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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２０１８年，我国气候属于正常年景，气候灾害偏轻。全国平均气温为１０．０９℃，较常年偏高０．５４℃，春、夏季气温创历

史新高，秋、冬季气温接近常年。全国平均降水量为６７３．８ｍｍ，较常年偏多７．０％。全国降水夏、秋季偏多，冬季偏少，春季接

近常年同期。华南前汛期开始晚，结束早，雨量少；西南雨季开始和结束均接近常年，雨量多；入梅晚、出梅早，梅雨量少；华北

雨季开始和结束均早，雨量多；华西秋雨开始和结束均晚，雨量少；东北雨季开始和结束均接近常年，雨量少。２０１８年，生成和

登陆台风多、登陆位置偏北、灾损严重。低温冷冻害及雪灾频发，损失偏重。其他气象灾害，如暴雨洪涝、干旱、强对流、沙尘暴

影响均偏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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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在全球气候变暖背景下，２０１８年我国平均气温

较常年偏高０．５４℃，其中春、夏季气温创历史新高

（王遵娅等，２０１８）。全国平均降水量为６７３．８ｍｍ，

较常年偏多７．０％。华南前汛期开始晚，结束早，雨

量少；西南雨季开始和结束均接近常年，雨量多；入

梅晚、出梅早，梅雨量少；华北雨季开始和结束均早，

雨量多；华西秋雨开始和结束均晚，雨量少；东北雨

季开始和结束均接近常年，雨量少（顾薇和陈丽娟，

２０１９）。与近５年相比，２０１８年气象灾害总体损失

偏轻。其中，台风和低温冷冻害灾情重，损失多。暴

雨洪涝、干旱、强对流、沙尘暴灾情轻，损失少。

为给气候与气候变化的研究及防灾减灾提供参

考依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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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２０１８），并对各类极端天气

气候事件进行总结和分析（冯爱青等，２０１８；梅梅等，

２０１７；廖要明等，２０１６；侯威等，２０１４；２０１５；王有民

等，２０１３；李莹等，２０１２）。本文综述了２０１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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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个地面气象观测站１９５１—２０１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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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８年，全国平均气温为１０．０９℃，较常年

（９．５５℃）偏高０．５４℃（图１）。除１、２、１０和１２月气

温偏低外，其余各月均偏高，其中３月偏高２．８℃，

为历史同期最高。全国六大区域平均气温均较常年

偏高，其中华北地区、长江中下游分别偏高０．７和

０．８℃。从空间分布看，除新疆北部局地气温略偏低

外，全国其余大部地区气温接近常年或偏高，其中黄

淮中部、江南东部及内蒙古中部、青海西南部和东南

部、西藏西部和北部等地偏高１～２℃（图２）。

　　冬季（２０１７年１２月至２０１８年２月），全国平均

气温为－３．２℃，接近常年同期（－３．４℃）；春季（３—

５月），全 国 平 均 气 温 为 １２．０℃，较 常 年 同 期

（１０．４℃）偏高１．６℃，为历史同期最高；夏季（６—８

月），全国平均气温为２１．９℃，较常年同期（２０．９℃）

偏高１℃，为历史同期最高；秋季（９—１１月），全国平

均气温为９．９℃，接近常年同期（９．９℃）。

２０１８年，全国共有２０９站日最高气温达到极端

事件标准，极端高温事件站次比为０．１８，较常年

（０．１２）偏多，较２０１７年（０．７１）明显偏少。年内，全

国有５７站日最高温气温突破历史极值，４０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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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３１）较常年（０．１３）偏多。全国有２５５站

日最低气温达到极端事件标准，极端低温事件站次

比为０．１８，较常年（０．１１）偏多。年内，全国共有３０４

站日降温幅度达到极端事件标准，其中内蒙古图里

河（２２．５℃）、吉林罗子沟（２０．４℃）等４３站日降温幅

度突破历史极值。

１．２　降水

２０１８年，全国平均降水量为６７３．８ｍｍ，较常年

（６２９．９ｍｍ）偏多７．０％，比２０１７年（６４１．３ｍｍ）偏

多５．１％（图３）。全国降水夏、秋季偏多，冬季偏少，

春季接近常年同期。年内各月，１、７、８、９、１１和１２

月降水量偏多，其中１２月偏多７８％；２、４、６和１０月

降水量偏少，其中２月偏少５３％，为１９５１年以来历

史同期第三少；３、５月降水量接近常年同期。从空

间分布来看，与常年相比，北方大部降水偏多，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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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降水接近常年，其中东北地区中北部、西北地区

中东部及内蒙古中西部、山东中部、安徽东北部、四

川中东部、新疆西南部、西藏中西部、海南大部等地

降水量偏多２０％至１倍，局地偏多１至２倍；辽宁

中部、新疆东南部等地降水量偏少２０％～５０％；全

国其余大部地区降水量接近常年（图４）。六大区域

降水量均较常年偏多或接近常年。七大江河流域

中，除辽河流域（５２３．４ｍｍ）降水量较常年偏少

１１％外，其余六大流域降水量均偏多或接近常年。

２０１８年，全国平均降水（日降水量≥０．１ｍｍ）

日数为１０３．３ｄ，接近常年。东北地区东部和北部、

西北地区东南部、江淮南部、江汉、江南、华南、西南

及西藏东部、青海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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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部和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云南西南部、西藏

东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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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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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南部、甘肃东部、青

海东部、四川中西部、重庆东部、安徽大部、江苏南

部、浙江中北部、海南大部等地降水日数偏多１０～

２０ｄ；华北北部和东部及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北

部、辽宁南部、新疆北部、西藏东南部、云南西部、贵

州西南部等地偏少１０～２０ｄ；全国其余大部地区降

水日数接近常年。全国共出现暴雨（日降水量≥

５０．０ｍｍ）６１０６站日，比常年（５９９２站日）偏多２％。

２０１８年，全国共有３１７站日降水量达到极端事

件监测标准，日降水量极端事件站次比为０．２，较常

年（０．１）偏多。全国共有６８站日降水量突破历史极

值，５１站连续降水量突破历史极值。全国共有１７５

站连续降水日数达到极端事件监测标准，站次比为

０．０８，较常年（０．１３）偏少０．０５；其中有２０站连续降

水日数突破历史极值。

华南前汛期于５月７日开始，６月２７日结束，

总雨量为４１０．９ｍｍ；与常年相比，开始偏晚３１ｄ，

结束偏早３ｄ，雨量偏少４０％。西南雨季于５月２７

日开始，１０月１５日结束，总雨量为８０８．０ｍｍ；与常

年相比，开始偏晚１ｄ，结束偏晚１ｄ，雨量偏多９％。

梅雨始于６月１９日，７月１３日结束，梅雨量为

２０９．８ｍｍ；与常年相比，入梅时间偏晚１１ｄ，出梅时

间偏早５ｄ，梅雨量偏少４０％。江南梅雨入梅偏晚

１１ｄ，出梅偏晚５ｄ，雨量偏少３２％；长江中下游梅雨

入梅偏晚８ｄ，出梅正常，雨量偏少３９％；江淮梅雨

图１　１９５１—２０１８年全国年平均气温变化

Ｆｉｇ．１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ａｎ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ｏｖｅｒＣｈｉｎａｄｕｒｉｎｇ１９５１－２０１８

图２　２０１８年全国年平均气温距平分布

Ｆｉｇ．２　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ａｎ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ｏｍａｌｉｅｓｏｖｅｒＣｈｉｎａｉｎ２０１８

图３　１９５１—２０１８年全国平均年降水量变化

Ｆｉｇ．３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ａｎ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ｏｖｅｒＣｈｉｎａｄｕｒｉｎｇ１９５１－２０１８

图４　２０１８年全国年降水量距平分布

Ｆｉｇ．４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ａｎｎｕａｌ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ｏｍａｌｙｏｖｅｒＣｈｉｎａｉｎ２０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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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梅偏晚７ｄ，出梅偏早５ｄ，雨量偏少３５％。华北

雨季于７月９日开始，８月７日结束，总雨量为

１６５．６ｍｍ；与常年相比，开始偏早９ｄ，结束偏早

１１ｄ，雨量偏多２２％。华西秋雨于９月１０日开始，

１１月９日结束，总雨量为１６２ｍｍ；与常年相比，开

始偏晚１０ｄ，结束偏晚８ｄ，雨量偏少２０％。东北雨

季于６月１６日开始，９月１８日结束，总雨量为

３０１．２ｍｍ；与常年相比，开始偏早２ｄ，结束偏晚

１ｄ，雨量偏少２０％。

１．３　热带海洋和热带对流

２０１７年１０月开始的拉尼娜事件于２０１８年４

月结束。之后，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在波动中

缓慢上升，夏季处于恩索正常状态。９月赤道中东

太平洋进入厄尔尼诺状态。１１月 Ｎｉ珘ｎｏ３．４区海温

指数为０．９９℃，９—１１月３个月滑动平均为０．７４℃，

秋季赤道中东太平洋维持厄尔尼诺状态。１—５月，

南方涛动指数（ＳＯＩ）以正位相为主，进入夏季后波

动较大，６月由正转负，８—９月持续负位相，１０—１１

月又连续２个月维持正位相（图５），表明热带大气

对赤道中东太平洋厄尔尼诺状态响应不明显。

２０１８年，赤道西太平洋地区对流间歇性活跃，

强对流活动（通常用射出长波辐射通量距平来表征）

中心位于日界线以西；赤道中东太平洋对流活动

１—５月不活跃，６月以后逐渐转为活跃，但强对流活

动仍维持在赤道西太平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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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并

不完全对应（顾薇和陈丽娟，２０１９）。

１．４　大气环流

２０１７／２０１８年冬季，东亚冬季风偏强，西伯利亚

高压偏强（章大全和宋文玲，２０１８）。冬季欧亚中高

纬度以经向环流为主，乌拉尔山阻塞高压偏强，东亚

槽偏强。冷空气活动频繁，主要以东路路径入侵我

国。受其影响，我国冬季气温呈现出东北冷、西南暖

的空间分布格局。

２０１８年夏季，西北太平洋副热带高压（以下简

称副高）面积较常年同期偏大、强度偏强、西伸脊点

位置略偏西。逐日监测结果显示（图６），西北太平

洋副高偏北的特征持续而显著，是１９５１年以来最偏

北的一年。受其影响，菲律宾、南海和华南等低纬度

地区对流活动加强，使得华南地区降水偏多；长江中

下游地区出现异常的辐散下沉运动，降水偏少；北方

地区则以异常偏南风为主，降水偏多（张庆云和陶诗

言，２００３）。

　　２０１８年南海夏季风于６月第１候爆发，爆发时

间较常年（５月第５候）偏晚２候；于１０月第１候结

束，较常年（９月第６候）偏晚１候；南海夏季风在夏

季（６—８月）表现出明显偏强的特征，除６月第１

候、第５—６候、７月第６候至８月第２候偏弱以外，

其余时段都明显偏强。进入９月以后，南海夏季风

较常年偏弱。东亚副热带夏季风较常年显著偏强，

为１９５１年以来最强。

　　２０１８年６月第１候，随着南海夏季风爆发，我

国华南地区开始出现明显的降水过程。在６月中旬

末期至下旬初期，东部主雨带由华南推进至江南和

长江中下游，江南和长江中下游地区梅雨分别于６

月１９和２２日开始。６月下旬末期，东亚夏季风系统进

图５　２０１６—２０１８年Ｎｉ珘ｎｏ３．４区海温

指数及南方涛动指数（ＳＯＩ）逐月演变

Ｆｉｇ．５　Ｍｏｎｔｈｌｙ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ｅａｓｕｒｆａｃｅ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ｉｎｄｅｘｏｆＮｉ珘ｎｏ３．４ａｎｄ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ｏｓｃｉｌｌ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ＳＯＩ）

ｄｕｒｉｎｇ２０１６－２０１８

图６　２０１８年夏季西北太平洋

副高脊线位置及距平逐日演变

Ｆｉｇ．６　Ｄａｉｌｙ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ｎｏｍａｌｙｏｆ

ｓｕｂｔｒｏｐｉｃａｌｒｉｄｇｅｌｉｎｅｉｎ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ｅｒｎ

Ｐａｃｉｆｉｃｉｎｓｕｍｍｅｒ２０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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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北推，江淮地区梅雨于６月２８日开始。７月１３

日梅雨季节结束。７月上旬后期，受台风活动影响，

副高明显北抬，引导暖湿气流向我国北方地区输送，

主雨带北移至我国西北和华北地区。８月上旬后

期，北方雨带开始季节性南撤。同时，由于西北太平

洋台风活跃、登陆个数偏多、路径偏北，使得我国东

南沿海地区降水偏多。９月，副高西伸明显，有利于

我国西南地区大部降水偏多，同时有利于台风西行

登陆华南，使得华南地区降水偏多。１０月第１候，

随着北方冷空气南下影响我国华南沿海和南海地

区，南海地区热力性质发生明显改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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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８年夏季，全国共出现２１次暴雨过程，没有

发生大范围流域性暴雨洪涝灾害。年内暴雨洪涝灾

害总体上较常年偏轻，但频繁降水仍造成多地江河

水位上涨，农田渍涝、城市内涝严重。

初夏，南方连续强降水致多地内涝。６月１８—

２６日，南方地区出现持续９ｄ的强降雨天气，雨带在

广西、贵州、湖南、江西、浙江等地摆动，局地最大累

计降水量达４００多毫米；６月３０日至７月８日，长江

中下游地区出现连续的强降雨过程，降雨中心出现在

江西景德镇，累计降水量为４２８ｍｍ，其中７月５—８

日连续降水量达３３２ｍｍ，为历史同期第二高，仅次于

１９９３年的３９９ｍｍ。强降雨过程导致部分地区发生

内涝、中小河流洪水、山洪、滑坡和泥石流等灾害。

图７　２０１８年１１０°～１２０°Ｅ候平均

降水量纬度时间剖面

Ｆｉｇ．７　Ｌａｔｉｔｕｄｅｔｉｍｅｓｅｃｔｉｏｎｏｆ

ｐｅｎｔａｄａｖｅｒａｇｅ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ｏｎｇ

１１０°－１２０°Ｅｉｎ２０１８

　　夏季，我国北方多地发生暴雨洪涝。７月３１日

凌晨至上午，新疆哈密地区山区局地出现大到暴雨，

其中伊吾县淖毛湖乡降水量达１０５．４ｍｍ，伊州区

沁城乡为１１５．５ｍｍ，伊州区沁城乡小堡区域１ｈ最

大降雨量达２９．５ｍｍ，强降水引发洪水，造成农田、

公路、铁路、电力和通信设施受损。６—８月黄河上

游降水量为２８０．８ｍｍ，较常年（１９９．８ｍｍ）偏多４

成，为１９６１年以来第三多，其中７月２０日，兰州出

现强降雨天气，受其影响，兰州市城区部分路段积水

严重，暴雨引发的洪水沿马路顺势而下，多处低洼路

段积水达到成年人腰部位置，多辆停靠在道路两侧

的车辆被洪水冲走。

秋季，西北地区南部、西南大部、江汉西部、江南

大部、华南大部及黑龙江局部、吉林东部等地降水日

数有３０～５０ｄ，较常年同期偏多４～１０ｄ，部分地区

偏多１０ｄ以上，秋雨明显。青川渝贵湘赣浙闽粤桂

１０省（区、市）秋季平均降水日数为３８．２ｄ，较常年

同期（３１．１ｄ）偏多７ｄ，为１９８２年以来最多。连阴

雨天气对湖南、江西、四川、重庆、贵州等地水稻和玉

米等农作物的灌浆成熟、收获晾晒及小麦和油菜的

播种等造成一定影响。湖北、湖南、重庆、陕西、云

南、山东部分地区遭受暴雨洪涝、泥石流等灾害，造

成较重的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

２．２　台风

２０１８年，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共有２９个台风（中

心附近最大风力≥８级）生成，较常年（２５．５个）偏多

３．５个，其中１０个登陆我国（图８），较常年（７．２个）

偏多近３个。初台登陆时间较常年偏早１３ｄ，终台

登陆时间偏晚１０ｄ；“温比亚”和“山竹”致灾严重。

２０１８年台风共造成８３人死亡失踪，直接经济损失

图８　２０１８年登陆中国台风路径

Ｆｉｇ．８　Ｔｒａｊｅｃｔｏｒｉｅｓｏｆｔｒｏｐｉｃａｌｃｙｃｌｏｎｅｓ

ｌａｎｄｉｎｇｉｎＣｈｉｎａｉｎ２０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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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６９７．３亿元。与２００８—２０１７年平均值相比，２０１８

年台风造成直接经济损失偏大。

台风登陆位置总体偏北，常年在浙江至上海一

带沿海地区登陆的台风年均只有１个，而２０１８年有

４个，为１９４９年以来最多。“安比”“云雀”“温比亚”

３个台风在一个月内相继登陆上海，而１９４９—２０１７

年登陆上海的台风总数仅有６个。登陆后北上台风

多，影响范围广。“安比”“摩羯”“温比亚”在一个月

内相继在华东地区登陆并北上，给华东大部、华北东

部、东北地区西部和南部等地带来大范围风雨影响。

台风平均登陆强度偏弱，登陆我国的１０个台风中，

仅有２个登陆时达强台风级（“玛莉亚”和“山竹”），

其余８个为热带风暴或强热带风暴级；平均登陆强度

为２６．３ｍ·ｓ－１（１０级），较多年平均值（３２．８ｍ·ｓ－１，

１２级）偏弱。

２０１８年第１８号台风温比亚（强热带风暴级别）

于８月１７日在上海浦东新区南部沿海登陆，登陆时

中心附近最大风力９级（２３ｍ·ｓ－１），中心最低气压

为９８５ｈＰａ。“温比亚”带来的强降水和大风影响范

围广，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山东、河南、河北、辽宁

等８省（市）１８００．４万人受灾，５３人死亡失踪，农作

物受灾面积２０１．５万ｈｍ２，直接经济损失达３６９．１

亿元，为２０１８年造成灾害损失最重的台风。

２．３　强对流

２０１８年，我国共出现大风、冰雹、龙卷风、雷电

等局地强对流天气过程４３次，较过去５年平均值

（５４次）明显偏少。初步统计，全年强对流天气共造

成２４０．７万ｈｍ２ 农作物受灾，１２６人死亡，直接经济

损失达１６８．５亿元。与２０００—２０１７年平均值相比，

全国因强对流天气造成的损失总体偏轻。

３月３—５日，广西、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

苏、河南等地出现雷暴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等强

对流天气，造成３３．５万人受灾，１４人死亡；４．１万间

房屋受不同程度损坏；农作物受灾面积１．４万ｈｍ２；

直接经济损失为５．２亿元。

５月１７—１８日，重庆市万州、涪陵、北碚等１９

县（区）遭受风雹灾害，造成３９万人受灾，６人死亡；

２．５万间房屋损坏；农作物受灾面积１．９万ｈｍ２，其

中绝收面积２１００ｈｍ２；直接经济损失为３．４亿元。

６月１１—１３日，北方多地出现大范围强对流天

气。内蒙古东部、黑龙江南部、辽宁南部等地出现８

～１０级大风，山东东部出现３０ｍ·ｓ
－１以上的雷暴

大风；内蒙古东部、河北西部和南部、山东、河南等地

出现冰雹；吉林大部、辽宁、北京、天津等地出现２０

～５０ｍｍ的分散性短时强降水。据统计，此次大范

围强对流天气过程共有７７县（市）出现冰雹，造成

７４．２万人受灾；房屋受损４９９５间；农作物成灾面积

１０．９万ｈｍ２，其中绝收面积为９８００ｈｍ２；直接经济

损失约为２．２亿元。

７月１３—１４日，黑龙江哈尔滨、鹤岗、双鸭山等

８市２４县（市、区）遭受风雹灾害，造成６．３万人受

灾；农作物受灾面积４．１万 ｈｍ２，其中绝收面积

４３００ｈｍ２；直接经济损失为１．３亿元。

８月１１—１３日，河北省石家庄、唐山、邢台等７

市１７县（市、区）遭受风雹灾害，造成３．２万人受灾；

农作物受灾面积３０００ｈｍ２；直接经济损失为２５００

余万元。

２．４　干旱

２０１８年，我国旱情较常年偏轻，但区域性和阶

段性干旱明显。年内，内蒙古东部、东北中部和南部

出现春夏连旱，江汉、江南、江淮等地出现阶段性干

旱，北京发生秋冬春连旱。

内蒙古东部、东北中部和南部出现春夏连旱。４

月中旬至６月下旬，东北大部及内蒙古东部降水量

不足２００ｍｍ，降水量较常年同期偏少２～５成，局

地偏少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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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

龙江和吉林还出现高温天气，部分地区日最高气温

超过３８℃。温高雨少致使内蒙古东部、东北中部和

南部干旱露头并发展，内蒙古东部、黑龙江东部、吉

林西部、辽宁大部存在中至重度气象干旱。受干旱

影响，旱区春耕春播进度比去年偏慢，部分地区播种

困难、出苗率偏低、长势偏弱，对当地玉米及牧草生

长造成较重影响。另外，干燥高温天气也导致上述

地区森林草原火险等级偏高。

江汉、江南、江淮等地出现阶段性干旱。８月中

旬至９月中旬，江汉、江南大部地区降水量比常年同

期偏少２～５成，江汉中部偏少５～８成；同期，上述

大部地区气温偏高１～２℃，江汉中部和西部、江南

中部和东部出现１０～１５ｄ的高温天气，最高气温达

３８～４０℃。高温少雨加上作物需水旺盛，土壤墒情

迅速下降，致使江汉、江南西部和北部出现阶段性伏

旱，旱区一季稻和玉米抽穗开花、棉花开花受到不利

影响。１０月上旬至１１月上旬，黄淮、江淮、江汉降

８４５　　　　　　　　　　　　　　　　　　　 　气　　象　　　　　　　　　　　　　　　 　　 　　　第４５卷　



水量偏少５～８成，其中黄淮中部和江淮北部偏少８

成以上，气象干旱持续发展，黄淮南部和西部、江淮

大部、江汉及陕西东南部、重庆北部等地存在中到重

度气象干旱，森林火险等级偏高。

北京发生秋冬春连旱。２０１７年１０月２３日至

２０１８年３月１６日，北京连续１４５ｄ无降水，突破历

史纪录（１９７０年１０月２５日至１９７１年２月１５日，连

续１１４ｄ无降水）。由于长时间无降水，北京大部地

区出现重度干旱。３月１７日，北京地区自西向东出

现明显雨雪天气，全市平均降水量为３．１ｍｍ，南郊

观象台降水量为４．１ｍｍ，旱情得到缓和。

２．５　高温

２０１８年夏季，全国平均高温（日最高气温≥

３５℃）日数为１０．２ｄ，比常年同期偏多３．３ｄ，为

１９６１年以来同期第三多，仅次于２０１７和２０１３年

（图９）。华北东南部、黄淮中部、江淮中西部、江汉

大部、江南大部、华南北部及贵州东北部、重庆、四川

东部、陕西东南部、新疆东部和南部、内蒙古西部等

地高温日数有２０～４０ｄ，浙江、江西、湖南、重庆及新

疆等地的部分地区超过４０ｄ；全国高温日数普遍较

常年同期偏多，其中黄淮中部、江汉大部及重庆大部

等地偏多１５ｄ以上。

夏季日最低气温高。华北东南部、黄淮中部、江

淮、江汉东部及上海、江西东北部、湖南东部、广东中

部和西南部、海南、广西东南部、重庆西南部等地日

最低气温最大值超过２８℃，局部地区超过３０℃，陕

西临潼和重庆合川分别达３２．１和３２℃。与常年同

期相比，全国夏季日最低气温平均值普遍偏高，其中

长江以北的大部分地区偏高１～２℃，部分地区偏高

２～４℃。

东北地区高温极端性强。７月下旬至８月上

旬，东北地区平均气温为２５．１℃，较常年同期偏高

１．３℃，为１９６１年以来同期最高。高温极端性强，辽

宁和吉林有４７站日最高气温突破历史极值。

我国中东部地区高温强度强、影响范围大、持续

时间长。７月９日至８月１６日，黄淮大部、江淮、江

汉、江南、华南北部等地出现极端高温天气，湘鄂赣

苏皖渝浙闽区域平均气温为２９．３℃，较常年同期偏

高１．７℃，与１９６６年并列为１９６１年来第二高值，仅

次于２０１３年；区域平均高温日数１８．７ｄ，较常年同

期偏多近１倍，为１９６１年来第二多，仅次于２０１３

年。此次高温过程持续时间为３９ｄ，有５５８县受影

图９　１９６１—２０１８年全国夏季

高温日数历年变化

Ｆｉｇ．９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ｕｍｍｅｒｈｉｇｈ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ｄａｙｓｉｎＣｈｉｎａｄｕｒｉｎｇ１９６１－２０１８

响，其中７月２０日高温影响范围最广，３５℃以上高

温面积达１６０．７万ｋｍ２。

２．６　低温冷害和雪灾

２０１８年，低温冷冻害和雪灾共造成农业受灾面

积３４１万ｈｍ２，绝收面积４５．６万ｈｍ２，直接经济损

失为４３４亿元。与２０１０—２０１７年平均值相比，经济

损失偏大，属低温冷冻害及雪灾偏重年份。

１月，全国平均累计降雪量为１２．２ｍｍ，是

２０００年以来历史同期第二多（仅少于２００８年的

１５．２ｍｍ）。１月３—４、５—７和２４—２８日中东部遭

遇３次大范围低温雨雪天气过程，其中２４—２８日过

程范围最广、持续时间最长、影响最为严重，黄淮西

南部、江淮、江南北部累计降雪量有１０～２５ｍｍ，其

中湖南东北部、湖北中北部和东部、安徽中部和南

部、江苏西南部、浙江北部等地超过２５ｍｍ。大范

围低温雨雪天气造成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河南、

湖北、湖南、广东、四川、重庆、贵州、云南、陕西、山西

等１４省（市）８６８．５万人受灾，农作物受灾面积９０．０

万ｈｍ２，直接经济损失达１３４．０亿元。

２月共有５次冷空气过程（３—４、１０—１２、１５—

１７、２１—２２和２４—２５日）影响我国。其中，１０—１２

日冷空气过程影响范围广、强度大，我国中东部大部

以及西北中东部等地降温幅度普遍在５～８℃，过程

最大降温幅度超过５和１０℃的覆盖面积分别为

５００．８万和４３．９万ｋｍ２。福建、广东、云南、贵州、

四川、广西、浙江、甘肃等地局部遭受低温冷冻或雪

灾，造成９１．４万人次受灾，直接经济损失达６．３亿

元。

４月３—７日，受全国性寒潮过程的影响，我国

西北、华北等地出现阶段性春寒。西北东北部、华

北、东北东部和南部、黄淮大部、江淮西部及内蒙古

９４５　第４期　　　 　　　 　　　　　周星妍等：２０１８年中国气候主要特征及主要天气气候事件　　　　　　　　 　　　　　



等地过程最大降温幅度在１４℃以上，部分地区超过

１７℃，过程最大降温幅度超过１４和１７℃的面积分

别达２５３．５万和６７．９万ｋｍ２。受此影响，北京、河

北、山西、陕西、甘肃、宁夏、安徽、山东等８省（区、

市）遭受较为严重的低温冻害，共造成１２５６万人受

灾，农作物受灾面积１３４．９万ｈｍ２，其中绝收面积

３５．９万ｈｍ２，直接经济损失达２３３．７亿元；而甘肃、

山西受灾最为严重。

１０月７—８日，强冷空气过程影响我国东北、华

北北部、内蒙古中南部及河套地区，过程最大降温幅

度为８～１２℃。８日，黑龙江部分地区遭受低温冷冻

灾害，绥化市海伦市、绥棱县３．３万人受灾，农作物

受灾面积１．６万ｈｍ２，直接经济损失近２５００万元。

１０月１７—１８日，新疆经历暴雪和寒潮天气。

以乌鲁木齐为中心的天山山区及其两侧出现暴雪，

积雪深度达５～２０ｃｍ，乌鲁木齐多处树枝被雪压

断，多处出现电力故障，机场多架航班延误。

１１月有４次冷空气过程（４—７、１６—１７、２２—２３

和２８—２９日），主要影响我国北方地区。东北及内

蒙古中东部、青海、西藏、新疆等地的部分地区过程

最大降温幅度达１０～１２℃，局部地区超过１２℃。受

频繁冷空气活动影响，新疆西北部、青海东部、甘肃

南部、宁夏南部、陕西中西部、四川西北部、黑龙江大

部、吉林东部等地出现大范围降雪，累计降雪量达

１０～２５ｍｍ，局部地区超过５０ｍｍ，其中新疆塔城为

７７．２ｍｍ，黑龙江牡丹江达７４．０ｍｍ。降雪导致青

海省直接经济损失１１３０余万元；青海、新疆等地多

条高速封闭、客运车辆停运、机场航班延误。

１２月我国出现两次大范围的低温雨雪天气过

程（５—１１和２５—３１日），其中２５—３１日的过程影

响范围大，低温极端性强，雨雪冰冻过程明显。此次

过程影响范围为２０１８年入冬以来最大，全国有

６１％的区域受影响，日最低气温０℃线南压至华南

北部及云南北部一带，为入冬以来最南。内蒙古东

北部日最低气温达－４０℃以下，河北、山西、内蒙古、

贵州、湖南、西藏等地有６０站发生极端低温事件。

湖南、江西、安徽、四川、贵州等地出现降雪，最大积

雪深度达２１ｃｍ（湖南石门）；湖南、贵州、云南、广西

等省（区）有１４１站发生冰冻。低温冷冻和雪灾造成

江西、湖北、湖南、贵州２１９．６万人受灾，农作物受灾

面积１９．９万ｈｍ２，直接经济损失达１６．６亿元。

２．７　沙尘

２０１８年春季，北方地区共出现１０次沙尘天气

过程，比常年同期（１７次）偏少７次，其中沙尘暴和

强沙尘暴过程共３次（图１０）。北方地区平均沙尘

日数为２．３ｄ，比常年同期偏少２．８ｄ。２０１８年首次

沙尘天气过程发生在２月８日，比２０００—２０１７年平

均（２月１４日）偏早６ｄ，较２０１７年（１月２５日）偏晚

１４ｄ。

３月２６—２９日的沙尘暴天气过程是年内范围

最大的一次沙尘天气过程，新疆南疆盆地、甘肃河

西、内蒙古中西部、宁夏北部、陕西北部、山西北部、

河北中北部、北京、天津、东北地区、河南中北部先后

出现扬沙或浮尘，其中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局地出现

沙尘暴。

２．８　霾

２０１８年，我国共出现５次大范围、持续性雾和

霾天气过程（其中１月１次，３月１次，１１月２次，１２

月１次），过程次数与去年持平，但局地影响重。

２月１５—２２日，琼州海峡出现罕见的持续性大

雾天气，渡轮因能见度低停航，由于正值春节假期结

束游客返程高峰期，南岸大量旅客和车辆滞留。

１１月２４日至１２月３日，华北和华东地区出现

大范围雾和霾天气，持续时间长达１０ｄ，影响范围

大、持续时间长、污染程度重，是２０１８年影响最重的

一次雾和霾天气过程。此次过程分为两个阶段，第

一阶段为１１月２４—２６日，主要发生在京津冀及其

周边地区，部分地区能见度不足５０ｍ，中央气象台

连续３次发布大雾橙色预警。京津冀及周边地区

４５个城市ＰＭ２．５小时质量浓度达到重度及以上污染

图１０　２０００—２０１８年春季北方

沙尘天气过程历年变化

Ｆｉｇ．１０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ｐｒｉｎｇｄｕｓｔ

ｗｅａｔｈｅｒ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Ｃｈｉｎ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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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其中北京、天津、石家庄等２１个城市小时质量

浓度达到严重污染水平，保定２６日１６时ＰＭ２．５小

时质量浓度最高达４７６μｇ·ｍ
－３。第二阶段为１１

月３０日至１２月３日，出现在京津冀及周边、汾渭平

原和长三角等地区。京津冀及周边地区４１个城市

ＰＭ２．５日均质量浓度达到重度及以上污染水平。受

其影响，京津冀鲁豫苏鄂徽湘多地发布预警信息，多

个机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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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　结　论

２０１８年中国气候年景正常，气候灾害偏轻。台

风和低温冷冻害损失偏重，暴雨洪涝、干旱、强对流、

沙尘暴等气象灾害偏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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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明显偏

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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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８年，全国平均气温较常年偏高０．５４℃；春、

夏季气温创历史新高，秋、冬季气温接近常年同期。

全国六大区域平均气温均较常年偏高，其中华北地

区、长江中下游分别偏高０．７和０．８℃。全国平均

降水量为６７３．８ｍｍ，比常年偏多７％；夏、秋季降水

分别偏多１０％和６％，冬季偏少１７％，春季接近常

年同期。六大区域年降水量均偏多或接近常年；七

大流域中除辽河偏少１１％外，其余均偏多或接近常

年。华南前汛期开始晚，结束早，雨量偏少４０％；西

南雨季开始和结束均接近常年，雨量偏多９％；入梅

晚、出梅早，梅雨量偏少４０％；华北雨季开始和结束

均早，雨量偏多２２％；华西秋雨开始和结束均晚，雨

量偏少２０％；东北雨季开始和结束均接近常年，雨

量偏少２０％。

（２）主要天气气候事件及影响

２０１８年，我国台风和低温冷冻害损失偏重，暴

雨洪涝、干旱、强对流、沙尘暴等气象灾害偏轻

（图１１）。生成和登陆台风多、登陆位置偏北、灾损

重；低温冷冻害及雪灾频发，损失偏重；夏季暴雨过

程频繁，但暴雨洪涝灾害损失总体偏轻；高温日数

多，东北及中东部地区高温极端性突出；区域性和阶

段性干旱明显，但影响偏轻；强对流天气少，经济损

失偏轻；春季北方沙尘天气少，影响偏轻；阶段性雾

霾影响大。与２０１３—２０１７年平均值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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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８年中国重大天气气候事件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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