农作物因旱

受灾及成灾面积不仅与干旱本身有关，更与当地的

农业分布特征密切相关，所以我国历年干旱日数与

农作物受灾及成灾面积并不完全一致。从全国各地

农作物干旱受灾率来看，华北、东北、西北东部等地

相对较高，而长江中下游地区相对较低，与气象干旱

日数的空间分布特点基本一致。

（５）虽然气象干旱综合指数 ＭＣＩ较以前的ＣＩ

指数得到了较大改进，能更好地反映各地的实际干

旱，并在全国气象干旱监测、评估和服务业务中发挥

了重要作用，但是 ＭＣＩ考虑的主要是气象因子，对

农业、水文以及社会经济等方面反映不够，在行业服

务中还需要进一步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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