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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２０１７年，我国气候属于正常年景，气候灾害偏轻。全国平均气温１０．３９℃，较常年偏高０．８４℃，７和９月为１９５１年

以来同期最高，全国有１１３站日最高气温突破历史极值。全国平均降水量６４１．３ｍｍ，比常年偏多１．８％。全国降水冬季偏

少，夏季偏多，春、秋季接近常年。全国３１站日降水量突破历史极值，其中多站出现在暴雨少发地区；４７站连续降水量突破历

史极值。华南前汛期和西南雨季雨量分别偏少９％、４％；梅雨季雨量偏多６％，但较２０１５和２０１６年明显偏少；华北雨季偏短

１０ｄ，雨量偏少２８％；华西秋雨雨量偏多４９％，为１９８４年来最多；东北雨季短，雨量偏少１４％。暴雨过程频繁、重叠度高、极端

性强，暴雨洪涝损失偏重；登陆台风多、时间集中，登陆点重叠；高温日数多，北方高温出现早、南方高温强度大。其他灾害如干

旱、低温冷冻、雪灾、春季沙尘和霾天气影响偏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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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中国是世界上气象灾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气

象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占全部自然灾害的７０％以

上，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造成了巨大的影响（中国

气象局，２００６）。随着全球气候变暖的加剧，气象灾

害呈显著加剧趋势，给人类社会的生存环境和可持

续发展带来严峻的挑战（丁一汇和王会军，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年中国平均气温持续升高，极端事件频发。及

时对我国的气候及其异常特点进行概括（中国气象

局，２０１６；２０１７），对各类极端气候事件进行总结和

分析（梅梅等，２０１７；廖要明等，２０１６；侯威等，

２０１４；２０１５；王有民等，２０１３；李莹等，２０１２），可为

气候与气候变化的研究及防灾减灾提供参考依据。

本文综述了２０１７年中国气温和降水的时空分布特

征以及年内重大灾害性天气气候事件的特征及影

响。

本文所用资料主要采用国家气象信息中心提供

的我国２４００多个地面气象观测站１９５１—２０１７年逐

日的平均气温、最高气温、最低气温和降水量等气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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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７ 年，全 国 平 均 气 温 １０．３９℃，较 常 年

（９．５５℃）偏高０．８４℃，为１９５１年以来第三高，仅次

于２００７和２０１５年（图１）；除１０月气温较常年同期

略偏低外，其余各月均偏高，其中１和２月分别偏高

１．６和１．７℃，７和９月为１９５１年以来同期最高。

全国六大区域平均气温均较常年偏高，其中华北、西

北分别偏高１．２和０．９℃，华北区域平均气温为历

史最高。从空间分布看，全国大部地区气温接近常

年或偏高，其中华北中部和东南部、黄淮大部、江淮

东部、江南东北部、西南西部及内蒙古中西部、新疆

东部、甘肃中西部、宁夏中南部、青海南部、辽宁中部

等地偏高１～２℃（图２）。

冬季（２０１６年１２月至２０１７年２月），全国平均

气温－１．４℃，较常年同期（－３．４℃）偏高２．０℃，为

１９５１年以来的最高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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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７℃，较常年同期

图１　１９５１—２０１７年全国年平均

气温历年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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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２０１７年全国年平均气温距平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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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９℃）偏高０．８℃。秋季（９—１１月），全国平均气

温１０．６℃，较常年同期（９．９℃）偏高０．７℃。

　　２０１７年，全国共有４３７站日最高气温达到极端

事件标准，极端高温事件站次比（达到极端事件标准

的站次数占监测总站数的比例）为０．７１，较常年

（０．１２）和２０１６年（０．３４）明显偏多。年内，全国有

１１３站日最高气温突破历史极值，４１０站连续高温日

数达到极端事件标准，极端连续高温日数事件站次

比（０．５）较常年（０．１３）偏多。全国只有７站日最低

气温达到极端事件标准，极端低温站次比为１９６１年

以来次低，仅高于２００７年。全国共有１２５站日降温

幅度达到极端事件标准，其中内蒙 古 武 川 县

（２１．０℃）、阿尔山（１８．９℃）等２０站日降温幅度突破

历史极值。

１．２　降水

２０１７年，全国平均降水量６４１．３ｍｍ，比常年

（６２９．９ｍｍ）偏多１．８％，比２０１６年（７３０．０ｍｍ）偏

少１２％（图３）。全国降水冬季偏少，夏季偏多，春、

秋季接近常年。年内各月，２、５、１１和１２月降水偏

少，其中１２月偏少４９％；３、６、８和１０月降水偏多；

其余月份降水接近常年同期。从空间分布来看，全

国大部地区降水量接近常年，其中山西中部、陕西北

部、湖北北部和西部、重庆东北部、江西西北部、广西

中西部、青海北部、甘肃中部、新疆西部、西藏西部等

地偏多２０％至１倍；内蒙古中东部、辽宁中南部、新

疆东部部分地区偏少２０％～５０％（图４）。全国六大

区域中，东北平均降水量（５３１．３ｍｍ）偏少１０％，其

余各区域平均降水量接近常年或偏多。七大江河流

域中，黄河、长江、珠江、淮河分别偏多１１％、５％、

５％、４％左右，而辽河、松花江、海河分别偏少１６％、

５％、２％左右。

２０１７年，全国平均降水（日降水量≥０．１ｍｍ）

日数９８ｄ，较常年偏少５ｄ。东北东部和北部、西北

东南部、江淮南部、江汉、江南、华南、西南及西藏东

部等地年降水日数在１００ｄ以上，其中江南南部和

西部部分地区、华南大部及四川西北部和东南局部、

重庆东南部、贵州、云南西部、西藏东南部、海南东南

部等地有１５０～２００ｄ；全国其余大部地区降水日数

少于１００ｄ，其中新疆南部和北部局部、内蒙古中西

部、甘肃西部、宁夏北部、青海西北部、西藏西北部等

地不足５０ｄ。与常年相比，云南东南部、广西中部和

南部、广东西南部、海南东部、新疆西部、西藏西部等

地降水日数偏多１０～２０ｄ；华北东北部及内蒙古东

部、辽宁大部、新疆北部、西藏中部、贵州西部、湖南

中南部、福建东部等地偏少１０～２０ｄ，新疆北部和内

蒙古东北部局地偏少２０ｄ以上；全国其余大部地区

接近常年。全国共出现暴雨（日降水量≥５０．０ｍｍ）

６０６９站日，接近常年（５９９２站日），比２０１６年（８３０３

站日）明显偏少。

　　２０１７年，全国共有２２５站日降水量达到极端事

件监测标准，日降水极端事件站次比为０．１２，较常

年（０．１０）略偏多。全国３１站日降水量突破历史极

值，其中多站出现在暴雨少发地区，如内蒙古青龙山

（３４９．７ ｍｍ）和宝国吐（２０６．４ ｍｍ）、陕西子州

（１７１．７ｍｍ）和勉县 （１６５．２ ｍｍ）、黑龙江海林

（１３５．６ｍｍ）和萝北（１０２．５ｍｍ）等；４７站连续降水

量突破历史极值。全国２４４站的连续降水日数达到

极端事件标准，站次比为０．１２，较常年（０．１３）略偏

少；其中有３６站连续降水日数突破历史极值。

２０１７年，华南前汛期于４月２０日开始，６月３０

日结束，总降雨量６１７．６ｍｍ；与常年相比，开始偏

晚１４ｄ，结束时间与常年一致，雨季长度偏短１４ｄ，

图３　１９５１—２０１７年全国平均

年降水量历年变化

Ｆｉｇ．３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ｎｎｕａｌ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ｏｖｅｒＣｈｉｎａｄｕｒｉｎｇ１９５１－２０１７

图４　２０１７年全国年降水量

距平百分率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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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量偏少９％。西南雨季于６月１０日开始，１０月

２２日结束，总降雨量７１４．７ｍｍ；与常年相比，开始

偏晚１５ｄ，结束偏晚８ｄ，雨季偏短７ｄ，雨量偏少

４％。梅雨始于６月４日，７月１１日结束，梅雨季降

雨量３６２．８ｍｍ；与常年相比，入梅时间偏早４ｄ，出

梅时间偏早７ｄ，梅雨季雨量偏多６％，但较２０１５和

２０１６年显著偏少。江南梅雨入梅偏早４ｄ，出梅偏

早２ｄ，梅雨期雨量偏多３５％；长江中下游梅雨入梅

偏晚７ｄ，出梅偏早７ｄ，梅雨期雨量偏少４１％；江淮

梅雨入梅偏晚９ｄ，出梅偏早４ｄ，雨量偏少５６％。

华北雨季于７月２１日开始，８月１１日结束，总雨量

为９７．５ｍｍ；与常年相比，开始偏晚３ｄ，结束偏早

７ｄ，雨季长度偏短１０ｄ，雨量偏少２８％。华西秋雨

于８月２４日开始，１０月２６日结束，历时６３ｄ，平均

雨量３０１．２ｍｍ；与常年相比，开始偏早７ｄ，结束偏

早６ｄ，雨季长度接近常年，雨量偏多４９％，为１９８４

年来最多。东北雨季于６月２１日开始，９月７日结

束，历时７８ｄ，平均雨量３２４．１ｍｍ；与常年相比，开

始偏晚３ｄ，结束偏早１０ｄ，雨量偏少１４％。

１．３　热带海洋和热带对流

２０１７年，赤道西太平洋地区海温持续维持正异

常；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１—６月持续增暖，Ｎｉ珘ｎｏ

３．４区海表温度距平指数于２月由负转正，并于６

月达到峰值；７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开始下降，

Ｎｉ珘ｎｏ３．４区海表温度距平指数于８月由正转负；

９—１０月，Ｎｉ珘ｎｏ３．４区海表温度距平指数连续两个

月维持在－０．５℃，１１月Ｎｉ珘ｎｏ３．４区海表温度显著

下降，距平指数达到－０．９℃（图５）。

２０１７年１—６月，南方涛动指数（ＳＯＩ）正负波动

较大，７—１１月连续５个月维持正指数（图５），表明

图５　２０１５—２０１７年Ｎｉ珘ｎｏ３．４海温指数（单位：℃）

及南方涛动指数（ＳＯＩ）逐月演变

Ｆｉｇ．５　Ｍｏｎｔｈｌｙ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ｅａｓｕｒｆａｃｅ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ｉｎｄｅｘ（ｕｎｉｔ：℃）ｏｆＮｉ珘ｎｏ３．４

ａｎｄ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ｏｓｃｉｌｌ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ＳＯＩ）

ｄｕｒｉｎｇ２０１５－２０１７

热带大气对赤道中东太平洋冷海温异常的响应显

著。２０１７年，赤道西太平洋地区对流异常显著，强

对流活动中心位于１８０°Ｅ以西；赤道中东太平洋对

流活动不活跃，其中１—４和１０—１２月日界线附近

的赤道中太平洋地区对流活动受到明显抑制。赤道

太平洋对流活动的异常分布和演变特征与海表温度

的发展演变相对应。

１．４　大气环流

２０１６／２０１７年冬季，东亚冬季风偏弱，强度指数

为－１．２。冬季西伯利亚高压指数为－０．７，强度偏

弱。北极涛动（ＡＯ）在冬季各月以正位相为主，亚洲

中高纬地区以纬向环流为主，高纬度的冷空气不易

入侵我国。在冬季北半球５００ｈＰａ高度距平场上，

我国为显著正高度距平控制。受其影响，我国大部

气温较常年同期明显偏高。

２０１７年夏季，西北太平洋副热带高压（以下简

称西太副高）面积显著偏大、强度显著偏强、西伸脊

点位置明显偏西。逐日监测结果显示（图６），６月中

下旬西太副高脊线位置偏南。受其影响，菲律宾附

近低层存在异常反气旋环流，引导水汽向西南地区

东部至江南地区输送，导致该区域降水偏多。７月

中旬后期副高断裂，７月下旬副高西段北抬，引导水

汽向北方地区输送，造成西北地区中部至华北西部

降水偏多。８月上中旬，西太副高脊线位置偏南，使

得江淮至江南降水偏多。

　　２０１７年南海夏季风结束显著偏晚，强度明显偏

弱；东亚夏季风强度偏弱。南海夏季风于５月第４

候爆发，爆发时间较常年（５月第５候）偏早１候；于

１０月第５候结束，较常年（９月第６候）偏晚５候，结

束日期为１９５１年以来第二晚（与２０１０年并列）；南

海夏季风强度指数为－１．７３，强度明显偏弱。南海

夏季风强度逐候演变显示，自５月第４候南海夏季

图６　２０１７年夏季西太副高脊线

位置逐日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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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爆发后，强度呈明显的阶段性变化，５月第４—５

候、６月第１—４候、７月第６候至８月第１候、８月

第５候、９月第１候、１０月第３—５候强度均偏强，其

余时段较常年同期偏弱。２０１７年东亚副热带夏季

风强度指数为－１．１２，强度偏弱。

２０１７年５月第１—５候，我国东部雨带主要维

持在华南地区。５月２５日，随着南海夏季风爆发，

雨带推进至我国江南北部，江南区入梅，我国进入梅

雨季节。６月第３候后，副高北抬，长江中下游地区

和江淮地区分别于６月１９和２０日相继入梅。７月

２１日，梅雨季节结束。７月第６候至１０月第４候，

有２０个台风在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地区活动。９月

第２候前，副高断裂，台风以北行路径为主，副高西

段与大陆高压结合，控制中国大部地区。９月第３

候后，副高再次北抬，台风以西行或转向路径为主，

影响中国东南沿海。１０月第６候，随着北方冷空气

南下影响我国华南沿海和南海地区，南海地区的热

力性质出现明显改变，夏季风开始撤离南海地区，南

海夏季风结束（图７）。

２　主要天气气候事件及影响

２．１　暴雨洪涝

２０１７年汛期，全国共出现３６次暴雨过程，暴雨

落区重叠度高、极端性强，年内暴雨洪涝和地质灾害

直接经济损失偏重。

６月２２日至７月２日，南方大部连续遭受两次

大范围强降水过程。持续１１ｄ的强降雨天气，雨带

维持在湖南、江西、贵州、广西等地摆动，湖南、江西

图７　２０１７年１１０°～１２０°Ｅ候平均

降水量纬度时间剖面（单位：ｍｍ）

Ｆｉｇ．７　Ｌａｔｉｔｕｄｅｔｉｍｅｓ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ｐｅｎｔａｄ

ａｖｅｒａｇｅ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ｏｎｇ１１０°－１２０°Ｅ

ｉｎ２０１７（ｕｎｉｔ：ｍｍ）

和广西的局地累计雨量超过５００ｍｍ。由于降水过

程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广，部分强降水区域叠加，

导致长江中下游发生区域性大洪水，西南、江南及华

南多条河流发生超历史洪水，造成湖南、江西、广西、

四川等省发生严重洪涝及地质灾害。８月１１—１４

日，贵州、广西北部至江南一带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天

气，广西东北部、湖南中部、江西西北部、湖北东南部

等地 累 计 降 水 量 有 １００～２５０ ｍｍ，湖 北 金 沙

（３７２．１ｍｍ）等８站超过２５０ｍｍ；金沙日降水量

（１８９．３ｍｍ）突破当地日降水量历史极值，贵州从

江、湖北咸宁等地日降水量突破８月极值。由于湖

北、湖南、广西等省（区）的部分地区累积降水量大，

加之受上游来水共同影响，致使珠江和柳江的部分

江段出现超警水位。强降水造成严重的洪涝灾害并

出现山体滑坡。

７月中下旬至８月上旬，东北、西北等地接连出

现强降水过程。７月中旬，吉林中部出现２次暴雨

过程，降雨中心均出现在永吉，永吉日降水量两度破

历史纪录，持续强降水造成永吉和吉林市城区重复

内涝。７月下旬，陕西北部暴雨过程累计雨量大、极

端性强、范围广。榆林连续出现两次大暴雨过程，最

大累计降水量超过２５０ｍｍ，黄河支流无定河发生

超历史洪水。

９—１０月，江淮大部及汉江流域秋雨明显，秋雨

雨量大、雨日多、影响重。重庆北部、湖北大部、河南

南部、安徽北部、江苏南部等地降水量较常年同期偏

多１～２倍，局地超过２倍。江淮、江汉大部雨日有

３０～４０ｄ，普遍比常年偏多１０～１５ｄ。持续降雨造

成汉江流域出现明显秋汛，部分地区洪涝灾害严重，

局地还引发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部分地区出现

阴雨寡照天气，对作物秋收秋播不利。

２．２　台风

２０１７年，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共有２７个台风（中

心附近最大风力≥８级）生成，较常年（２５．５个）偏多

１．５个，其中８个登陆我国（图８），较常年（７．２个）

略偏多。初台登陆时间较常年偏早１３ｄ，终台登陆

时间偏晚１０ｄ。全年台风共造成３５人死亡，９人失

踪，直接经济损失３４６．２亿元。与２００７—２０１６年平

均值相比，２０１７年台风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明显偏

少，但台风天鸽强度强、致灾重。

２０１７年台风生成和登陆时间集中、登陆地点重

叠度高。７月２２—２３日，２ｄ内先后生成４个台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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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２０１７年登陆中国台风路径图

Ｆｉｇ．８　Ｔｒａｊｅｃｔｏｒｉｅｓｏｆｔｒｏｐｉｃａｌｃｙｃｌｏｎｅｓ

ｌａｎｄｉｎｇｉｎＣｈｉｎａｉｎ２０１７

７月３０—３１日，台风纳沙和海棠先后在福建福清市

沿海登陆；８月２３—２７日，台风天鸽和帕卡先后在

广东珠海和台山登陆；２０１７年共有４个台风在粤港

澳大湾区登陆。

今年第１３号台风天鸽于８月２３日在广东珠海

南部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１４级

（４５ｍ·ｓ－１），中心最低气压９５０ｈＰａ。“天鸽”为

２０１７年登陆我国的最强台风，与１９９１年第１１号台

风Ｆｒｅｄ并列成为１９４９年以来８月登陆广东的最强

台风。受“天鸽”影响，８月２２—２５日，广东东部沿

海和西南部、广西南部、云南东南部、贵州西部等地

出现强风暴雨。据统计，台风天鸽共造成广东、广

西、云南、贵州、福建、湖南６省（区）２４５．９万人受

灾，３２人死亡失踪，直接经济损失２８９．１亿元。另

外，台风天鸽还造成澳门８人死亡。

２．３　强对流

２０１７年，我国大风、冰雹、龙卷风、雷电等局地

强对流天气发生频繁。初步统计，全国有１６０１县

（市）次出现冰雹或龙卷风天气，与２００１—２０１６年平

均值相比，２０１７年降雹次数略偏多，其中北方风雹

灾害突出；强对流天气造成的受灾面积、死亡人数和

经济损失均偏少。

３月１—４日，江苏省常州、南通、连云港等８市

２１县（市、区）遭受风雹灾害，造成２．８万人受灾，７

人死亡，房屋损毁４２００间，直接经济损失０．６亿元。

４月１６—１８日，重庆部分地区遭受风雹灾害，造成

４．１万人受灾，２人死亡，１人失踪，房屋损毁１００

间，农作物受灾面积近２×１０３ｈｍ２，绝收面积３００

ｈｍ２，直接经济损失０．６亿元。５月２２日，河南省郑

州、开封、洛阳等市因风雹造成１５７．５万人受灾，直

接经济损失１２．９亿元。８月１１—１４日，内蒙古呼

和浩特、赤峰和通辽等市因风雹造成６．８万人受灾，

房屋损毁１６００间，７人死亡，农作物受灾面积近４×

１０４ｈｍ２，绝收面积６２００ｈｍ２，直接经济损失１．３亿

元。８月１２—１３日，新疆阿克苏、博尔塔拉、巴音郭

楞因风雹造成４．３万人受灾，农作物受灾面积２．９

×１０４ｈｍ２，直接经济损失５．９亿元。

２．４　干旱

２０１７年，我国旱情比常年轻，但区域性和阶段

性干旱明显。年内，华北北部、东北西部、内蒙古东

部出现春夏连旱，江淮、江汉等地发生伏旱。

华北北部、东北西部、内蒙古东部出现春夏连

旱。４月上旬至７月下旬，东北西部及内蒙古东部

降水量不足２００ｍｍ，比常年同期偏少３～８成，局

地偏少８成以上；上述地区气温普遍比常年同期偏

高１～２℃，其中内蒙古东部偏高２～４℃。期间，内

蒙古东部、河北北部、辽宁西部还出现持续高温天

气，部分地区日最高气温超过４０℃。高温少雨致使

内蒙古东部和东北西部气象干旱发展，６月１８日气

象干旱范围最大，华北北部和内蒙古东部、黑龙江西

部、吉林西部、辽宁大部出现中至重度气象干旱，局

部特旱。受干旱影响，旱区春耕春播进度偏慢，对当

地玉米及牧草生长造成较重影响。另外，高温干燥

天气也导致上述地区森林草原火险等级偏高。

江淮、江汉等地出现伏旱。６月中旬至８月上

旬前期，江淮、江汉、西北地区东南部等地降水量比

常年同期偏少２～５成，江淮东部、江汉东部、陕西关

中偏少５～８成。同期，上述大部分地区气温较常年

同期偏高１～２℃，部分地区偏高２～４℃；期间，长江

中下游地区出现１０～１５ｄ的高温（日最高气温≥

３５℃）天气，最高气温达３８～４０℃，部分地区超过

４０℃。高温少雨加上作物需水旺盛，土壤墒情迅速

下降，致使江淮大部、江汉等地出现阶段性伏旱，旱

区部分早稻遭受“高温逼熟”，安徽中北部、江苏中北

部等地的玉米、棉花、马铃薯等秋收作物生长发育和

产量形成受到一定影响。

２．５　高温

２０１７年夏季，全国平均高温（日最高气温≥

３５℃）日数为１０．７ｄ，比常年同期偏多３．８ｄ，为

１９６１年以来同期最多（图９）。２０１７年，我国共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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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９　１９６１—２０１７年全国夏季

高温日数历年变化

Ｆｉｇ．９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ｕｍｍｅｒｈｉｇｈ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ｄａｙｓｉｎＣｈｉｎａｄｕｒｉｎｇ１９６１－２０１７

５次区域性高温过程，其中，５月１７—１９日，东北、华

北、黄淮等地出现今年首次高温过程，其中，东北、华

北为１９６１年以来最早高温过程；６８站日最高气温

达到或突破当地５月历史极值，内蒙古高力板

（４３．６℃）和吉林洮南（４２．７℃）等地超过４２℃。７月

中下旬，南方地区出现大范围持续高温天气，浙江、

江苏、安徽、重庆、陕西、湖北、湖南的部分地区日最

高气温超过４０℃，其中陕西旬阳（４４．７℃）和重庆江

津（４２．５℃）等６县（区）超过４２℃；７月２１日上海徐

家汇最高气温达４０．９℃，打破了徐家汇１８７３年以

来的历史纪录。

２．６　低温冷害和雪灾

２０１７年，低温冷冻害和雪灾共造成农业受灾面

积４６．４×１０４ｈｍ２，绝收面积７．６×１０４ｈｍ２，直接经

济损失１７．８亿元。与２０１０—２０１６年平均值相比，

经济损失明显偏少，属低温冷冻害及雪灾偏轻年份。

１月中东部地区遭遇三次低温降雪天气。１月，

三次大范围冷空气过程影响我国中东部地区，其中

１９—２２日为强冷空气过程，东北大部、内蒙古中东

部、华北中北部、黄淮东部等地最大降温幅度在４～

８℃，部分地区超过１６℃。大风和降雪天气对春运

造成不利影响，多条高速公路封闭，机场航班延误，

逾万名旅客出行受阻；渤海海峡部分省际航线停航。

２月下旬遭遇大范围寒潮过程，新疆遭受暴雪

袭击。２月１８—２４日，受大范围寒潮天气过程影

响，黑龙江大部、吉林东部、内蒙古东部、北疆大部等

地极端最低气温降至－２０℃以下；华北西部及内蒙

古中西部、黄淮、江汉大部、江南西部等地最大降温

幅度在８℃以上，部分地区超过１２℃；西北地区东

部、华北大部、黄淮大部和江汉等地累计降雪量４～

１０ｍｍ。大风降温和雨雪天气给交通及农业基础设

施带来不利影响。其中２月１８—２１日，新疆出现强

降雪过程，北疆大部地区降雪量达１２～２５ｍｍ，部

分地区积雪深度达２５ｃｍ以上。

２．７　沙尘

２０１７年春季，北方地区共出现６次沙尘天气过

程，比常年同期（１７次）偏少１１次，其中沙尘暴过程

１次（图１０）。北方地区平均沙尘日数为１．９ｄ，比常

年同期偏少３．２ｄ，为１９６１年以来最少。２０１７年首

次沙尘天气过程发生在１月２５日，比２０００—２０１６

年平均（２月１５日）偏早２１ｄ，较２０１６年（２月１８

日）偏早２４ｄ。

５月３—７日，我国北方地区出现沙尘暴天气过

程，沙尘影响面积达２３５万ｋｍ２，主要影响地区为新

疆南疆盆地、甘肃、宁夏、陕西、山西、河北、北京等

地；沙尘强度大，导致多地空气质量爆表，其中内蒙

古局地ＰＭ１０峰值浓度超过２０００μｇ·ｍ
－３，北京局

地超过１０００μｇ·ｍ
－３。

２．８　霾

２０１７年，我国共出现５次大范围、持续性霾过

程（其中１月２次，２月２次，１０月１次），过程次数

少于２０１６年。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３０日至２０１７年１月７

日，东北地区中南部、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大部、黄

淮、江淮、江汉、江南中北部、华南中部及四川盆地等

地出现大范围霾，华北中南部、黄淮、江淮大部及辽

宁中部、陕西关中等地出现重度霾。全国受霾影响面

积达２８０万ｋｍ２，ＰＭ２．５峰值浓度超过５００μｇ·ｍ
－３。

此次过程为２０１７年持续时间最长、影响范围最广、

污染程度最重的霾天气过程。受其影响，京、津、冀、

鲁、豫等多地发布霾预警，多个机场出现航班大量延

误和取消，多条高速公路关闭；呼吸道疾病患者增

多。

图１０　２０００—２０１７年春季北方

沙尘天气过程历年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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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结　论

２０１７年中国气候年景正常，气候灾害偏轻。干

旱、台风、强对流等气象灾害偏轻，与近５年相比，农

作物受灾面积、死亡失踪人口以及直接经济损失明显

偏小。主要气候特征及天气气候事件影响总结如下：

（１）主要气候特征

全国平均气温１０．３９℃，较常年偏高０．８４℃，为

１９５１年以来第三高，仅次于２００７和２０１５年。全国

平均气温四季较同期偏高，其中冬季偏高２．０℃，为

同期历史最高。全国六大区域平均气温均较常年偏

高，华北区域平均气温为历史最高。全国平均降水

量６４１．３ｍｍ，比常年偏多１．８％。全国降水冬季偏

少，夏季偏多，春、秋季接近常年。华南前汛期和西

南雨季开始晚，雨量少；梅雨季和华西秋雨开始早、

结束早，雨量偏多；华北雨季和东北雨季开始晚、结

束早，雨量少。极端降水事件频繁，全国３１站日降

水量突破历史极值，其中多站出现在暴雨少发地区，

４７站连续降水量突破历史极值。

（２）主要天气气候事件及影响

２０１７年，我国干旱、台风、强对流等灾害偏轻，

暴雨洪涝损失偏重（图１１）。暴雨过程频繁、重叠度

高、极端性强；登陆台风多、时间集中，登陆点重叠；

高温日数多，北方高温出现早、南方高温强度大；干

旱影响偏轻，但区域性和阶段性明显；低温冷冻害及

雪灾影响偏轻；强对流天气多，损失偏轻；春季北方

沙尘天气少，影响偏轻；年初霾天气持续时间长，对

空气质量和人体健康影响大，但过程次数少于２０１６

年。与２０１２—２０１６年平均值相比，受气象灾害影响

的农作物受灾面积、死亡失踪人口以及直接经济损

失均明显偏少。

图１１　２０１７年中国重大天气气候事件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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