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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气候中心!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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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

要!

!"!"

年!我国全年气候总体表现为暖湿特征'全国平均气温比常年偏高
"$'C

!为
#DE#

年以来第八高!四季气温均

偏高!冬春偏暖显著'全国平均降水量为
FD&$(99

!比常年偏多
#"$GH

!春季降水偏少!冬(夏(秋三季均偏多'华南前汛期

开始和结束均偏早!降水量偏少)西南雨季开始晚(结束早!降水量偏多)梅雨季入梅早(出梅晚!梅雨量偏多!梅雨持续时间和

梅雨量均为
#DF#

年以来之最)华北雨季(东北雨季和华西秋雨开始和结束均偏晚!降水量偏多'

!"!"

年!登陆台风偏少!影响

时段和地域集中!灾损偏轻'暴雨洪涝灾害偏重!其他气象灾害!如干旱(强对流(低温冷冻害和雪灾(沙尘暴影响均偏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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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

中国气象灾害频发!为给我国气候变化的研究

及气象灾害风险管理提供参考依据!准确及时对我

国气候的特点进行总结概括!并对各类极端天气气

候事件进行总结和分析$李莹等!

!"#!

)

!"!"

)周星妍

等!

!"#D

)冯爱青等!

!"#(

)梅梅等!

!"#'

)廖要明等!

!"#F

)侯威等!

!"#&

)

!"#E

)王有民等!

!"#G

%'本文综

述了
!"!"

年我国降水和气温的时空分布规律以及

年内各类重大灾害性天气气候事件的特征及影响'

本文所用数据主要为国家气象信息中心的地面

观测数据!其中气象要素有降水量(最高气温(最低

气温和平均气温等!天气现象有沙尘暴(雾(霾(冰雹

等'采用
#D(#

,

!"#"

年的平均值作为气候平均值

$即常年值%'

#

"

基本气候概况

3$3

"

气
"

温

!"!"

年!全国平均气温为
#"$!EC

!比常年偏

高
"$'C

!略低于
!"#D

年!为
#DE#

年以来第八高

$图
#

%'年内除
#!

月气温偏低
"$'C

以外!其余各

月气温均偏高'就空间分布而言!除重庆东南部等

局地气温偏低外!全国大部地区气温偏高$重庆东南

部等局地除外%!其中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北部(

北疆东北部(西藏西部(河南东北部(江苏东部(浙江

大部(福建大部(江西南部(云南北部和海南大部等

地区偏高
#

"

!C

$图
!

%'

就四季而言!与常年同期相比!四季气温均偏

高!冬春偏暖显著$赵俊虎等!

!"!"

)洪洁莉和郑志

海!

!"!"

%'冬季$

!"#D

年
#!

月至
!"!"

年
!

月%!全

国平均气温为
a!$!C

!比常年同期偏高
#$!C

)春

季$

!"!"

年
G

,

E

月%!全国平均气温为
##$EC

!比常

年同期偏高
#$#DC

)夏季$

!"!"

年
F

,

(

月%!全国平

均气温为
!#$EC

!比常年同期偏高
"$EC

)秋季

$

!"!"

年
D

,

##

月%!全国平均气温为
#"$EC

!比常

年同期偏高
"$EC

'

""

!"!"

年全国共有
FD

个气象观测站日最高气温

突破历史极值!共有
!#&

个气象观测站连续高温日

数达到极端事件标准!其中极端连续高温日数事件

站次比为
"$#'

!比常年偏多
"$"&

'年内全国共有

!EF

个气象观测站日最高气温达到极端事件标准!

其中极端高温事件站次比为
"$!!

!比常年偏多
"$#

'

全国共有
EE

个气象观测站日最低气温达到极端事

件标准!其中极端低温事件站次比为
"$"G

!比常年

偏少
"$"(

!但比
!"#D

年偏多'全年共有
G&"

个气

象观测站日降温幅度达到极端事件标准!其中黑龙

江延寿$

#D$DC

%(湖南桃江$

#E$EC

%等
EF

个国家站

最大日降温幅度突破历史极值'

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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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降
"

水

!"!"

年!全国平均降水量为
FD&$(99

!较常年

偏多
#"$GH

!比
!"#D

年偏多
'$FH

!为
#DE#

年以来

第四多$图
G

%'全国冬(夏(秋三季降水偏多!春季

偏少'年内各月!

#

,

G

月和
F

,

D

月降水量均偏多!

其中
#

月偏多
'FH

)

&

月(

E

月及
#"

,

#!

月降水量

均偏少!其中
#!

月偏少
&EH

'就空间分布而言!与

常年相比!江南北部(江汉大部(江淮大部(东北中北

部(黄淮南部和东部及内蒙古东部和中部(山西中

部(甘肃东南部(四川中部(贵州东部(河北南部(广

西北部等地偏多
!"H

"

E"H

!黑龙江南部局部(吉

林西北部(安徽西南部等地偏多
E

成至
#

倍)新疆中

部和南部(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青海中北部(西藏

西部(海南大部及广东东南部等地偏少
!"H

"

E"H

)全国其余大部地区降水量接近常年$图
&

%'

全国六大区域中!除华南降水量$

#EFD$E99

%比常

年偏少
FH

!其余区域降水量均偏多'七大江河流

域中!除珠江流域$

#&'#$"99

%比常年偏少
EH

!其

他流域降水量均偏多$中国气象局!

!"!#

%'

!"!"

年我国的平均降水日数$日降水量
#

"$#99

%接近常年!为
#"G$#>

'江淮南部(江汉(江

南(东北东部和北部(华南(西南地区大部(青海南

部(内蒙古东北部(西北东南部及西藏东部等地年降

水日数大于
#"">

!其中华南北部(江南大部(四川中

部和西北部(重庆大部(西藏东部(贵州(云南西部等

地达
#E"

"

!"">

)全国其余大部地区降水日数低于

#"">

!甘肃西部(青海西北部(新疆南部(内蒙古西

部(宁夏北部(西藏西部等地在
E">

以内'与常年

相比!江汉中部和南部(江淮南部(江南北部及吉林

东北部(内蒙古中部(黑龙江东南部(陕西大部(山东

中部(青海南部(山西西南部(四川北部(重庆东部(

贵州东部(广西北部等地降水日数偏多
#"

"

!">

!长

江中下游及贵州东部局部等地偏多
!">

以上)华南

中部和东部及云南(四川西南部(新疆北部(西藏西

南部等地偏少
#"

"

!">

!部分地区偏少
!">

以上)

全国剩余地区降水日数与常年值接近'年内全国出

现暴雨$日降水量
#

E"$"99

%为
'&"(

站日!与常年

相比偏多
!&$#H

'

!"!"

年我国降水量达到极端事件监测标准的

共有
GE&

站日!日降水量极端事件站次比$

"$#'

%比

常年$

"$#

%偏多
"$"'

'我国降水量突破历史极值的

共有
&E

站日!

E&

个站连续降水量突破历史极值'

全国连续降水日数达到极端事件监测标准的共有

G&E

个站!站次比为
"$#F

!较常年偏多
"$"!

)其中连

续降水日数突破历史极值的共有
E(

个站'

华南前汛期$

G

月
!E

日至
F

月
!'

日%期间!总

降水量为
F!G$(99

'与常年相比!开始和结束时

间均偏早!分别偏早
#!

和
'>

!其中降水量偏少

#GH

'西南雨季于
E

月
G"

日开始!

#"

月
#G

日结

束!总降水量为
(""$E99

'与常年相比!开始偏晚

&>

!结束偏早
#>

!降水量偏多
(H

'梅雨季始于
E

月
!D

日!

(

月
!

日出梅!梅雨量为
'("$D99

)与常

年相比!偏早
#">

入梅!偏晚
#E>

出梅!梅雨量偏多

#!'H

!梅雨持续时间$梅雨量%为
#DF#

年以来最长

$最多%'江南入梅偏早
#">

!出梅偏晚
G>

!降水量

偏多
('H

)长江中下游入梅偏早
E>

!出梅偏晚

#(>

!降水量偏多
#'"H

)江淮区入梅时间偏早
##>

!

出梅时间偏晚
#(>

!梅雨量偏多
#E#H

'华北雨季于

'

月
!(

日开始!

(

月
!E

日结束!总降水量为
#(!$"

99

'与常年相比!开始偏晚
#">

!结束偏晚
'>

!降

水量偏多
G&H

!为
!"#!

年以来最多'东北雨季$

F

月

图
G

"

#DE#

,

!"!"

年中国平均

年降水量历年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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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至
D

月
!#

日%期间!总降水量为
&#'$E99

'与

常年相比!偏晚
!>

开始!偏晚
!F>

结束!降水量偏多

&#H

'华西秋雨于
D

月
D

日开始!

##

月
!F

日结束!总

降水量为
!!!$!99

'与常年相比!开始偏晚
D>

!结

束偏晚
!E>

!降水量偏多
#"H

$刘芸芸等!

!"!#

%'

3$4

"

热带海洋和热带对流

赤道中东太平洋进入厄尔尼诺状态的时间为

!"#D

年
##

月!达到厄尔尼诺事件标准时间为
!"!"

年
G

月!这样正式形成一次中部型厄尔尼诺事件'

!"#D

年
##

月至
!"!"

年
G

月连续
E

个月
M,

$

0@G$&

指

数
G

个月的滑动平均值分别为
"$F

(

"$E

(

"$E

(

"$E

和

"$EC

'

E

月赤道中东太平洋大部海表温度较常年同

期偏低!其中赤道东太平洋海温负距平中心值超过

a#C

'

E

月
M,

$

0@G$&

区海温指数$图
E

%为
a"$!'C

!

较
&

月下降了
"$(GC

!

G

,

E

月指数滑动平均值为

"$GC

!此次弱厄尔尼诺事件结束$

!"#D

年
##

月开

始%'

E

月以后!中东太平洋海温逐步下降'

(

月!

赤道东太平洋和中太平洋海温负距平中心值在

a#C

以上!

M,

$

0@G$&

区海温指数为
a"$F!C

!

G

个

月$

F

,

(

月%指数滑动平均值为
a"$&&C

'

#"

月赤

道中东太平洋海温继续下降!其中赤道东太平洋海

温负距平中心值在
a!$EDC

以下!

M,

$

0@G$&

区海温

指数为
a#$GDC

!较
D

月下降了
"$&GC

!

G

个月

$

(

,

#"

月%指数滑动平均值为
a"$DDC

!因此说明

赤道中东太平洋进入拉尼娜状态的时间为
(

月'

#!

月赤道东太平洋海温负距平中心值仍在
a#C

以上!

M,

$

0@G$&

区海温指数为
a#$"GC

'

!"!"

年
#

,

&

月!南方涛动指数$

TSL

%没有明显异常现象!其中
E

月为正异常!

F

月为负异常!

'

月之后开始维持稳定

的正异常$图
E

%!热带大气表现出对赤道中东太平

洋冷海温异常的响应$中国气象局!

!"!#

%'

!"!"

年
#

,

G

月!强对流活动$通常用射出长波

辐射通量距平来表征%中心位置在赤道中太平洋$位

于日界线附近%)

&

月以后!日界线以西的赤道中西

太平洋对流活动间歇性活跃!日界线附近的赤道太

平洋地区对流活动较弱)

#

,

&

月印度洋中东部至西

太平洋对流活动明显受到抑制!

E

月之后表现出间

歇性活跃特征'海表温度的演变与位于赤道太平洋

的对流活动异常分布及演变特征整体相对应'

图
E

"

!"#(

,

!"!"

年
M,

$

0@G$&

区海温指数

及南方涛动指数$

TSL

%逐月演变

4,

1

$E

"

B@06;7

Z

A+<,+6,@0@O=5+=N<O+:5

659

]

5<+6N<5,0>5b@OM,

$

0@G$&

+0>=@N6;5<0@=:,77+6,@0,0>5b

$

TSL

%

>N<,0

1

!"#(a!"!"

3$5

"

大气环流

冬季$

!"#D

年
#!

月至
!"!"

年
!

月%!东亚冬季

风的强度指数为
a"$!&

!与常年相比偏弱'冬季西

伯利亚高压偏弱!气压强度指数为
a#$G(

'冬季!北

半球极涡强度偏强!并收缩于极地!乌拉尔山阻塞高

压活动(东亚槽强度均偏弱!北极涛动为异常偏强的

正位相!欧亚中高纬以纬向环流为主'西伯利亚高

压强度(东亚冬季风强度均异常偏弱!东亚大部地区

受南风异常的控制!不利于引导极地冷空气南下影

响我国!导致全国大部分地区气温异常偏高'西北

太平洋副热带高压$以下简称副高%异常偏强(偏西(

偏北!有利于西北太平洋水汽向我国输送)此外!印

缅槽阶段性的活跃有益于印度洋水汽向我国西南地

区输送!造成我国冬季大部分地区降水异常偏多$赵

俊虎等!

!"!"

%'

!"!"

年夏季!副高与常年同期相比显著偏大(

偏强!西伸脊点位置偏西)其强度指数为
#DF#

年以

来历史同期第二强$仅次于
!"#"

年同期%'从逐日

监测结果可以看出$图
F

%!副高脊线在
F

,

'

月的纬

图
F

"

!"!"

年夏季副高脊线位置逐日演变

4,

1

$F

"

*+,7

Z

A+<,+6,@0@O=N̂6<@

]

,:+7;,

1

;<,>

1

5

7,05,06;50@<6;\5=65<0I+:,O,:,0=N995<!"!"

#(&

"

第
&

期
""""""""""""

代潭龙等&

!"!"

年中国气候主要特征及主要天气气候事件
" """""""""""



度位置相对稳定!其中!

F

月上中旬较常年同期偏

北!

F

月下旬至
'

月下旬转为偏南!且长时间持续)

受其影响!江淮流域等地降水显著偏多$刘芸芸等!

!"!#

%)

'

月底至
(

月初副高迅速北跳!对应江淮流

域梅雨的结束和华北雨季的开始'

""

!"!"

年南海夏季风于
E

月第
&

候爆发!爆发时

间较常年$

E

月第
E

候%偏早
#

候)于
#"

月第
F

候结

束!较常年$

D

月第
F

候%偏晚
F

候!与
!"#F

年并列

为
#DE#

年以来结束最晚的年份'

!"!"

年南海夏季

风强度指数为
a!$F#

!强度异常偏弱!为
#DE#

年以

来最弱'自
E

月第
&

候南海夏季风爆发后!除
E

月

第
E

候(

(

月第
E

候和第
F

候强度偏强外!其余时段

纬向风强度总体偏弱!特别是
#"

月第
#

候以后!南

海地区表现为纬向东风!逐候强度指数持续负位相'

!"!"

年东亚副热带夏季风强度指数为
a&$!E

!较

常年异常偏弱!为
#DE#

年以来最弱'

E

月中旬!随着南海夏季风爆发!雨带推进至我

国江南北部!江南于
E

月
!D

日入梅!我国进入梅雨

季节'

F

月上旬后期!随着东亚夏季风系统的北推!

副高脊线北抬至
#DcM

以北!长江中下游和江淮分

别于
F

月
D

日和
#"

日入梅'

'

月
##

日!江南地区

出梅)

'

月
G#

日!长江中下游地区出梅)

(

月
!

日!江

淮地区出梅$图
'

%'

D

,

#"

月!南海地区大气持续维

持高温高湿状态'从
##

月第
&

候开始!随着南海地

区上空大气假相当位温下降到
G&"d

以下!南海地

区大气热力性质改变!夏季风完全撤离南海地区'

!

"

主要天气气候事件及影响

!$3

"

暴雨洪涝

!"!"

年全国出现区域暴雨天气过程共
G'

次!

其中汛期雨区重叠度高!夏季南方地区遭受汛情严

重!为
#DD(

年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年内!暴雨洪涝

灾害较常年偏重'

华南入汛早!阶段性强降水突出'华南前汛期

开始时间较常年偏早
#!>

!降水量总体偏少!但阶段

性突出!

E

月中旬后降水明显增多'

E

月
!"

,

!!

日!

广东和广西出现强降水过程!降水强度大(范围广!

广东中东部和广西东北部等地累计降水量普遍超过

E"99

!广东广州(东莞(河源等地为
#""

"

!E"99

'

广州日降水量$

!#D$G99

%突破当地春季历史极值!

东莞东城最大
G;

降水量为
GE#99

!突破当地历史

纪录'

图
'

"

!"!"

年
##"c

"

#!"cK

候平均

降水量纬度
)

时间剖面

4,

1

$'

"

.+6,6N>5)6,95=5:6,@0@O

]

506+>+A5<+

1

5

]

<5:,

]

,6+6,@0+9@N06+7@0

1

##"ca#!"cK,0!"!"

""

!"!"

年夏季我国降水偏多!汛情偏重'全国平

均降水量为
G'G$"99

!为
#DF#

年以来同期第二

多!仅次于
#DD(

年)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降水量均

为
#DF#

年以来同期最多!淮河和太湖流域为历史同

期次多'受强降水过程影响!安徽(江西(湖南(湖

北(四川(甘肃等地暴雨洪涝灾害较重'

F

,

'

月!主

雨带位于贵州(四川(重庆至长江中下游一带!安徽(

湖北和重庆降水量分别较常年同期偏多
##GH

(

#"#H

和
F'H

!均为
#DF#

年以来历史同期最多!江

苏(浙江(上海和河南降水量分别较常年同期偏多

'(H

(

GDH

(

'&H

和
&"H

!均为历史次多'持续暴雨

过程造成长江(淮河(太湖发生流域性洪水'

(

月!四川强降水频繁发生!降水量和暴雨站日

数均为
#DF#

年以来同期最多'其中
#'

,

#(

日!四

川乐山遭遇持续暴雨袭击!又因三江$岷江(大渡河(

青衣江%上游的成都(眉山(雅安等地同时出现强降

水!在乐山市市中区流域形成特大洪峰'强降水过

程造成四川多地出现内涝和山体滑坡'此外!

(

月

东北(华北(西北地区东部及云南等地降水明显偏

多)甘肃降水量为
#DF#

年以来同期最多!山西(山

东(黑龙江降水量为历史同期第二多)云南(山西暴

雨站日数为
#DF#

年以来同期最多'

秋季!贵州(湖南等地发生暴雨洪涝灾害'全国

共出现
##

次区域暴雨天气过程'其中
D

月
'

,

(

日

的东北地区(华南地区强降水天气过程和
D

月
#E

,

#(

日的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北部(华北和东北地区

强降水天气过程影响面积广!累计降水量
E"99

以

上面积均超过
G"

万
X9

!

!大部地区降水量较常年同

期偏多
E

成以上'受强降水过程影响!全国有
#(

个

省$自治区%遭受暴雨洪涝灾害!其中贵州(湖南(内

!(&

""""""""""""""""""" "

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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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辽宁等地受灾较重'

!$!

"

干
"

旱

!"!"

年!我国干旱比常年偏轻!但区域性和阶

段性特征明显'

&

月中旬至夏初长江以北多地出现

阶段性干旱!春(夏季西南部分地区发生气象干旱!

东北(华南遭遇严重夏伏旱!秋(冬季华南等地发生

干旱'

&

月中旬至夏初长江以北出现阶段性干旱'

G

月至
&

月上旬!西北地区东部(华北西部(黄淮西

部(江淮大部以及甘肃(内蒙古等地降水量较常年同

期偏少
!

"

E

成!加上同期气温偏高!导致
&

月中旬

长江以北多地出现阶段性气象干旱'

E

月
&

,

D

日!

受降水影响!西北地区大部(黄淮西部等地气象干旱

有所缓和'

E

月中旬至
F

月上旬!河套地区及周边(

黄淮西部(江淮(江汉等地气象干旱迅速发展'河南

境内多次发生干热风天气!加剧气象干旱发展'

F

月中下旬!上述地区出现降水天气过程!气象干旱逐

渐缓和'春旱对越冬作物后期生长(牧草长势及夏

播等带来不利影响'

春(夏季西南地区发生气象干旱'

G

月至
&

月

上旬!云南大部降水量较常年同期偏少
E

"

(

成!气

温偏高
#

"

!C

!雨少温高导致气象干旱露头并发

展'

&

月
##

日!云南中旱及以上气象干旱面积达

#D$E

万
X9

!

'

&

月
!!

,

!F

日!云南出现大范围降水

过程!气象干旱得到有效缓解'

E

月!四川东部出现

持续性晴热少雨天气!大部地区土壤湿度快速下降!

气象干旱迅速发展'

E

月
!G

,

!E

日!四川大部出现

明显降水天气过程!气象干旱得到明显缓和'夏季!

云南(四川东部出现阶段性气象干旱'

(

月下旬!西

南地区气象干旱得到有效缓解'持续干旱对夏收粮

经济作物产量品质(春播以及城市供水(农村人畜饮

水等产生不利影响!导致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

东北(华南遭遇严重夏伏旱'

F

月中旬至
'

月

中旬!东北南部(华南南部及内蒙古东北部等地降水

量较常年同期偏少
E

"

(

成!气象干旱露头并发展'

'

月
#'

日!全国中旱及以上气象干旱面积达
#D#$G

万
X9

!

!为
!"!"

年最大'

'

月下旬至
(

月中旬!东

北南部(华南南部及内蒙古东北部等地仍维持中度

以上气象干旱'

(

月中下旬!旱区有效降水增多!气

象干旱逐步得到解除'受高温干旱影响!东北地区

春玉米(花生生长受阻!损失严重)干旱对华南部分

地区晚稻(橡胶等作物生长发育产生不利影响!广西

部分地区人员饮水困难!部分水库水位降低'

秋(冬季华南等地发生气象干旱'

##

月!江南(

华南气象干旱开始露头并逐渐发展'

#D

日!江南(

华南地区中度及以上气象干旱面积达
&F$!

万
X9

!

!

其中重旱为
&$'

万
X9

!

!特旱为
"$E

万
X9

!

'

#!

月

上中旬!华南(江南东南部及云南中南部等地气象干

旱维持或发展)

#!

月中旬后期降水过程使江南东南

部等地气象干旱明显缓解!华南气象干旱有所缓和'

气象干旱给广东(江西(浙江(福建等省部分地区的

水库蓄水(农业生产等带来不利影响'

!$4

"

台
"

风

!"!"

年!南海和西北太平洋共有
!G

个台风$中

心附近最大风力
#

(

级%生成!较常年$

!E$E

个%偏少

!$E

个!其中有
E

个登陆我国$图
(

%!较常年$

'$!

个%偏少
!$!

个'初台登陆时间比常年偏早
##>

!终

台登陆时间偏晚
'>

'登陆台风具有近海加强(生命

史短(影响偏轻(阶段性明显的特点!但-黑格比.致

灾较重'

!"!"

年台风共造成我国
(

人死亡失踪!直

接经济损失为
G"D$&

亿元'与近
#"

年平均值相比!

!"!"

年台风造成死亡人口明显偏少!直接经济损失

偏低$中国气象局!

!"!#

%'

!"!"

年
#

,

'

月!西北太平洋和南海仅有
!

个

台风生成!其中
'

月无台风生成!为
#D&D

年以来首

次!生成个数比常年同期$

'$(

个%偏少
E$(

个)

(

,

#!

月有
!#

个台风生成!比常年同期$

#'$(

个%偏多

G$!

个!台风活动的阶段性特征明显'

!"!"

年登陆我国的台风平均强度$

G#$F9

/

=

a#

%较常年值$

G"$'9

/

=

a#

!

##

级%偏大
"$D9

/

=

a#

!并且具有近海突然加强并以峰值强度登陆的特

点'台风海高斯于
(

月
#F

日下午加强为热带低压!

#(

日
"(

时加强为台风!

#D

日
"F

时中心附近最大风

力加强到
#!

级$

GG9

/

=

a#

%!并以此强度在广东省

珠海市金湾区沿海登陆'

(

月下旬至
D

月上旬!半个月内东北遭遇了罕

见的台风三连击!为
#D&D

年以来首次'第
(

号台风

巴威(第
D

号台风美莎克和第
#"

号台风海神接连北

上影响东北地区!给东北大部带来超过
#""99

的

降水!中东部超过
!""99

!吉林梅河口降水量达到

EEF$(99

'吉林(黑龙江等地最大阵风达
##

级!局

地瞬时风力超过
#!

级'由于强降水落区重复!重叠

效应明显!致使部分河流和水库超警戒水位'受台

风影响!多地航班和火车取消(海上客运停航!市内

道路积水严重!群众生产生活受到一定影响'

G(&

"

第
&

期
""""""""""""

代潭龙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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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高
"

温

!"!"

年夏季!全国平均高温$日最高气温
#

GEC

%日数为
($">

!比常年同期偏多
#$#>

$图
D

%'

黄淮中部(江淮中西部(江汉大部(江南(华南大部以

及重庆大部(四川东南部(新疆东部和南部(内蒙古

西部等地高温日数有
#"

"

G">

!浙江(江西(湖南(重

庆(广东(广西(福建及新疆等地的部分地区超过

G">

'与常年同期相比!浙江大部(江西中部和南

部(湖南东南部(福建(广东(广西南部(海南(云南东

北部等地高温日数偏多
G

"

#">

!江南南部(华南东

部和南部偏多
#">

以上'福建$

GF$E>

%(海南

$

!D$&>

%(广东$

!'$E>

%夏季高温日数为
#DF#

年以

来历史同期最多'夏季!全国共有
GE

个站的日最高

气温突破历史极值!其中
GG

个站出现在南方'

高温过程出现早'

E

月
#

,

D

日!我国中东部出

现
#DF#

年以来最早高温过程!较常年偏早
&D>

)华

北西部(黄淮西部(江淮西部(江南(华南(西南地区

东部及陕西东南部(内蒙古东南部等地极端最高气

温普遍为
GE

"

G(C

!其中河南(广西西北部(海南(

云南等地为
G(

"

&"C

!局部地区超过
&"C

!云南元

阳达
&!$'C

)贵州(广西(海南有
G"

个国家站日最

高气温达到或超过历史极值'

北方高温天气过程极端性强'

F

月
!

,

(

日!华

北南部(黄淮大部(江淮大部及陕西东部和南部(四

川东部等地极端最高气温普遍为
GE

"

G(C

!其中山

东西部(河北西南部(河南东北部等地为
G(

"

&"C

!

局部地区超过
&"C

'河南焦作$

&#$DC

%(河北磁县

$

&#$(C

%(山东梁山$

&"$(C

%等
!#

个国家站日最高

气温达到极端事件监测标准'

""

南方出现持续高温天气'

'

月
##

日至
D

月
G

日!江南东南部(华南东部等地出现持续高温天气过

程!持续时间为
#DF#

年以来历史第二长'江南(华

南及四川东部(贵州北部(重庆等地极端最高气温普

遍为
GE

"

G(C

!其中福建南部(广东中东部(浙江(

重庆等地为
G(

"

&"C

!局地超过
&"C

!福建闽侯达

&#$#C

'福建南靖$

&"$'C

%(平和$

&"$EC

%(广东大

埔$

GD$DC

%等
G"

个国家站日最高气温破历史极值'

!$6

"

强对流

!"!"

年!我国强对流天气发生时间早(局地极

端性强(频次高'首次大范围强对流过程发生时间

比常年偏早近
#

个月)

G

月至
D

月中旬!全国共发生

区域性强对流天气过程
EF

次!明显多于近
E

年同期

平均值'北方强对流天气集中发生在
E

,

F

月!以大

风(冰雹等灾害为主)南方强对流天气主要发生在

'

,

(

月!以短时强降水(雷暴等灾害为主'山东等

地
E

月风雹过程次数(范围(强度为近十年之最'据

相关统计!全年强对流天气共造成
!'F$E

万
;9

! 农

作物受灾!

('

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达
!(!$G

亿元'

与近
#"

年$

!"#"

,

!"#D

年%平均值相比!

!"!"

年全

国因强对流天气造成的损失总体偏轻'

!

月
#G

,

#E

日!湖南省常德(怀化(长沙等
'

市

!#

个县$市(区%遭受风雹灾害!近
'D""

人受灾)近

#!""

间房屋受不同程度损坏)直接经济损失近

#"""

陆空万元'

&

月
!#

,

!F

日!云南省部分地区遭受风雹灾

害!造成文山(红河(德宏等
F

市$州%

!G

个县$市%

#E$!

万人受灾!

#

人死亡)

#$D

万间房屋受不同程度

损坏)农作物受灾面积为
DG"";9

!

)直接经济损失

达
!$'

亿元'

E

月
#'

,

#(

日!山东省临沂(烟台(青岛等
##

市
E"

个县$市(区%遭受风雹灾害!造成
ED$E

万人受

灾)

E

万间房屋受不同程度损坏)农作物受灾面积为

F$E

万
;9

!

!其中绝收面积为
'#"";9

!

)直接经济损

失达
!#$'

亿元'

F

月
(

,

D

日!黑龙江省大庆(绥化(鸡西等
D

市

G!

个县$市(区%遭受风雹灾害!造成
E$&

万人受灾!

(

人死亡)

#$'

万间房屋受不同程度损坏)农作物受

灾面积为
#$#

万
;9

!

!其中绝收面积为
F""

余
;9

!

)

直接经济损失达
&$G

亿元'

F

月
!&

,

!E

日!河北省保定(沧州(承德等
&

市

!G

个县$区%遭受风雹灾害!有
!G$#

万人受灾)农作

物受灾面积约为
G

万
;9

!

!其中绝收面积为
F"""

;9

!

)直接经济损失达
G$#

亿元'

'

月
!F

,

!'

日!云南省玉溪(曲靖(文山等
&

市

$自治州%

D

个县$区%遭受风雹灾害!造成
''""

余人

受灾)直接经济损失达
#!""

余万元'

!$7

"

低温冷害和雪灾

!"!"

年!低温冷冻害和雪灾共同造成的农业受

灾面积为
#"E$!

万
;9

!

!直接经济损失达
#E&$#

亿

元!均少于
!"#"

,

!"#D

年平均值!属低温冷冻害和

雪灾偏轻年份'

#

月!我国中东部出现
&

次较大范围雨雪天气

过程'

&

,

'

日!华北南部和西北部(黄淮及内蒙古

中部(陕西北部和东南部(湖北中北部等地降雪量普

遍为
E

"

!E99

!黄淮中部有
!E

"

E"99

!局地大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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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

年登陆中国台风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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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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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国

夏季高温日数历年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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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F#a!"!"

暴雪'

!!

,

!F

日!河南东南部(安徽(湖南(贵州(云

南东部等地区降雪量普遍为
E

"

!E99

!湖南东南

部和西南部(贵州南部等地为
!E

"

E"99

'内蒙

古(黑龙江(山西(河南(陕西(新疆(云南多地出现雪

灾和低温冷冻害!其中云南曲靖(红河和文山等地农

作物受灾较严重'

""

!

月
#&

,

#'

日!全国型寒潮过程影响我国!具

有降温幅度大(雨雪范围广(天气现象复杂等特点'

我国大部地区出现
(

"

#&C

的降温!局地降温在

#&C

以上)东北(华北东部(黄淮等地出现降雪$雨%

天气!吉林省有
'

个站最大积雪深度超过
&":9

)寒

潮过程伴随有雨雪(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雨雪天气对交通出行及设施农业等有不利影响!但

对改善空气质量和土壤墒情有利'

&

月
#D

,

!!

日!内蒙古东北部和黑龙江西部出

现大到暴雪!局地大暴雪!同时伴随大风降温过程'

内蒙古东北部和黑龙江西部的部分地区积雪深度超

过
#":9

!局部超过
G":9

!内蒙古扎兰屯积雪最深

时达
&':9

)东北大部及内蒙古东部平均气温较常

年同期偏低
&C

以上!有
#E

个站的日降温幅度达到

极端事件监测标准!其中吉林洮南$

#EC

%和乾安

$

#G$!C

%日降温幅度突破历史极值'雪灾对农业和

交通造成不利影响!黑龙江齐齐哈尔和黑河等地受

灾较重'

##

月
#'

,

!G

日!东北地区出现强雨雪天气过

程!过程最大降温幅度超过
(C

!局地超过
#&C

!降

温超过
#&C

的影响面积达
##D

万
X9

!

!吉林(辽宁

共
D

个县$市%日降温幅度突破历史极值'

#(

,

#D

日!东北地区共有
#EF

站次出现暴雪'

#D

日!辽宁

宽甸日降雪量达
(#$'99

!超过了当地常年降雪量

$

(#$"99

%'黑龙江东南部局地积雪深度为
!E

"

G":9

!吉林长岭(黑龙江密山达
G(:9

'受雨雪天

气过程影响!多地交通运输和电力供应受到影响!部

分城市供热系统中断'

#!

月先后有两次冷空气过程影响我国!分别为

#!

,

#&

日和
!(

,

G#

日'受岁末大范围寒潮天气过

程影响!中东部大部分地区过程最大降温幅度在

(C

以上!其中华北西部(黄淮东部(江南南部以及陕

西大部(广东大部(广西南部等地降温达
#!

"

#&C

!

局地超过
#&C

)过程降温幅度超过
#!C

的面积有

##($&

万
X9

!

)江苏大部(安徽中部至南部(湖北东

部(湖南东北部以及江西北部等地累计降水量为
#"

"

!E99

!大部地区并伴有
F

"

D

级阵风!江淮大部

地区最大积雪深度达
G

"

D:9

'寒潮天气过程对油

菜(露地果蔬等作物生长以及设施农业生产不利'

!$8

"

沙
"

尘

!"!"

年春季!北方地区共出现
'

次沙尘天气过

程!比常年同期$

#'

次%偏少
#"

次!其中沙尘暴和强

沙尘暴过程共有
!

次$图
#"

%'北方地区平均沙尘日

图
#"

"

!"""

,

!"!"

年春季中国

北方沙尘天气过程历年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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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为
!$F>

!比常年同期偏少
!$&>

'

!"!"

年首次沙

尘天气过程发生时间为
!

月
#G

日!较
!"""

,

!"#D

年平均$

!

月
#'

日%偏早
&>

!较
!"#D

年$

G

月
#D

日%

偏早
G&>

'

G

月
(

,

#"

日的强沙尘暴天气过程是年内最强

的一次!新疆南疆盆地和沿天山地区东部(青海北

部(甘肃东部(内蒙古中西部(宁夏(陕西北部等地出

现扬沙或浮尘天气!新疆南疆盆地部分地区出现沙

尘暴!塔中(且末(铁干里克等地出现强沙尘暴'沙

尘天气对设施农业(飞机航运造成影响!部分地区空

气污染严重'

G

"

结
"

论

!"!"

年!我国气候总体呈现湿暖特征!气候灾

害轻重不一'暴雨洪涝灾害属偏重年景!干旱灾害

属一般年景!台风(强对流(低温冷冻害和雪灾(沙尘

暴等气象灾害均偏轻'与近
#"

年平均值相比!农作

物受灾面积(死亡失踪人口明显偏少!直接经济损失

略偏多'主要气候特征及天气气候事件影响如

图
##

所示!特征总结如下&

$

#

%主要气候特征'全国平均气温较常年偏高

"$'C

!为
#DE#

年以来第八高'四季气温均偏高!

冬(春季偏暖显著'全国平均降水量为
FD&$(99

!

比常年偏多
#"$GH

!春季降水偏少!冬(夏(秋三季

均偏多'华南前汛期开始和结束均偏早!雨量偏少)

西南雨季开始晚(结束早!雨量偏多)梅雨季入梅早(

出梅晚!梅雨量偏多!梅雨持续时间和梅雨量均为

#DF#

年以来之最)华北雨季(东北雨季和华西秋雨

开始和结束均偏晚!降水量偏多'

!"!"

年!登陆台

风偏少!影响时段和地域集中!灾损偏轻'暴雨洪涝

灾害偏重!其他气象灾害!如干旱(强对流(低温冷冻

害和雪灾(沙尘暴影响均偏轻'

$

!

%主要天气气候事件及影响'

!"!"

年!我国

暴雨洪涝灾害属偏重年景!干旱灾害属一般年景!台

风(强对流(低温冷冻害和雪灾(沙尘暴等气象灾害

均偏轻'汛期雨区重叠度高!经济损失偏重)区域性

和阶段性干旱明显!但灾害损失偏轻)台风生成和登

陆均偏少!灾害损失较轻)高温日数多!南方高温极

端性强)强对流天气时空分布相对集中!损失偏轻)

低温冷冻害和雪灾偏轻)春季北方沙尘天气少!影响

偏轻'与近
#"

年$

!"#"

,

!"#D

年%平均值相比!农

作物受灾面积(死亡失踪人口明显偏少!直接经济损

失略偏多'

图
##

"

!"!"

年中国重大天气气候事件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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