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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２０１９年我国气候总体呈现暖湿特征。全国年平均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０．７９℃，为１９５１年以来连续第五暖年，四季

气温均偏高，春、秋季明显偏暖；年降水量为６４５．５ｍｍ，较常年同期偏多２．５％，冬、春、夏季降水偏多，秋季偏少。华南前汛期

开始早、结束晚，为１９６１年以来最长前汛期，雨量为１９６１年以来次多；西南雨季开始和结束均偏晚，雨量偏少；入梅晚、出梅

早，梅雨量偏少；华北雨季开始晚，结束与常年一致，雨量偏少；东北雨季开始早、结束晚，雨量偏多；华西秋雨开始早、结束晚，

雨量偏多。２０１９年，台风生成多，登陆强度总体偏弱，仅台风利奇马灾损重；暴雨洪涝、干旱、强对流、低温冷冻害和雪灾、沙尘

暴等气象灾害均偏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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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中国是气象灾害多发且危害严重的国家，气象

灾害造成的损失占全部自然灾害损失的７０％以上，

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造成巨大影响（中国气象局，

２０１８ａ）。气候变化背景下，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

频发，影响日趋严重（秦大河等，２０１５）。及时对我国

的气候及其异常特点进行概括（中国气象局，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ｂ），对各类极端气候事件进行总结和分析（周

星妍等，２０１９；冯爱青等，２０１８；梅梅等，２０１７；廖要明

等，２０１６；侯威等，２０１５），可为气候与气候变化的研

究和防灾减灾提供科学依据。本文综述了２０１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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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所用资料主要为国家气象信息中心提供的

中国２４００多个站点１９５１—２０１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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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雹等主要天气现象资料。气候平均

值（即常年值）采用１９８１—２０１０年平均值。

１　基本气候概况

１．１　气温

２０１９年，全国平均气温为１０．３４℃，较常年同期

偏高０．７９℃，为１９５１年以来第五暖年（图１），前四

图１　１９５１—２０１９年中国年平均气温历年变化

Ｆｉｇ．１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ａｎ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ｏｖｅｒＣｈｉｎａｆｒｏｍ１９５１ｔｏ２０１９

个高值年分别是２００７年、２０１７年、２０１６年和２０１５

年；全年各月气温均偏高，其中４月偏高１．８℃，为

历史同期次高。从空间分布来看，除贵州、重庆、新

疆等地的局地气温略偏低外，全国其余地区气温均

偏高，北方气温偏高尤为明显，其中东北大部、华北

东南部、黄淮大部及内蒙古东部、新疆东北部、云南

东部、四川南部、海南等地偏高１～２℃（图２）。

　　就四季而言，与常年同期相比，四季气温均偏

高，春秋明显偏暖。冬季（２０１８年１２月至２０１９年２

月），全国平均气温为－３．１℃，较常年同期偏高

０．２℃。春季（３—５月），全国平均气温为１１．５℃，较

常年同期偏高１．１℃。夏季（６—８月），全国平均气

温为２１．５℃，较常年同期偏高０．５℃。秋季（９—１１

月），全国平均气温为１１．０℃，较常年同期偏高

１．０℃，为历史同期第三高。

２０１９年，全国共有３４８站日最高气温达到极端

事件监测标准，极端高温事件站次比为０．３８，较常

年同期和２０１８年分别偏多０．２６和０．２０。年内，全

国有６４个站日最高气温突破历史极值，５０９个站连

续高温日数达到极端事件监测标准，其中湖北云梦

（３９ｄ）、江西丰城（３６ｄ）和新建（３６ｄ）等９４个站突

破历史极值。２２个站日最低气温达到极端事件监

测标准，极端低温事件站次比为０．０２，较常年同期

和２０１８年均偏少，共有１９３个站日降温幅度达到极

端事件标准，其中河南鸡公山（１８．２℃）、辽宁建平

（１６．４℃）、青海沱沱河（１６．３℃）等１７个站最大日降

温突破历史极值。

１．２　降水

２０１９年，全国平均降水量为６４５．５ｍｍ，较常年

同期偏多２．５％（图３），比２０１８年偏少４．２％，为

２０１２年以来连续第八个多雨年；全国冬、春、夏季降

水偏多，秋季偏少。年内各月，１—４月、７—８月、１０

月和１２月降水量均偏多，其中２月偏多３２％；９月

和１１月降水量偏少，其中１１月偏少２８％；５月和６

月接近常年同期。从空间分布看，与常年同期相比，

北方大部降水偏多，南方接近常年同期或偏少，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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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地区中部和北部、西北地区中东部及内蒙古西

部、新疆西南部、西藏西部、四川北部、浙江东部等地

偏多２０％～５０％，黑龙江东北部、甘肃西部、内蒙古西

部、青海北部等地偏多５０％～１００％；黄淮中西部、江

淮大部、江汉大部及云南中南部、新疆东部等地偏少

２０％～５０％（图４）。六大区域中东北、西北、华南年降

水量偏多，华北和长江中下游偏少，西南略偏少；七大

流域中松花江、黄河、辽河、珠江流域降水量偏多，淮

河和海河流域偏少，长江流域接近常年同期。

图２　２０１９年中国年平均气温距平分布

Ｆｉｇ．２　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ａｎ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ｏｍａｌｉｅｓｏｖｅｒＣｈｉｎａｉｎ２０１９

图３　１９５１—２０１９年中国平均年降水量历年变化

Ｆｉｇ．３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ｎｎｕａｌ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ｏｖｅｒＣｈｉｎａｆｒｏｍ１９５１ｔｏ２０１９

图４　２０１９年中国年降水量距平百分率分布

Ｆｉｇ．４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ｏｆａｎｎｕａｌ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ｏｍａｌｉｅｓｏｖｅｒＣｈｉｎａｉｎ２０１９

　　２０１９年，全国平均降水（日降水量≥０．１ｍｍ）

日数为１０１．７ｄ，较常年同期偏少１．４ｄ。东北地区

东部和北部、西北地区东南部、江汉、江南、华南、西

南地区中东部等地年降水日数在１００ｄ以上，其中

江南中南部、华南大部及四川中部和西北部、重庆南

部、贵州大部、西藏东部等地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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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西北部、西藏西北部等地

不足５０ｄ。与常年同期相比，黑龙江中部、青海中南

部、甘肃中部和南部、四川北部和东南部、贵州大部、

湖南南部、广西北部等地降水日数偏多１０～２０ｄ，局

地超过２０ｄ；华北东部、江淮南部及内蒙古东北部、

新疆北部、河南东南部、广东西南部等地偏少１０～

２０ｄ，四川南部、贵州西部、云南大部、海南偏少２０ｄ

以上；全国其余大部地区降水日数接近常年同期。

全国共出现暴雨（日降水量≥５０．０ｍｍ）６３５４个站

日，较常年同期偏多６．４％。

２０１９年，全国共有２２５个站日降水量达到极端

事件监测标准，站次比为０．１１，接近常年同期。５４

个站日降水量突破历史极值，４９个站连续降水量突

破历史极值。全国共有３５８个站连续降水日数达到

极端事件监测标准，站次比为０．１７，较常年同期偏

多０．０３，其中有５２个站连续降水日数突破历史极

值。

华南前汛期于３月９日开始，７月２６日结束，

总雨量为１０８４ｍｍ；与常年相比，开始偏早２８ｄ，结

束偏晚２２ｄ，是１９６１年以来最长前汛期；雨量偏多

５１％，为１９６１年以来次多。西南雨季于６月１０日

开始，１０月２０日结束，总雨量为６７４ｍｍ；与常年相

比，开始偏晚１５ｄ，结束偏晚６ｄ，雨量偏少１０％。

梅雨季始于６月１６日，７月１７日结束，梅雨量为

２９０．９ｍｍ；与常年相比，入梅时间偏晚８ｄ，出梅时

间偏早１ｄ，梅雨量偏少１５％。梅雨量呈南多北少

态势。江南入梅偏晚９ｄ，出梅偏晚９ｄ，雨量偏多

２５％；长江中下游入梅偏晚２ｄ，出梅偏晚１ｄ，雨量

与常年相当；江淮区梅雨季降水异常偏少，出现空

梅。华北雨季于７月２３日开始，８月１８日结束，总

雨量为１２４ｍｍ；与常年相比，开始偏晚５ｄ，结束与

常年一致，雨量偏少８％。东北雨季于６月１５日开

始，９月２８日结束，总雨量为４８０ｍｍ；与常年相比，

开始偏早３ｄ，结束偏晚１１ｄ，雨量偏多２７％。华西

秋雨于８月２７日开始，１１月３０日结束，总雨量为

２７２ｍｍ；与常年相比，开始偏早４ｄ，结束偏晚２９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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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量偏多３４％。

１．３　热带海洋和热带对流

２０１９年１—６月，１３５°Ｅ以东赤道太平洋海域海

温持续维持正异常，正异常中心位于日界线附近的

赤道中太平洋海域，Ｎｉ珘ｎｏ３．４区海表温度距平指数

始终维持在０．５℃以上；７月以后，１５０°Ｗ 以东赤道

东太平洋海温转为负距平，１３５°Ｅ～１５０°Ｗ 赤道中

西太平洋海温继续维持正距平，正异常中心依然位

于日界线附近，Ｎｉ珘ｎｏ３．４区海表温度距平指数于

７—９月迅速下降至０℃附近；但１０月开始，赤道中

西太平洋暖异常逐步向东扩展，Ｎｉ珘ｎｏ３．４区海表温

度距平指数迅速上升至０．６２℃，并在１１月维持。

截至１１月底，赤道太平洋大部分海域海温均表现为

正异常（图５）。南方涛动指数（ＳＯＩ）始终维持负位

相，热带大气表现出对赤道中东太平洋暖海温异常

的响应。

２０１９年１—６月，强对流活动（通常用射出长波

辐射通量距平来表征）中心位于日界线附近的赤道

中太平洋，赤道东太平洋对流活动较弱；７—１２月，

日界线以西的赤道中西太平洋对流活动间歇性活

跃，日界线以东的赤道太平洋海域对流活动较弱；

２０１９年印度洋东部对流活动明显受到抑制。赤道

太平洋对流活动的异常分布及演变特征整体与海表

温度的发展演变相对应。

１．４　大气环流

２０１８／２０１９年冬季，东亚冬季风偏强，强度指数

为０．９８。冬季西伯利亚高压指数为２．０，强度偏强。

季节内冬季风强弱转换阶段性特征显著，相应的冬

季气温呈现出“前冬冷、后冬暖”的阶段性变化特征。

冬季欧亚中高纬整体以经向型环流为主，乌拉尔山

图５　２０１７—２０１９年Ｎｉ珘ｎｏ３．４海温指数

及南方涛动指数（ＳＯＩ）逐月演变

Ｆｉｇ．５　Ｍｏｎｔｈｌｙ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ｅａｓｕｒｆａｃｅ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ｉｎｄｅｘｏｆＮｉ珘ｎｏ３．４ａｎｄＳＯＩｄｕｒｉｎｇ２０１７－２０１９

地区为高度场正异常，贝加尔湖—巴尔喀什湖地区

为高度场负异常。东亚槽强度略偏强、位置偏东，冬

季冷空气活动较频繁且强度偏强，主要以西路路径

入侵我国。受其影响，除东北地区、西南地区及华南

地区中东部等地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外，全国其余

地区冬季气温偏低。

２０１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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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置明显偏西，其变化与欧亚中高纬度地区两槽一

脊的环流形势有关，主要受到黄海至日本海持续维

持的低槽影响，这一低槽也是长江中下游少雨和江

南多雨的直接原因（丁婷和高辉，２０２０）。逐日监测

结果显示（图６），西北太平洋副高在６月至７月中

旬偏南的特征持续而显著，受其影响，江南等地降水

显著偏多；而７月下旬至８月上旬，低槽减弱北移，

西太平洋副高迅速北跳，造成雨带从江南快速移动

到北方地区。

　　２０１９年南海夏季风于５月第２候爆发，爆发时

间较常年（５月第５候）偏早３候；于９月第５候结

束，较常年（９月第６候）偏早１候；南海夏季风强度

指数为１．４３，强度明显偏强。从逐候强度指数演变

来看，南海夏季风爆发后在５月第２—４候偏强，５

月第５候至６月第５候总体偏弱，６月第６候至９月

第２候表现出明显偏强的特征。进入９月下旬以

后，南海夏季风较常年同期明显偏弱。２０１９年东亚

副热带夏季风较常年同期略偏强，强度指数为０．７８。

５月第２候，随着南海夏季风爆发，我国江南—

华南等地有明显的降水过程。６月至７月中旬，东

部主雨带位于江南至华南一带，长江中下游梅雨于

６月１６日开始、江南梅雨于６月１７日开始，这一时

段副高位置明显偏南，江淮地区空梅。７月第４候，副

图６　２０１９年夏季西北太平洋

副高脊线位置及距平逐日演变

Ｆｉｇ．６　Ｄａｉｌｙ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ｕｂｔｒｏｐｉｃａｌｒｉｄｇｅｌｉｎｅ

ａｎｄａｎｏｍａｌｙｉｎ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Ｐａｃｉｆｉｃ

ｉｎｓｕｍｍｅｒ２０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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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明显北抬，引导暖湿气流向我国北方地区输送，主

雨带北跳至黄淮、华北和东北等地。８月中旬，北方

雨带开始季节性南撤。同时，受第９号台风利奇马

于１０日、１１日相继两次登陆的影响，江淮东部、黄

淮东部、东北东部降水偏多。９月，副高加强西伸，

同时孟加拉湾水汽充足，我国西部降水偏多、东部降

水偏少。９月第５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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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风

２０１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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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常年同期（２５．５个）

偏多３．５个，其中６个登陆我国（图８），较常年同期

（７．２个）偏少１．２个。初台登陆时间较常年偏晚

８ｄ，终台登陆时间偏早５ｄ。登陆台风强度总体偏

弱，但超强台风利奇马致灾重。２０１９年台风共造成

７４人死亡失踪，直接经济损失达５８８．７亿元。与近

１０年平均值（６４８．８亿元）相比，２０１９年台风造成直

接经济损失偏轻。

　　“利奇马”于８月１０日在浙江省温岭市沿海登

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为１６级（５２ｍ·ｓ－１），

中心最低气压为９３０ｈＰａ，是２０１９年登陆我国的最

强台风，为１９４９年以来登陆我国大陆的第五强台

风，也是登陆浙江的第三强台风。“利奇马”登陆后

移动缓慢，在陆地时间长达４４ｈ，具有登陆强度强、

图７　２０１９年１１０°～１２０°Ｅ平均候降水量

纬度时间剖面

Ｆｉｇ．７　Ｌａｔｉｔｕｄｅｔｉｍｅ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ｐｅｎｔａｄ

ａｖｅｒａｇｅ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ｏｎｇ

１１０°－１２０°Ｅｉｎ２０１９

图８　２０１９年登陆中国台风路径

Ｆｉｇ．８　Ｔｒａｃｋｓｏｆｔｒｏｐｉｃａｌｃｙｃｌｏｎｅｓｌａｎｄｉｎｇ

ｏｎＣｈｉｎａｄｕｒｉｎｇ２０１９

陆上滞留时间长、风雨强度大、影响范围广、灾情重

的特点，共造成福建、浙江、安徽、江苏、上海、山东、

河北、辽宁、吉林９省（市）１４０２．４万人受灾，７０人

死亡失踪，紧急转移安置２０９．７万人，直接经济损失

达５１５．３亿元。

２．２　暴雨洪涝

２０１９年，全国共出现４３次暴雨过程，较常年

（３９次）偏多４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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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７月，江南、华南大范围降水区域叠加，灾情

较重。６月６—１３日，湖南中南部、江西、浙江南部、

福建、贵州、广西北部、广东中东部等地累计降雨量

普遍达１００～３５０ｍｍ，其中广西桂林最大雨量达

８３２ｍｍ，江西吉安为７５８ｍｍ；７月３—１０日，长江

以南大部地区再次出现强降雨过程，浙江西南部、福

建北部、江西中部、湖南东南部等地降水量为２５０～

４００ｍｍ，江西萍乡（４９７．３ｍｍ）、峡江（４６１．４ｍｍ）

和湖南耒阳（３９６ｍｍ）、衡东（３４８．４ｍｍ）４个站连续

降水量突破历史极值。强降雨及其叠加效应造成浙

江、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重庆、贵州等地遭

受洪涝及滑坡、泥石流等灾害。

７月１—２３日，贵州省六盘水市水城县鸡场镇坪

地村累计雨量为２８８．９ｍｍ，其中１９日（４９．０ｍｍ）、

２０日（３７．１ｍｍ）和２３日（９８．０ｍｍ）出现三次强降

雨，连续强降雨导致土壤含水量饱和，致使该地７月

２３日２１：２０发生特大滑坡灾害，造成近１６００人受

灾，５２人死亡失踪，７００余人紧急转移安置，直接经

济损失为１．９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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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月１９—２２日，四川盆地西部出现强降雨过程，

累计降水量普遍在５０～２５０ｍｍ，局地超过３００ｍｍ。

有２０个站次的日降水量超５０ｍｍ，其中最大出现

在都江堰（１５５．９ｍｍ）；最大过程降水量出现在芦山

县，达３１６．３ｍｍ。强降水导致汶川等地出现山体

滑坡和泥石流等灾害，造成阿坝、雅安、乐山等９市

（州）３５县（市、区）４４．６万人受灾，４５人死亡失踪，

农作物受灾面积达１．５万ｈｍ２，直接经济损失达

１５８．９亿元。

华西秋雨期间，华西大部地区降水量较常年同

期偏多２～５成，部分地区偏多５成以上；降水日数

较常年同期偏多，其中陕西南部、四川中部、重庆西

北部等地偏多８～１２ｄ，局地偏多１２ｄ以上。受强

降雨影响，陕西、四川、重庆、贵州、甘肃等地部分河

流水位上涨，农田被淹，城镇出现严重内涝，局地还

遭受滑坡、泥石流等灾害，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

失，其中四川、重庆灾害影响重。

２．３　高温

２０１９年夏季，全国平均高温（日最高气温≥

３５℃）日数为１０．０ｄ，比常年同期偏多３．１ｄ（图９），

为１９６１年以来同期第五多；且自２０００年以来，连续

２０年偏多。黄淮、江淮、江汉、江南、华南、西南地区

东部和新疆等地高温日数普遍为１５～３０ｄ，部分地

区超过３０ｄ。全国大部地区夏季高温日数较常年同

期偏多，其中河北东南部、山东中部和西部、河南东

北部、湖北大部、湖南、江西大部、福建中西部、广东

西北部、广西东北部、海南等地偏多１０ｄ以上。

６月１１—１５日，华北和黄淮出现阶段性高温天

气过程。华北东南部、黄淮大部等地高温日数为５～

１０ｄ，其中河北南部、山东西北部、河南东北部等地

超过１０～１５ｄ；与常年同期相比，上述地区普遍偏多

１～５ｄ，部分地区偏多５ｄ以上。

图９　１９６１—２０１９年中国夏季高温日数历年变化

Ｆｉｇ．９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ｕｍｍｅｒｈｏｔｄａｙｓｏｖｅｒ

Ｃｈｉｎａｆｒｏｍ１９６１ｔｏ２０１９

　　７月下旬至１０月上旬江南、华南等地发生大范

围持续性高温。江南、华南及西南地区东部高温日

数为２１．１ｄ，较常年同期（１０．１ｄ）偏多１１ｄ，为１９６１

年以来同期最多。尤其是８月，高温日数多、强度

强、影响范围广，江南大部、华南大部、江汉南部、四

川盆地东部等地高温日数普遍较常年同期偏多５～

１０ｄ，其中，江西大部、湖南东部、湖北东南部高温日

数超过２０ｄ，较常年同期偏多１０ｄ以上；鄂、川、渝、

湘、赣、浙、闽、粤、桂９省（区、市）平均高温日数达

１４．２ｄ（偏多７．７ｄ），为１９６１年以来最多，重庆奉节

（４２．４℃）、湖北宜城（４０．０℃）等７个站日最高气温

突破历史极值。持续高温对电力供应等造成较大影

响。

２．４　干旱

２０１９年，我国旱情比常年同期偏轻，但区域性

和阶段性干旱明显。年内，华北、黄淮、江淮等地出

现阶段性春旱，云南遭遇春夏连旱，长江中下游地区

遭遇严重伏秋连旱。

华北、黄淮、江淮等地出现阶段性春旱。３月至

４月上旬，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大部降水量不

足１０ｍｍ，加上同期气温偏高，气象干旱持续发展，

陕西中部、山西中部和西南部、河南北部、山东中西

部等地出现特旱；４月中旬，长江及其以北地区出现

大范围降水过程，旱情明显缓和。５月，山东、河南、

江苏和安徽平均降水量为３５．９ｍｍ，较常年同期偏

少５４．７％，黄淮和江淮地区气象干旱再次发展；６月

初，该区域出现大范围降水过程，气象干旱逐步缓

和。

云南遭遇严重春夏连旱。４—６月，云南平均降

水量较常年同期偏少４２．９％，为１９６１年以来同期

最少；全省平均气温偏高１．９℃，为历史同期最高。

高温少雨导致云南大部发生严重干旱，气象干旱范

围和强度为近２０年同期最强，造成部分河道断流、

水库干涸，逾３０万人饮水困难，春耕生产和人民生

活受到影响。

长江中下游地区遭遇严重伏秋连旱。７月下旬

至１１月中旬，鄂、湘、赣、苏、皖、浙、闽７省平均降水

量达２４６．２ｍｍ，较常年同期（４１７．８ｍｍ）偏少４成，

为１９６１年以来同期最少；平均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

１．４℃，为历史同期最高。长时间雨少温高导致长江

中下游地区发生严重伏秋连旱，尤其是９月至１０月

上旬，气象干旱迅速发展，１０月４日中度及以上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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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干旱面积达９０．１万ｋｍ２。此后，气象干旱有所缓

和，但１１月上中旬再度呈持续发展态势，１１月１６

日中度及以上气象干旱面积达８０．４万ｋｍ２。１１月

下旬，长江中下游大部地区出现５～２５ｍｍ 降水，其

中湖北和湖南局地超过２５ｍｍ，气象干旱逐步缓

和。伏秋连旱给上述７省农业生产造成较大影响，

旱区部分农作物受灾；江河湖库水位明显下降，鄱阳

湖水域面积比常年同期偏少５成，提前进入枯水期；

森林火险等级偏高，旱区火点个数较常年同期偏多。

２．５　强对流

２０１９年，全国共出现大风、冰雹、龙卷风、雷电

等局地强对流天气过程３７次，较过去５年平均值偏

少。强对流天气过程主要出现在４—８月，占全年总

数的８０％以上。据统计，全年强对流天气共造成

２２２．８万ｈｍ２ 农作物受灾，９２人死亡失踪，直接经

济损失为１８３．４亿元。与近１０年平均值（３０８．５亿

元）相比，２０１９年损失总体偏轻。

３月１９—２１日，江西省鹰潭市、萍乡市、抚州

市、吉安市等６市２３县（市、区）遭受冰雹袭击，共造

成１６．６万人受灾，５人死亡，４５００ｈｍ２ 农作物受

灾，其中绝收面积近１００ｈｍ２，直接经济损失为７．５

亿元。

７月３日１７：２５—１７：３７，辽宁省铁岭市开原市

区突遭罕见强龙卷袭击，龙卷风强度为四级（相当于

美国ＥＦ４级，最大风速＞７４ｍ·ｓ
－１）。共造成开原

市２．８万余人受灾，６人死亡，农作物受灾面积为９

７３３ｈｍ２，其中绝收面积为６５３ｈｍ２，直接经济损失

为１０．８亿元。

７月２８—３１日，黑龙江省哈尔滨、齐齐哈尔、鸡

西等１０市５６县（市、区）遭受洪涝、风雹灾害，共造

成２２．７万人受灾，农作物受灾面积为１４万ｈｍ２，其

中绝收面积为１．２万ｈｍ２，直接经济损失为５．２亿

元。

７月２８日至８月１日，陕西省西安、宝鸡、渭南等

７市２０县（市、区）遭受风雹、洪涝灾害，共造成７．２万

人受灾，７人死亡，农作物受灾面积为８５００ｈｍ２，其

中绝收面积为１９００ｈｍ２，直接经济损失为１．９亿

元。

８月１１—１５日，湖北省宜昌、恩施、襄阳等５市

（州）２０县（市、区）遭受风雹灾害，共造成１７．５万人

受灾，农作物受灾面积为８１００ｈｍ２，其中绝收面积

为１６００ｈｍ２，直接经济损失为２．１亿元。

２．６　低温冷害和雪灾

２０１９年，低温冷冻害和雪灾共造成农业受灾面

积为５８．５７万ｈｍ２，绝收面积为３．６２万ｈｍ２，直接

经济损失为２７．７亿元。与近１０年平均值（１８０．７

亿元）相比，经济损失显著偏轻，属低温冷冻害及雪

灾偏轻年份。

年初，青海玉树州、果洛州等地频发降雪。玉树

州连续出现１２次明显降雪过程，降雪量、强降雪天

数达历史同期最多，果洛州玛多和玉树州杂多最大

积雪深度分别达２２和１９ｃｍ。据统计，雪灾造成果

洛、玉树、海西３个自治州、１３个县２０．７万人受灾，

５．３万头（只）牲畜死亡，直接经济损失为２．１亿元。

１月，南方等地遭受雪灾。云南东部、湖北北部

和东部、安徽、江苏、湖南中部、江西北部、浙江北部

等地累计降雪量为 ５～２５ ｍｍ，局部地区超过

５０ｍｍ，其中湖南绥宁站达５１．７ｍｍ。低温冷冻和

雪灾造成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贵州、云南等

７省（区）２２２．３万人受灾，农作物受灾面积为２０．３

万ｈｍ２，其中绝收面积为７２００ｈｍ２，直接经济损失

为１７．３亿元。

２月中旬，北方地区出现冬季范围最大的降雪

过程，近七分之一的国土面积出现降雪。华北、黄

淮、内蒙古中东部等地出现１～６ｃｍ积雪，北京怀

柔、河南焦作等地最大积雪深度达１０～１３ｃｍ。

１—２月，南方出现罕见低温阴雨天气。江南中

西部、江汉、华南北部及贵州东部等地气温偏低，其

中湖北南部、湖南北部等地偏低１～２℃；江南东部、

华南西部等地降水量较常年同期普遍偏多５成至１

倍，浙江、江西降水量均为１９６１年以来同期次多；江

淮南部、江南、华南北部及贵州东南部降水日数较常

年同期偏多８～１２ｄ，日照时数偏少５成以上，苏、

皖、鄂、浙、沪５省（市）日照时数均为１９６１年以来历

史同期最少。持续阴雨寡照天气对南方部分地区农

业、春茶及交通运输、电力供应、人体健康等造成一

定影响。

２．７　沙尘

２０１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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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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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数为３．２ｄ，比常年同期偏少１．８ｄ。２０１９年首次

沙尘天气过程发生在３月１９日，较２０００—２０１８年

平均（２月１６日）偏晚３１ｄ，较２０１８年（２月８日）偏

晚３９ｄ。

３月１９—２１日的沙尘暴天气过程是年内最强

的一次，新疆南部及内蒙古中西部、甘肃北部、青海

西北部等地先后出现扬沙或浮尘，新疆温宿、新河出

现沙尘暴，南疆盆地的部分地区出现强沙尘暴。受

沙尘暴过程影响，２０—２１日新疆和田地区共取消航

班３５架次，５２００多人次出行受影响。

图１０　２０００—２０１９年春季北方

沙尘天气过程历年变化

Ｆｉｇ．１０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ｐｒｉｎｇｄｕｓｔｗｅａｔｈｅｒ

Ｐ 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Ｃｈｉｎａｄｕｒｉｎｇ２０００－２０１９

３　结　论

２０１９年，我国气候总体呈现暖湿特征，气候灾

害偏轻。台风、暴雨洪涝、干旱、强对流、低温冷冻害

和雪灾、沙尘暴等气象灾害均偏轻。与近１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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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气候特征及天气气候事件

影响如图１１所示，特征总结如下。

（１）主要气候特征。２０１９年，全国年平均气温

较常年同期偏高０．７９℃，为１９５１年以来连续第五

暖年，四季气温均偏高，春秋明显偏暖；年降水量为

６４５．５ｍｍ，较常年同期偏多２．５％，冬、春、夏季降

水偏多，秋季偏少。华南前汛期开始早、结束晚，为

１９６１年以来最长前汛期，雨量为１９６１年以来次多；

西南雨季开始和结束均偏晚，雨量偏少；入梅晚、出

梅早，梅雨量偏少；华北雨季开始晚，结束与常年一

致，雨量偏少；东北雨季开始早、结束晚，雨量偏多；

华西秋雨开始早、结束晚，雨量偏多。

（２）主要天气气候事件及影响。２０１９年，我国

台风、暴雨洪涝、干旱、强对流、低温冷冻害和雪灾、

沙尘暴等气象灾害均偏轻。台风生成多，登陆强度

图１１　２０１９年中国主要气象灾害分布示意图

Ｆｉｇ．１１　Ｓｋｅｔｃｈｏｆｔｈｅｍａｊｏｒ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ｓｏｖｅｒＣｈｉｎａｉｎ２０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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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偏弱，仅“利奇马”灾损重；暴雨过程多，但暴雨

洪涝灾害总体偏轻；高温日数多，区域性特征明显；

区域性和阶段性干旱明显，但灾害损失偏轻；强对流

天气过程偏少，损失偏轻；低温冷冻害及雪灾显著偏

轻；春季北方沙尘天气少，影响偏轻。与近１０年

（２０１０—２０１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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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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