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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

要!

!"$%

年
J

月下旬至秋季!长江中下游地区发生了近
*"

年来历史同期最严重的伏秋连旱!并给多地农业'生态'水资

源等带来了严重不利影响(利用我国逐日台站气温和降水资料以及全国逐日气象干旱综合指数!详细分析了
!"$%

年长江中

下游
J

省$湖北'湖南'安徽'江西'江苏'浙江'福建%伏秋连旱的主要特征!并将干旱发展演变过程与近
$"

年最严重的
!"$$

年

春旱做了简要对比(分析表明!

!"$%

年
J

月下旬至秋季$

J

月
!"

日至
$$

月
H"

日%!长江中下游区域平均降水量为近
*"

年历

史同期最少!平均无降水日数和平均气温分别为
$%($

年以来历史同期第二和第一(该区域持续高温少雨!导致气象干旱迅速

发展!重旱以上平均和最大面积均达到
$%($

年以来历史同期最大!使其成为近
*"

年来历史同期最严重的伏秋连旱(此次气

象干旱表现出以下显著的特征&干旱范围广'强度大)始于黄淮而止于江南!旱灾旱情最重位于江南地区!且持续时间最长)东

西振荡和南北摆动幅度大)各阶段干旱平均强度和持续时间呈现大致反位相的波动特征(

关键词!长江中下游!干旱!降水量!气温!气象干旱综合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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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中下游地区$湖北'湖南'安徽'江西'江苏'

浙江'福建!以下简称长江中下游
J

省%是我国重要

的粮食产区!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季风雨带异常往往

导致该地区出现旱涝灾害!加之该区域日益增加的

水资源需求!干旱已成为该地区的重要灾害之一(

据统计!新中国成立以来该区域已发生连续
$*?

以

上的气象干旱事件
$("

余次(特别是进入
!$

世纪

以来!干旱事件频发!除
!"$'

'

!"$*

'

!"$J

年外!几乎

每年都出现连续
H"?

以上的气象干旱!对当地农业

生产'供水'供电及人民生活等诸多方面都造成了巨

大影响(

!""$

年夏秋季长江中下游大部地区发生

严重干旱!长江干流在
J

'

I

月出现了少见的低水水

情$史芳斌等!

!""!

%)

!""H

年夏季!长江中下游以南

地区出现了
$%J$

年以来最严重的伏旱!尤其是浙江

东部和南部发生了
$%'%

年以来最严重的干旱$袁晓

玉和马德贞!

!""*

%(

!"$$

年冬春季节!长江中下游

地区又发生了近
("

年来最严重的冬春气象干旱!此

次干旱持续时间长!给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了严

重影响$陈鲜艳等!

!"$'

)吕星癑等!

!"$%

%(

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干旱事件也已成为近年来诸

多学者的研究对象(

$%(%

+

!""I

年近
'"

年该地区

干旱事件研究结果表明!干旱覆盖范围达
%"̂

以上

的事件在
$%I"

年以前主要出现在冬季!

!"

世纪
%"

年代主要出现在春季!

!$

世纪以来则频繁发生于夏

秋季节!且极端干旱发生于秋季的较多$吴贤云等!

!""(

)王文和蔡晓军!

!"$"

)王文等!

!"$(

)

&,045/6

!

!"$H

)

3;9.45/6

!

!"$'

%(有研究表明!

!"""

年以来

东亚夏季大气环流异常导致长江流域梅雨异常偏

弱!这可能是引发该地区夏季旱灾频频发生的重要

原因$柳艳香等!

!""I

%(李明等$

!"$%

%对该地区

$%($

+

!"$*

年干旱事件在不同时间尺度下的空间

特征进行了研究!发现严重的干旱主要发生在长江

下游地区!较严重的干旱事件通常持续更长的时间(

!"$%

年
J

月下旬至秋季!长江中下游地区降水

持续偏少!出现了近
*"

年来历史同期$伏秋季节%最

严重的气象干旱(这次伏秋严重连旱给多地农业'

生态'水资源等带来明显不利影响&安徽'浙江'江西

等省大量农作物受灾!据不完全统计!农作物受灾总

面积超过
%(""W@

!

)部分江河湖库水位明显下降!

鄱阳湖水域面积比常年同期偏少
*

成以上!提前进

入枯水期)湖北'江西等省群众日常生活用水紧张!

部分地区出现人畜饮水困难)湖北'安徽等地持续高

森林火险等级$常蕊等!

!"$%

%(本文将从夏季至秋

季的基本气象要素出发!详细分析并揭示本次严重

伏秋连旱的时空演变特征(

$

"

数据和方法

我国逐日台站气温'降水资料取自中国气象局

国家气象信息中心发布的,中国国家级地面气象站

基本气象要素日值数据集$

DH#"

%-$任芝花等!

!"$!

%!时段为
$%($

+

!"$%

年(该数据集集中解决

基础气象资料质量和国家级
)

省级存档资料不一致

的问题!数据质量和空间分辨率$测站数%比之前观

测降水资料均有明显提高!已在业务和科研中得到

广泛应用(

干旱是非常复杂的气候灾害!可以分为气象干

旱'农业干旱'水文干旱和社会经济干旱(就气象干

旱而言!主要用包含降水的指数来表征其发展演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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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大体可以分为两大类&多因素指数和单因素指

数$任福民等!

!"$'

%(本文的干旱监测数据采用国

家气候中心逐日气象干旱综合指数$

FGP

%$张存杰

等!

!"$J

%表征干旱程度(

FGP

综合考虑了
("?

内

的有效降水$权重累积降水%'

H"?

内蒸散$相对湿

润度%以及季度尺度$

%"?

%降水和近半年尺度

$

$*"?

%降水的综合影响(该指标既可反映短时间

尺度$月%和长时间尺度$季%降水量气候异常情况!

又可反映短时间尺度$影响农作物%水分亏欠情况(

该指标适合实时气象干旱监测和历史同期气象干旱

评估!并已在国家级和省级气候中心的干旱监测和

影响评估业务中广泛使用$谢五三等!

!"$H

)廖要明

和张存杰!

!"$J

%(同时!本文也通过分析累计降水

量'无降水日数'高温日数'不同等级的干旱面积等

要素!从多角度剖析
!"$%

年伏秋连旱的演变特征(

国家气候中心雨季监测表明!

!"$%

年长江梅雨

于
J

月
I

日结束!江南梅雨于
J

月
$(

日结束!长江

中下游地区出现涝旱急转(干旱监测显示!湖北'安

徽'江苏三省的长江以北地区最先在
J

月
*

日出现

轻至中度气象干旱!之后逐渐向长江以南各省扩展

并达到重度干旱(此次气象干旱一直持续到
$$

月

下旬!

$$

月
$J

+

!*

日!长江中下游大部地区出现
*

"

!*@@

降水!旱情才开始缓解(进入
$!

月之后!

中度以上的干旱仅维持在湖北中部'江西东南部和

浙江西南部(考虑到梅雨结束时间及长江中下游
J

省干旱发展情况!本文分析的气象干旱将重点围绕

!"$%

年
J

月
!"

日至
$$

月
H"

日时段(结合季节变

化差异!将整个干旱时段$

J

月
!"

日至
$$

月
H"

日%

又分为夏季时段$

J

月
!"

日至
I

月
H$

日%和秋季时

段$

%

月
$

日至
$$

月
H"

日%(本文所用数据的气候

平均场均为
$%I$

+

!"$"

年平均!距平或距平百分率

计算均相对于此气候平均场(

!

"

降水和气温异常特征

图
$

为长江中下游
J

省区域平均降水量的逐日

演变!可以看出!

!"$%

年
J

月
$

+

$'

日!该地区发生

H

次较强的强降水过程!分别出现在
J

月
H

+

*

日'

(

+

%

日和
$!

+

$'

日(但
J

月
$*

日以后!降水量基

本少于常年同期!除在
I

月
$"

日前后发生过一次强

降水过程$台风利奇马影响%外!

I

月下旬至
%

月初'

%

月底'

$$

月底还出现了几次弱的降水过程(统计

表明!

J

月
!"

日至
$$

月
H"

日该地区单日区域平均

降水量低于常年值的日数高达
$$'?

!占比为

I*#$̂

(在整个干旱时段!该地区大部降水较常年

同期明显偏少!尤其湖北东部'安徽南部'湖南东部'

江西'浙江西南部'福建大部等地降水量偏少
*"̂

"

I"̂

!其中江西东部局地偏少
I"̂

以上$图
!/

%(

该时段!

J

省累计平均降水量仅为
!(*#I@@

!较常

年同期$

''$#J@@

%偏少
H%#Î

!为
$%($

年以来历

史同期第二少!仅次于
$%((

年$

!($@@

%!降水负距

平超过
!

倍标准差$图
H

%(其中!江西降水量为

$%($

年以来历史同期最少!湖北'安徽均为第二少!

福建为第三少!湖南为第四少(从不同季节情况来

看!干旱发生的夏季时段!长江中下游及其以南大部

降水偏少的特征与干旱总体时段的特征基本一致

$图
!Y

%)秋季时段!我国东部从华北东南部经黄淮'

江淮大部至长江以南大部降水均较常年同期明显偏

少!上述大部地区降水偏少
*"̂

"

I"̂

$图
!:

%(

J

省从夏季时段至秋季时段大部地区降水持续偏少

*"̂

左右!这是导致干旱发生发展的重要原因(

J

省平均最长连续无降水日数为
!(#J?

!其中

江西平均为
HH#I?

!福建平均为
H$#!?

!安徽平均为

!I?

!均位列
$%($

年以来历史同期第三多(

J

省

**(

个站近
'"̂

$

!$J

个站%连续超过
H"?

无降水出

现!其中福建崇武'诏安!安徽怀宁分别以连续
I$

'

JJ

'

J"?

无降水位列最长连续无降水日榜前三

$

$%($

年以来%!有
!J

个站刷新了本站
$%($

年以来

最长连续无降水日数的历史纪录(

除了降水持续偏少外!

J

省平均气温也较常年

同期偏高
$

"

!_

!其中湖北'湖南'江西部分地区偏

高
!

"

'_

$图略%!区域平均气温距平为
$#H_

!位列

$%($

年以来历史同期第一高(从高温日数的空间

分布看!江汉和江南地区高温日数普遍有
!"

"

H"?

!

尤其是湖北东南部'湖南大部'江西'浙江西南部'福

建大部高温日数超过
H"?

(其中!湖北大部'安徽南

部'湖南'江西'浙江西部和南部'福建大部等地高温

日数偏多
$"?

以上$图
'/

%(

J

省高温主要发生在

夏季!其高温日数距平的空间分布$图
'Y

%与干旱全

时段的高温日数距平分布非常相似(秋季!长江中

下游及其以南大部地区的平均气温均较常年同期偏

高
$

"

!_

!局地偏高
!

"

'_

(除了湖南南部'江西

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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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

年
J

月
$

日至
$$

月
H"

日长江中下游
J

省区域平均降水量逐日演变

[,

2

#$

"

\,@4=4<,4=9>?/,6

E

<4

2

,90/6/84</

2

4?

X

<4:,

X

,5/5,90,05;4=4840

X

<98,0:4=

9>5;4@,??64/0?69A4<<4/:;4=9>-/0

2

5B4C,84<D/664

E

$

F+C-CD

%

><9@$&.6

E

59H"R984@Y4<!"$%

中南部'福建大部出现
$"

"

$*?

的高温!局地超过

$*?

外!其余各省'市的高温日数基本少于
$"?

$图略%(但是!湖北东南部'湖南大部'江西大部'浙

江西南部局部'福建大部的高温日数仍较常年同期

偏多
*

"

$"?

!尤其是湖南南部'江西中部和南部'福

建中部偏多
$"?

以上$图
':

%(由此可见!

!"$%

年

长江中下游地区在梅雨结束后降水持续异常偏少'

气温异常偏高'连续无降水日数和高温日数明显偏

多!在异常高温和降水亏缺的共同作用下!土壤湿度

持续亏损'蒸散发增加$章大全等!

!"$"

%!这是导致

此次严重伏秋连旱事件的直接原因(

H

"

气象干旱发展演变特征

过去
$"

年!长江中下游地区仅在
!"$$

年发生

过当时历史同期$冬春季%最严重的气象干旱(

!"$$

年的气象干旱持续时间很长!根据不同的标准!有的

研究定义为秋冬春连旱$许金萍等!

!"$J

)吕星癑等!

!"$%

%!但更多的研究强调整个干旱事件中最严重的

春旱的特征及其影响$段海霞等!

!"$!

)孙奇颖!

!"$!

)姚萍等!

!"$H

)陈鲜艳等!

!"$'

%(当时的春旱

在持续时间'强度及影响范围等方面都创下了自

$%*$

年以来该地区最严重的春旱纪录!并对旱区农

业'人畜饮水'江河及湖泊水位'渔业生产等造成了

严重影响(因此!本节将在详细分析
!"$%

年伏秋连

旱发展演变特征的同时与
!"$$

年春旱做对比(

$

$

%

!"$%

年气象干旱范围广'强度大!但不同强

度等级的干旱面积均不如
!"$$

年(干旱面积逐日

监测表明!

!"$%

年干旱面积呈现波浪式振荡上升达

到顶盛后断崖式减少!旱情随后趋于结束$图
*/

%!中

度及以上日均干旱面积为
'%#'̀ $"

'

W@

!

(而
!"$$

年干旱面积则表现出波浪式发展和衰减特征$图

*Y

%!日均干旱面积达
*H#Ì $"

'

W@

!

(

!"$%

年伏秋

连旱虽为近
*"

年来同期最严重的干旱!但在各强度

等级干旱面积上并没有超过
!"$$

年$表
$

%(

!"$%

年
J

省中度及以上气象干旱面积最大达到
%"#$`

$"

'

W@

!

$

$"

月
'

日!图
*/

!图
(/

%)而
!"$$

年中度及

以上气象干旱面积最大达到
$"$#"`$"

'

W@

!

$

'

月

!%

日!图
*Y

!图
(Y

%(

!"$%

年!重度及以上气象干旱

面积最大为
(!#J`$"

'

W@

!

$

$"

月
$"

日!图
*/

!图

(:

%!其中特旱面积最大达
!(#"`$"

'

W@

!

$

$"

月
$"

日!图
*/

!图
(:

%)而
!"$$

年重度及以上干旱最大面

积达
II#"̀ $"

'

W@

!

$

'

月
!%

日!图
*Y

!图
(Y

%!其中

特旱面积最大达
'$#'̀ $"

'

W@

!

$

*

月
!$

日!图
*Y

!

图
(?

%(尽管如此!

!"$%

年重旱以上平均面积和最

大面积均达到
$%($

年以来历史同期$伏秋季节%最

大(另一方面!

!"$$

年春旱期间弱降水过程较
!"$%

年伏秋连旱期间更加频繁!由此导致无降水日数的

比例明显低于
!"$%

年(

!"$%

年
J

省平均无降水日

数高达
$"$?

!无降水日数占干旱期总日数的

J*#'̂

!位列
$%($

年以来历史同期第二多$

$%%!

年

$"!#(?

!位列历史同期第一多%!其中福建崇武站无

降水日数达
$!'?

!全区最短无降水日数的福建九仙

山也高达
(!?

(而
!"$$

年春旱过程中!

J

省平均无

降水日数为
($#J?

!无降水日数占干旱期总日数的

("#*̂

!尽管明显低于
!"$%

年伏秋连旱相关数据!

但也位列
$%($

年以来历史同期第一多(

""

$

!

%

!"$%

年旱灾始于黄淮而止于江南!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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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旱情演变大致相反!但这两次旱灾旱情最重均

位于江南地区!且都在江南累计持续时间最长(根

据
FGP

逐日监测图$图略%!对比两次旱灾演变过

程!

!"$%

年
J

月下旬干旱开始于长江以北的黄淮地

表
#

"

长江中下游
5

省
!"#$

年伏秋连旱和
!"##

年春旱不同强度等级干旱面积对比"单位!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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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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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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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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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件 日平均干旱面积 中度及以上干旱最大面积 重度及以上干旱最大面积 特旱最大面积

!"$%

年伏秋连旱
'%#' %"#$

$

!"$%

年
$"

月
'

日%

(!#J

$

!"$%

年
$"

月
$"

日%

!(#"

$

!"$%

年
$"

月
$"

日%

!"$$

年春旱
*(#$ $"$#"

$

!"$$

年
'

月
!%

日%

II#"

$

!"$$

年
'

月
!%

日%

'$#'

$

!"$$

年
*

月
!$

日%

图
!

"

!"$%

年全国降水量距平百分率分布$

/

%干旱全时段
J

月
!"

日至
$$

月
H"

日!

$

Y

%干旱发生夏季时段
J

月
!"

日至
I

月
H$

日!$

:

%干旱发生秋季时段
%

月
$

日至
$$

月
H"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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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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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J

月
!"

日至
$$

月
H"

日长江中下游
J

省区域平均降水量标准化距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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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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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图
!

!但为高温$

#

H*_

%日数距平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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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长江中下游地区
J

省中度及以上干旱面积逐日演变

$

/

%

!"$%

年
J

月
$

日至
$$

月
H"

日!$

Y

%

!"$$

年
H

月
!$

日至
(

月
H"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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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气象干旱综合监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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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后逐渐向江淮地区转移)

I

月上旬因台风登陆华

东!干旱转移至长江中游!之后干旱从长江中游扩展

至中下游地区!并且旱情向南扩展至整个江南地区)

最后旱情向南收缩并转移至华南(

!"$$

年干旱则

是在
'

月上旬从江南西北部开始!沿长江干流以南

向东扩展并转移!下旬形成以长江下游干流为中心

的沿江地区和江南南部地区两条干旱带)

*

月上旬

江南南部的干旱带先向西收缩!再向北迁移!中旬两

带合一!干旱占据江南大部地区)

(

月上旬干旱开始

向江北转移!中旬至江淮'下旬转移至黄淮!中旬至

月末江南南部亦有旱情发生(两次干旱过程的演变

虽然迥异!但共同点都是在江南地区的干旱面积达

到最大!且累计的持续时间都最长(

$

H

%

!"$%

年伏秋连旱在经向和纬向均呈现明显

的东西振荡和南北摆动特征!而
!"$$

年春旱的经向

和纬向振幅均不如
!"$%

年(由于
!"$%

年干旱事件

历时时间长'范围广!且干旱区域在事件不同阶段出

现了迁移!依据干旱发生的时间和主要区域可将干

旱过程划分不同阶段!并依据
FGP

监测!提取中度

以上干旱$

!"#

$

a$#"

%站点经纬度信息!计算每个

阶段中度以上干旱站点的平均经度和纬度!用以表

征干旱过程的迁移特征(由此!可将
!"$%

年伏秋连

旱分为
I

个阶段(从表
!

可以看出!在第一和第二

阶段!气象干旱主要在长江$

H"bR

%以北!并且从淮

北转移至淮南)从第三阶段开始!干旱中心持续向东

迁移!且干旱区域一直稳定在长江以南地区)第四阶

段!干旱又在纬向上呈现出南北摆动特征(此次干

旱表现出以长江干流为中心的沿江地区长时间维持

的特点!尤其第三'第四'第七阶段!在长江中下游累

计持续
J%?

!占总旱期的
*%̂

(统计表明!整个干

旱期平均经纬度中心点$

!%#IbR

'

$$(#$b7

%位于江

西九江市江洲镇附近的长江干流!各阶段纬向振幅

从
!I#(b

"

H!#HbR

!跨度达
H#Jb

!经向振幅从
$$'#(b

"

$$J#$b7

!跨度达
!#*b

$图
J/

%(按照同样的标准

也可将
!"$$

年春旱划分为
J

个阶段$表
H

%!可以看

出
!"$$

年春旱主要出现在江南地区!江南地区累计

干旱时间约占总干旱期的近
%"̂

!其纬向和经向振

幅的变率均不如
!"$%

年大!分别仅为
!#Hb

和
$#$b

$图
JY

%(

""

$

'

%

!"$%

年干旱的强度和持续时间呈现大致反

位相的波动特征!而
!"$$

年这一特征并不显著(这

里用区域平均
FGP

表征干旱强度!

!"$%

年干旱持

续最长的时段是第三阶段!但相对最弱)而在干旱强

度最强的第五'六阶段!持续时间却最短$图
I/

%(

具体来说!干旱前两个阶段主要发生在长江以北的

江淮地区!且旱情相对较轻!平均
FGP

低于
a$#*

!

干旱面积也不大(在第三阶段旱情向长江中游发展

的过程中!旱情有所减轻!但持续时间较长$

I

月
$$

日至
%

月
$!

日!共计
HH?

%(第四阶段旱情明显发

展!平均
FGP

接近
a$#J

!且干旱面积发展达到最大

表
!

"

!"#$

年长江中下游地区干旱阶段划分及特征

9-):0!

"

;:-**=?=.-+=3>->4.B-,-.+0,=*+=.*3?0-.B4,3@

A

B+*+-

A

0=>!"#$

阶段划分及日期 主要干旱区域 持续时间*
?

各阶段日均干旱面积

*$

$"

'

W@

!

%

最大干旱面积*$

$"

'

W@

!

%

及$出现日期%

第一阶段$

J

月
!"

+

!J

日% 黄淮
I $%#* !H

$

J

月
!!

日%

第二阶段$

J

月
!I

日至
I

月
$"

日% 江淮
$' $*#% !"#I

$

J

月
H"

日%

第三阶段$

I

月
$$

日至
%

月
$!

日% 长江中游
HH !I#H *I#'

$

%

月
'

日%

第四阶段$

%

月
$H

日至
$"

月
*

日% 长江中下游
!H (J#I %"#$

$

$"

月
'

%

第五阶段$

$"

月
(

+

$*

日% 江南大部
$" J%#H I*#$

$

$"

月
$$

日%

第六阶段$

$"

月
$(

+

!*

日% 江南东部
$" (H#J J$#$

$

$"

月
!$

日%

第七阶段$

$"

月
!(

日至
$$

月
$J

日% 长江下游
!H (H#! I$#H

$

$$

月
$J

日%

第八阶段$

$$

月
$I

+

H"

日% 江南东部
$H ((#I I*#$

$

$$

月
!(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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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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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划分及日期 主要干旱区域 持续时间*
?

各阶段日均干旱面积

*$

$"

'

W@

!

%

最大干旱面积*$

$"

'

W@

!

%

及出现日期

第一阶段$

H

月
!$

日至
'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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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江南北部
!( H$#$ J'#(

$

'

月
$*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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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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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
!

日% 长江下游'江南南部
$J I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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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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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
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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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J%#( I$#H

$

*

月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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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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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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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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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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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阶段中旱以上站点平均经度和纬度变化

[,

2

#J

"

D/<,/5,90=9>@4/0690

2

,5.?4/0?6/5,5.?4>9<=5/5,90=,0@9?4</54

?<9.

2

;5/0?/Y984,04/:;=5/

2

4,0!"$%

$

/

%

/0?!"$$

$

Y

%

图
I

"

!"$%

年$

/

%和
!"$$

年$

Y

%各阶段干旱指数和持续天数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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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第三'第四两个阶段基本维持在长江中下

游共计
*(?

!占旱期总天数的
'$#Î

(第五'六阶

段!干旱占据整个江南后并向长江下游扩展!旱情发

展到最重!尤其第五阶段平均
FGP

达到最大接近

a$#I

$图
I/

%!日均干旱面积达到最大$表
!

%(但这

两个阶段的持续时间相对较短!仅为
!"?

(第七阶

段!旱情稳定在长江下游地区长达
!H?

!但干旱较前

期有所减轻)最后第八阶段干旱收缩在江南东部地

区!后逐渐向南收缩(整个干旱过程中各阶段干旱

指数呈现出明显的波动特征!这一特征在
!"$$

年也

有所体现!但其干旱强度和持续时间反位相的特征

主要发生在干旱前期的发展阶段$第一至第三阶段%

$表
H

%!后期的衰减阶段基本为同位相演变$图
IY

%(

'

"

结论与讨论

利用我国逐日台站气温和降水资料以及全国逐

日气象干旱综合指数!详细分析了
!"$%

年长江中下

游
J

省伏秋连旱的主要特征!并将干旱发展演变特

征与近
$"

年最严重的
!"$$

年春旱做了简要对比(

分析表明!

!"$%

年该地区在
J

月中旬梅雨结束后降

水持续异常偏少!区域平均降水量为近
*"

年来历史

同期最少)气温异常偏高!区域平均气温位列
$%($

年以来历史同期第一高)连续无降水日数和高温日

数明显偏多!

J

省平均无降水日数为
$%($

年以来历

史同期第二多!

J

省多日刷新自
$%($

年以来单日最

高气温记录(该区域持续高温少雨!导致气象干旱

迅速发展!重旱以上平均和最大面积均达到
$%($

年

以来历史同期第一!成为近
*"

年来历史同期最严重

的伏秋连旱(

由于过去
$"

年长江中下游发生的持续两季以

上的严重气象干旱事件最典型的个例就是
!"$$

年

$也是
$%*$

年以来最严重春旱%!因此!本文将
!"$%

年伏秋连旱与
!"$$

年秋冬春连旱进行了对比(

!"$$

年秋冬春连旱在春季最严重!

(

月发生了旱涝

急转!而
!"$%

年伏秋连旱在秋季最严重!

J

月发生

了旱涝急转(对于气候平均而言$

$%I$

+

!"$"

年%!

长江中下游地区春季$

H

+

*

月%和秋季$

%

+

$$

月%降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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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量在全年降水量的占比分别为
H'#H%̂

和

$*#(*̂

!

!"$$

年春季降水偏少
'%#!̂

!

!"$%

年秋

季降水偏少
*!#!̂

(因此!根据降水量的异常特

征!

!"$%

年比
!"$$

年偏少更显著(但是!由于
!"$$

年干旱的持续时间更长!且干旱发生于雨季来临之

前)而
!"$%

年干旱发生于雨季结束之后且干旱持续

时间相对短!因此
!"$$

年旱情较
!"$%

年更加严重(

与
!"$$

年春旱相比!

!"$%

年气象干旱表现出四个

显著的特征&

#

!"$%

年气象干旱范围广'强度大!但

不同强度等级的干旱面积均未超过
!"$$

年)

$

!"$%

年旱灾始于黄淮而止于江南!而
!"$$

年的旱情演变

大致相反!但这两次旱灾旱情最重均位于江南地区!

且都在江南累计持续的时间最长)

%

!"$%

年伏秋连

旱在经向和纬向均呈现明显的东西振荡和南北摆动

特征!而
!"$$

年春旱的经向和纬向振幅均不如

!"$%

年)

&

!"$%

年伏秋连旱的强度和持续时间呈现

大致反位相的波动特征!而
!"$$

年这一特征并不显

著(

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干旱事件频繁发生!特别是

近
!"

年!该地区干旱事件发生频率呈现增加的趋势

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导致干旱的原因是复杂且多方

面的!既有气候自然变率的原因!又有人类活动的原

因!其中大尺度大气环流异常起着更为直接的作用

$

1,6;,54

!

!"""

)姚萍等!

!"$H

)陈鲜艳等!

!"$'

)柳艳

香等!

!"$J

)吕星癑等!

!"$%

%(对此次干旱事件的成

因分析!增强对该区域干旱成因机制的理解将是我

们下一步亟待开展的工作(

致谢!感谢国家气候中心廖要明研究员提供的,区域性干旱

过程监测评估方法-!感谢国家气候中心灾害风险管理系统

对部分图形制作的支持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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