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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２０２３年，我国气候主要表现为暖干的特征，全国平均气温１０．７１℃，较１９９１—２０２０年气候平均偏高０．８２℃，为１９５１

年以来最暖；全国平均降水量６１５．０ｍｍ，较常年偏少３．９％，为２０１２年以来第二少。四季气温均较常年同期偏高，其中夏、秋

季分别为历史同期次高和最高；除秋季降水偏多外，其余三季降水均偏少。汛期（５—９月），全国平均降水量较常年同期偏少

４．３％，为２０１２年以来第二少，我国中东部降水总体呈“中间多南北少”的分布。２０２３年，我国区域性气象干旱多发，西南地区

遭遇冬春连旱；春季北方沙尘天气过程偏多；夏季前期，华北和黄淮遭受１９６１年以来最强高温过程；７月底至８月初，受台风

杜苏芮影响，京津冀地区发生历史罕见极端强降水过程，华北地区出现“旱涝急转”；华西秋雨开始早、结束晚、雨量多；１月中

旬发生年内最强寒潮过程；秋末冬初冷空气频繁入侵，１２月华北和黄淮等地降雪日数偏多、积雪偏深。

关键词：气候异常特征，极端天气气候事件，气象灾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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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我国地处东亚季风区，是典型的季风气候国家，

东部地区为季风气候，西部属大陆性气候，青藏高原

属高原气候，气候种类繁多造成我国区域气候差异

大（郑国光等，２０１９）。另外，我国地势呈西高东低的

三级阶梯状分布，地形高低起伏大。季风气候叠加

复杂地形的影响，使得我国成为灾害性天气的多发

区（国家气候中心，２０１８；秦莲霞等，２０１４；罗慧等，

２００７）。东亚夏季风偏弱时，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偏

南偏强，水汽输送偏南，故在我国东部地区夏季降水

往往呈南多北少的分布，南方地区容易出现洪涝，北

方则易发生干旱（Ｚｈｏｕｅｔａｌ，２００９；Ｌｉｅｔａｌ，２０２３）；

东亚夏季风偏强年，情况则相反（Ｌｉｅｔａｌ，２０２２）。

在全球变暖背景下，我国平均气温屡创新高，极端天

气气候事件的发生愈加频繁，且更容易发生复合型

灾害。例如２０２２年夏季，我国平均气温和高温日数

均创历史新高（章大全等，２０２３），中东部地区出现大

范围复合型高温干旱事件，其持续时间长、极端性突

出，综合强度为１９６１年以来最强（崔童等，２０２３；

Ｚｈ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２３）。这些灾害给人们的生产和生活

带来了严重的影响（秦大河等，２０１５；赵珊珊等，

２０１７；李威等，２０２２）。利用全国台站观测数据，对我

国基本的气候概况、气候系统监测状况以及主要气

象灾害和极端天气气候事件等进行总结和分析（陈

峪等，２０２２；代潭龙等，２０２１；李莹等，２０２０），可以较

为全面地获取当年全国主要天气气候事件和极端天

气的基本状况。

２０２３年是有记录以来人类历史上最热的一年，

截至２０２３年１０月底，全球平均气温比工业化前水

平高出１．４℃；同时，２０２３年打破了多项气候纪录，

包括温室气体、全球温度、海平面升高、冰冻圈等

（ＷＭＯ，２０２３）。在此背景下，本文总结了２０２３年

我国气候的总体特征、雨季状况，梳理了主要气象灾

害和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及其影响，并对相关的热带

海洋和大气环流特征进行了分析。对２０２３年我国

气候特点的综合分析，有利于更好地了解全球变暖

背景下我国气候的变化特征，为国家应对气候变化

及科学防灾减灾提供新依据。

１　资料与方法

本文所用的台站观测资料来自国家气象信息中

心和国家气候中心，所涉及的气象灾情统计数据来

自应急管理部，大气环流资料采用美国 ＮＣＥＰ／

ＮＣＡＲ再分析数据。气象台站资料为１９５１—２０２３

年中国２４１９个国家级气象观测站逐日观测数据，气

候平均值（即常年值）为１９９１—２０２０年平均，部分气

象要素或天气气候事件采用多年平均值代替常年

值。文中全国平均气温、平均降水量计算方法均采

用面积加权方法计算，其余均为区域内站点平均。

西伯利亚高压指数定义为４０°～６０°Ｎ、８０°～１２０°Ｅ

区域平均的海平面气压值（标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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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基本气候概况

２．１　气　温

２０２３年，我国年平均气温１０．７１℃，较气候平均

值偏高０．８２℃，为１９５１年以来历史最高（图１）。除

４月和５月气温较常年同期偏低外，其余各月全国

平均气温均偏高，其中６月、９月和１０月气温均为

历史同期第二高。从空间分布看，全国大部地区气

温接近常年到偏高，其中东北中南部、华北东南部及

内蒙古中西部、华东北部、华中东北部和南部、西南

地区中南部、甘肃中西部、宁夏大部、新疆东部等地

偏高１～２℃（图２），华北、东北地区为１９６１年以来

历史最高，长江中下游和华南地区为历史第二高，西

北地区为历史第三高。

全国平均高温（日最高气温≥３５．０℃）日数

１３．５ｄ，较常年偏多４．４ｄ，为１９６１年以来第二多，

仅次于２０２２年（１６．４ｄ）。华北东部、华东北部和东

南部、华中东北部和南部、华南大部、西南地区东北

部及内蒙古西部、新疆大部等地高温日数普遍超过

２０ｄ，其中华东东南部、华中南部、华南中部和西南

部及四川东部、新疆南部等地有３０～５０ｄ，新疆东南

部等地超过５０ｄ。与常年相比，除华东中部等地偏

少外，全国其余大部地区高温日数接近常年或偏多，

其中华北东部、华东北部、华中东北部和南部、华南

大部、四川东部及新疆大部、内蒙古西部偏多５～

１０ｄ，部分地区偏多１０ｄ以上。年内极端高温事件

频发，为１９６１年以来历史第四多，全国有４４３个站

日最高气温达到极端事件监测标准（中国气象局，

２０１５），其中１２７个站日最高气温突破或持平历史纪

录。图２显示，极端高温主要分布在华北东部、黄

淮、华南中东部、西南地区南部等地；云南省极端高

温出现的站点最多，有９６个站日最高气温达极端高

温事件标准，其中５７个站日最高气温达到或突破历

史极值；另外，华北东部及黄淮地区有１２７个站日最

高气温达极端高温事件标准，其中有２６个站日最高

气温达到或突破历史极值。

　　冬季（２０２２年１２月至２０２３年２月），全国平均

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０．２℃，但阶段性变化大，１２月

气温偏低，１—２月气温偏高（李想和王永光，２０２３）。

春季（２０２３年３—５月），全国平均气温偏高０．６℃，

季内波动大（龚振淞和丁婷，２０２３）。夏季（２０２３年

６—８月）和秋季（２０２３年９—１１月）全国平均气温分

别偏高０．８℃（支蓉等，２０２４）和１．１℃，为历史同期

次高和最高。

２．２　降　水

２０２３年，全国平均降水量６１５．０ｍｍ，较常年偏

少３．９％，为２０１２年以来第二少（图３），但全国日降

水量极端事件及连续降水日数极端事件均较常年偏

多，汛期京津冀地区降水的极端性尤为突出。上半

年降水整体较常年同期偏少，下半年整体偏多。空

间分布上，我国降水主要呈“中间多南北少”的特征

（图４）。东北地区中部、河北中部和南部、河南、陕

西东南部、湖北中部和西部、重庆北部、青海东南部

等地降水量偏多２成至１倍，其中，河南偏多３７％，

为１９６１年以来第四多。广西北部、云南东部、内蒙

古西部、甘肃中部和西部、新疆南部等地降水量偏少

２～８成，其中云南偏少１７％，为１９６１年以来第三

少。

２０２３年，全国暴雨（日降水量≥５０．０ｍｍ）站日

和日降水量极端事件均较常年偏多。全国共有

２６１个站日降水量达到极端事件监测标准（图４），其

中，河北、山西、陕西、江苏、湖南、福建、广东等地５５

个站突破历史极值，福建福州（３９５．９ｍｍ）、长乐

（３８５．１ｍｍ），广东番禺（３６１．９ｍｍ）日降水量超过

３５０ｍｍ。全国共４７个站连续降水量突破历史极

值，主要分布在黑龙江、内蒙古、北京、河北、陕西、福

建、新疆等地，广西北海连续降水量达７６９．７ｍｍ。

２０２３年汛期（５—９月），全国平均降水量为

４４７．１ｍｍ，较常年同期偏少４．３％，为２０１２年以来

第二少。我国中东部降水总体呈“中间多南北少”的

分布特征，主要多雨区位于华北东部、黄淮和江淮地

区。此外，东北地区中部降水也较常年同期偏多。

　　从季节特征来看，除秋季降水偏多外，其余三季

降水均偏少。冬、春季全国平均降水量分别较常年

同期偏少２５．６％和８．１％，主要呈北多南少的分布

态势。春季，云南降水量为历史同期最少，浙江为历

史第三少。夏季全国平均降水量较常年同期偏少

３．５％，但空间差异大，除东北中部、华北中南部及河

南西部、陕西东南部等地降水量偏多２成至１倍外，

全国其余大部地区降水接近常年同期或偏少，其中

山西大部、内蒙古中部和西部、宁夏、甘肃、新疆、青

海北部、湖南西部、广西北部等地偏少２～８成，局地

偏少８成以上，新疆降水量为１９６１年以来历史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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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１９５１—２０２３年中国年平均气温及距平历年变化

Ｆｉｇ．１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ａｎ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ｓａｎｄａｎｏｍａｌｉｅｓｏｖｅｒＣｈｉｎａｄｕｒｉｎｇ１９５１－２０２３

图２　２０２３年中国平均气温距平（填色）

以及发生极端高温事件站点（圆点）分布

Ｆｉｇ．２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ａｎ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ｏｍａｌｉｅｓ（ｃｏｌｏｒｅｄ）ａｎｄｓｔａｔｉｏｎｓｗｉｔｈｅｘｔｒｅｍｅ

ｈｉｇｈ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ｓ（ｄｏｔ）ｏｖｅｒＣｈｉｎａｉｎ２０２３

最少。秋季，全国平均降水量较常年同期偏多

４．４％，降水偏多区主要在广东大部、广西东南部、湖

北大部、河南南部、重庆、新疆北部、青海东部和甘肃

中南部，其中广东降水量为１９６１年以来历史同期最

多，青海为第二多。

２０２３年，全国平均降水日数 （日降水量 ≥

０．１ｍｍ）为９４．２ｄ，较常年偏少７．９ｄ，为１９６１年以

来历史第二少。除黑龙江东部和西南部、内蒙古东

部局部、河南中部、湖北中部、重庆东北部、青海南部

等地外，全国大部地区降水日数接近常年或偏少，特

别是云南大部、贵州大部、四川南部、广西西部、湖南

西南部等地偏少２０ｄ以上（图５）。

　　２０２３年，除华南前汛期和华西秋雨开始时间较

常年偏早外，其余雨季开始时间偏晚。华南前汛期、

西南雨季、江南梅雨和华北雨季结束时间均偏早，长

江中下游梅雨、江淮梅雨、东北雨季和华西秋雨结束

时间均偏晚。华南前汛期、西南雨季和江南梅雨降

水量均偏少，其中江南梅雨降水量偏少约一半；长江

图３　１９５１—２０２３年中国年平均降水量及距平百分率历年变化

Ｆｉｇ．３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ａｎ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ｎｏｍａｌｙ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ｓ

ｏｖｅｒＣｈｉｎａｄｕｒｉｎｇ１９５１－２０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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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２０２３年中国降水量距平百分率（填色）

以及发生极端降水事件站点（圆点）分布

Ｆｉｇ．４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ａｎｎｕａｌ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ｏｍａｌｙ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ｓ（ｃｏｌｏｒｅｄ）ａｎｄ

ｓｔａｔｉｏｎｓｗｉｔｈｅｘｔｒｅｍｅ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ｄｏｔ）

ｏｖｅｒＣｈｉｎａｉｎ２０２３

图５　２０２３年中国年降水日数距平分布

Ｆｉｇ．５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ａｎｏｍａｌｉｅｓｏｆａｎｎｕａｌ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ｄａｙｓｏｖｅｒＣｈｉｎａｉｎ２０２３

中下游梅雨、江淮梅雨、华北雨季、东北雨季和华西

秋雨降水量均偏多，其中华西秋雨降水偏多逾四成

（表１）。

表１　２０２３年中国雨季特征

犜犪犫犾犲１　犉犲犪狋狌狉犲狊狅犳狋犺犲狉犪犻狀狔狊犲犪狊狅狀狅狏犲狉犆犺犻狀犪犻狀２０２３

雨季 开始日期 结束日期 降水量

华南前汛期 ３月２６日（偏早１４ｄ） ６月２８日（偏早６ｄ） ６１５．８ｍｍ（偏少１４．３％）

西南雨季 ６月１０日（偏晚１４ｄ） １０月１２日（偏早２ｄ） ６０１．４ｍｍ（偏少１７．９％）

江南梅雨 ６月１６日（偏晚７ｄ） ７月２日（偏早８ｄ） １９６．８ｍｍ（偏少５０．２％）

长江中下游梅雨 ６月１６日（偏晚２ｄ） ７月２４日（偏晚８ｄ） ３６４．６ｍｍ（偏多１４．６％）

江淮梅雨 ６月２５日（偏晚２ｄ） ７月２５日（偏晚１１ｄ） ２９０．６ｍｍ（偏多１３．０％）

华北雨季 ７月２２日（偏晚４ｄ） ８月１５日（偏早２ｄ） １５６．２ｍｍ（偏多１４．４％）

东北雨季 ６月２０日（偏晚７ｄ） ９月４日（偏晚４ｄ） ３６９．５ｍｍ（偏多１０．５％）

华西秋雨 ８月２３日（偏早１０ｄ） １１月１６日（偏晚１３ｄ） ２８７．０ｍｍ（偏多４４．６％）

２．３　热带海洋

２０２１年９月开始的弱拉尼娜事件于２０２３年１

月结束。２０２３年５月，Ｎｉ珘ｎｏ３．４指数滑动平均值

０．５３℃，赤道中东太平洋进入厄尔尼诺状态。截至

１０月，Ｎｉ珘ｎｏ３．４指数滑动平均值已连续５个月超过

０．５℃（图６），根据我国对厄尔尼诺／拉尼娜事件的标

准判识，一次新的厄尔尼诺事件已经形成。２０２３年

图６　２０１９—２０２３年逐月及３个月滑动平均Ｎｉ珘ｎｏ３．４区海温指数演变

Ｆｉｇ．６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ｏｎｔｈｌｙａｎｄ３ｍｏｎｔｈｍｏｖｉｎｇｍｅａｎＮｉ珘ｎｏ３．４ｓｅａｓｕｒｆａｃｅ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ｉｎｄｅｘｅｓｄｕｒｉｎｇ２０１９－２０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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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月，南方涛动指数均为正值，５—１０月大部分为

负值，表明热带大气环流对赤道中东太平洋暖海温

异常具有持续响应（图略）。

２．４　大气环流

２０２２／２０２３年冬季，东亚冬季风强度指数（朱艳

峰，２００８）为０．２５，西伯利亚高压指数为０．３，两者均

表明东亚冬季风较常年略偏强，但弱于上一年冬季，

这与我国冬季气温整体接近常年同期但较上一年冬

季偏高的特征对应（李想和王永光，２０２３）。从季节

内变化来看，东亚冬季风呈“前冬偏强、后冬偏弱”的

特征。２０２２年１２月，东亚冬季风和西伯利亚高压

指数较常年同期偏强，同时 ＡＯ为强的负位相；在

５００ｈＰａ高度场上，乌拉尔山为正距平，而东亚大部

为负距平控制，有利于冷空气南下影响我国，导致我

国大部地区气温异常偏低。２０２３年１—２月，东亚

冬季风以偏弱为主，特别是２月ＡＯ为强的正位相，

５００ｈＰａ东亚大部被异常正高度距平所控制，不利

于冷空气南下影响我国，导致２月我国气温较常年

同期明显偏高。

２０２３年南海夏季风于５月第３候爆发，较常年

偏早１候；于１１月第３候结束，较常年偏晚９候；南

海夏季风强度指数为－０．５，较常年偏弱。逐候监测

显示，自５月第１候开始，南海夏季风监测区（１０°～

２０°Ｎ、１１０°～１２０°Ｅ）上空假相当位温稳定超过３４０Ｋ，

但直至５月第３候，监测区上空８５０ｈＰａ纬向风才转

为西风并稳定维持，因此２０２３年南海夏季风爆发时

间为５月第３候。９月第４候，南海地区上空８５０ｈＰａ

纬向风转为东风，但直至１１月第３候，南海上空假相

当位温才开始稳定持续低于３４０Ｋ，因此判定２０２３

年南海夏季风结束时间为１１月第３候。

２０２３年东亚副热带夏季风指数（张庆云等，

２００３）为１．０２，较常年偏强。２０２３年夏季，西北太平

洋副热带高压（以下简称副高）较常年同期异常偏

强、面积偏大、西伸脊点偏西。从逐日监测来看，副

高脊线位置存在明显的季节内变化，６月中旬至７

月上旬较常年同期偏南，７月中旬至８月以偏北为

主（图７）。受其影响，江南、长江中下游及江淮地区

入梅均偏晚。６—７月，我国大部地区为５００ｈＰａ正

高度距平控制，华北地区下沉运动异常偏强，天气晴

好，太阳辐射增温叠加下沉增温效应，西风越过太行

山在其东侧背风坡形成焚风效应，综合导致了华北、

黄淮地区高温天气（孙林海等，２０２３）。

３　主要天气气候事件及影响

３．１　干　旱

２０２３年，我国区域性气象干旱（全国气候与气

候变化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２０１７）多发，且干旱阶段

性明显，部分地区旱情严重。年内，西南地区出现冬

春连旱，其中云南发生１９６１年以来最强气象干旱，

西北、华北、东北地区发生夏季气象干旱，华北、东北

出现“旱涝急转”，长江中上游遭受夏伏旱。

图７　２０２３年夏季副高脊线位置及距平逐日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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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南地区自２０２２年遭遇秋冬连旱以来，气象干

旱持续时间较长，覆盖范围呈现波动变化。２０２３年

３月至５月上旬，西南地区气温偏高、降水偏少、土

壤失熵快，气象干旱持续或发展。５月１３—１６日，

西南地区西部出现明显降水过程，云南西部、四川西

部等地气象干旱得到缓和。春季，云南气象干旱最

为严重，平均降水量８６．８ｍｍ，较常年同期偏少一

半，为１９６１年以来同期最少；同时，平均气象干旱日

数为６４．９ｄ，为１９６１年以来同期第二多。云南冬春

连旱对社会经济和生产生活造成影响，土壤持续缺

熵，旱情严重，不利于烤烟还苗、伸根，部分无灌溉条

件的山地、半山地旱地作物播种成活困难，秋收作物

适时栽种受限。６月上、中旬，西南地区由于高温少

雨，气象干旱持续发展，下旬降水增多，气象干旱有

所缓解；７月，云南降水偏少、气温偏高，导致土壤失

墒快，气象干旱发展，云南东北部部分地区达到特

旱；８月初降水增多，至８月上旬中期，云南气象干

旱基本解除。

６—９月，西北地区（新青甘宁陕）降水量较常年

同期偏少，气象干旱持续发展；７—８月气象干旱与高

温复合发生。７月２７日，西北地区中旱及以上干旱

面积达到最大，重旱及以上干旱面积２８．４万ｋｍ２；７

月初和中旬前期出现２次明显降水过程，气象干旱

得到一定程度缓和；８月多短时强降水有效缓解旱

情；至９月１０日，西北地区平均中旱及以上气象干

旱日数较常年同期偏多３２．９％，重旱及以上气象干

旱日数较常年同期偏多２７．０％，均为２００９年以来

历史同期第二多（仅次于２０２２年）；新疆中旱及以上

气象干旱日数为１９７８年以来同期最多。华北夏季

前期发生气象干旱，后期遭受阶段性强降水，出现

“旱涝急转”。６—７月，华北大部降水量偏少２～５

成，华北中南部和河北北部部分地区偏少５～８成，

同时，华北东部和南部多高温天气，加剧土壤失墒。

７月２０日，华北地区中旱及以上气象干旱面积达最

大。７月２９日至８月１日，华北大部出现历史罕见

强降水过程，“旱涝急转”现象明显。

东北春末夏初干旱发展，夏季后期降水频繁，出

现“旱涝急转”。５—６月，东北大部地区降水量较常

年同期偏少２成以上，其中东北地区西南部偏少

５～８成，气象干旱露头并发展。６月２０日东北地区

气象干旱面积达到最大；６月底，东北地区西南部部

分地区的气象干旱达特旱等级；７月５日至８月１３

日，东北地区出现５次明显降水过程，降水量较常年

同期偏多５成至２倍，致使部分地区出现“旱涝急

转”。

１—５月，长江上游平均降水量（１８９．５ｍｍ）为

１９６１年以来历史同期第五少，干旱日数（５０．５ｄ）为

１９６１年以来同期第四多。６—７月，长江中上游平均

干旱日数１９．８ｄ，为１９６１年以来历史同期第三多。

长江中上游气象干旱累积叠加效应明显，持续干旱

对农业生产、水资源供给、生态系统平衡产生不利影

响。受持续干旱影响，长江中下游干流以及鄱阳湖、

洞庭湖水位持续偏低。

３．２　暴雨洪涝

２０２３年全国出现区域暴雨过程３７次，５５个站

日降水量突破历史极值，汛期暴雨致灾性强，华北、

东北雨涝灾害重，海河流域和松花江出现严重汛情。

７月１５日之前，全国平均降水量较常年同期偏少

１２．２％；７月１６日至１１月３０日，全国平均降水量

偏多５．３％，华北、东北等地发生“旱涝急转”。

５月２５—２８日，西南地区至江淮、黄淮发生较

强等级暴雨过程。由于持续降水，黄淮等地小麦夏

收受到影响，陕西、河南小麦遭遇“烂场雨”。

６月至７月２８日，华北大部降水量明显偏少。

７月２９日至８月１日，京津冀地区发生历史罕见特

大暴雨过程（张芳华等，２０２３），北京西南部、河北中

部和西南部等地累计降水量达３５０～６００ｍｍ，局地

达７００～８００ｍｍ，最大累计降水量达１００３ｍｍ（河

北省邢台市临城县）；１００ｍｍ以上降水面积１７万

ｋｍ２。北京市过程降水量超历史上３次极端暴雨过

程，海河出现１９６３年以来首次流域性特大洪水。强

降水致使华北地区出现严重暴雨洪涝灾害，“旱涝急

转”现象明显。

５—６月，东北大部地区降水偏少。７月５日至

８月１３日，东北地区出现５次明显降水过程，大部

地区累计降水量有２００～４００ｍｍ，局地在４００ｍｍ

以上，降水量较常年同期偏多５成至２倍，部分地区

出现“旱涝急转”。８月２—５日东北地区强降水过

程导致松花江干流发生编号洪水，１７条河流发生超

保洪水，１０条河流发生超历史洪水。

秋季，华南、西南等地暴雨频繁。９月，华南降

水量偏多８成，为１９６１年以来历史同期第三多。９

月４—１０日，闽粤地区发生一次区域暴雨灾害事件，

日降水强度大，破纪录站数多；８月２３日至９月３０

日，华西地区发生５次区域暴雨过程，降水量偏多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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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３．３　台　风

２０２３年，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共有１７个台风（中

心附近最大风力≥８级）生成，较常年平均（２５．１个）

偏少８．１个，为１９４９年以来历史第二少（最少为

１９９８年和２０１０年，均为１４个），其中有６个登陆我

国，较常年（７．１个）偏少１．１个。登陆台风的平均

最大风速为３２．６ｍ·ｓ－１，较常年（３１．２ｍ·ｓ－１）偏

强。

台风泰利于７月１７日２２时２０分在广东湛江

南三岛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１３级

（３８ｍ·ｓ－１），是２０２３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较常

年初台时间偏晚近２０ｄ；登陆强度在初台中位列

１９９１年以来第三强。

受台风降雨影响，海河发生流域性特大洪水，全

国有２５８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其中，台风杜

苏芮造成的影响最大，主要呈现以下３个特点：（１）

影响范围广。受“杜苏芮”登陆北上的影响，７月２７

日至８月１日，福建、浙江、安徽、河南、山东、河北、

北京、天津、山西等省（自治区、直辖市）出现强降雨，

其中福建沿海、浙江沿海、河南北部、山东西部、河北

中部南部、北京、天津、山西东部北部等地出现暴雨到

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２）降水强度大。过程累计

最大点降水量分别出现在福建莆田郊溪（８４１ｍｍ）、

河南鹤壁夺丰（７９１ｍｍ）、河北保定岭西（７１５ｍｍ）、浙

江温州吴垟（６５４ｍｍ）、山西阳泉槐树铺（６０８ｍｍ）、

北京王家园水库（５９４ｍｍ）。（３）洪水量级大。海河

发生流域性大洪水，大清河、子牙河发生大洪水，永

定河发生较大洪水；３１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

最大超警幅度为０．０４～４．３８ｍ，７条河流超保

（０．３５～３．１８ｍ），８条河流发生有实测记录以来最

大洪水。此外，台风苏拉登陆时在冷空气配合下，为

两广地区带来大范围大暴雨；台风海葵登陆后残涡

长时间影响华南地区，福建、广东等多地多站点日降

水量突破历史极值。

３．４　高　温

２０２３年夏季，我国高温（日最高气温≥３５℃）日

数１１．９ｄ，比常年同期偏多３．９ｄ，为１９６１年以来历

史同期第二多，仅次于２０２２年（图８）。全国大部地

区高温日数较常年同期偏多，其中北京、河北、甘肃、

新疆等高温日数均为１９６１年以来历史同期最多。

　　２０２３年，我国共发生４次区域性高温天气过

程，与常年（４次）持平。中东部高温天气过程出现

时间早、影响范围广、极端性强。

２０２３年５月２８日至６月５日，我国江南和华

南地区出现今年首次区域性高温过程，比常年偏早

１６ｄ。６月２１日至８月２０日，我国中东部地区出现

了大范围持续高温天气过程，持续时间长达６１ｄ，为

１９６１年以来第三长，仅次于２０２２年（７９ｄ）和２０１３

年（６２ｄ），综合强度为１９６１年有完整气象观测记录

以来第五强。华北东部、华东南部、华中南部、华南

地区东北部、西南地区东北部及内蒙古西部、新疆中

部至南部等地３５℃以上高温日数达２０～３０ｄ；全国

７０％以上台站出现３５℃以上的高温天气，为１９６１年

图８　１９６１—２０２３年夏季中国平均高温日数历年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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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来历史第三多；有２４７个站（占全国总站数的

１０．２％）的日最高气温达到极端阈值。６月２１日至

７月１２日，华北和黄淮出现１９６１年以来最强高温

过程，持续２２ｄ，为１９６１年以来最长，３５℃以上覆盖

４００个站（占华北和黄淮总站数的９６％），为１９６１年

以来历史最多；４０℃以上覆盖１９７个站，为１９６１年

以来第二多；有１２３个站的日最高气温达到极端阈

值；北京汤河口（４１．８℃）、河北井陉（４３．３℃）等２６

个站突破历史纪录。持续高温天气给人体健康、农

业生产和电力供应等带来不利影响，华北电网、四川

电网最大负荷创历史新高，北京、河北、天津等地多

人确诊热射病。

３．５　低温冷冻害和雪灾

２０２３年，有３３次冷空气过程影响我国，其中８

次为寒潮，冷空气和寒潮次数均较常年偏多。

１月中下旬有３次寒潮接连影响我国。其中

１３—１６日寒潮过程综合强度为２０２３年最强、１９６１

年以来第七强。安徽、江苏、黑龙江、山东、上海、浙

江等多地日降温幅度达到或超过历史极值。受寒潮

过程影响，我国中东部地区出现雨雪天气。降温和

雨雪天气对北方设施农业和南方农业生产不利，降

雪和道路结冰对春运交通影响较大。

１１月有６次冷空气过程（包括２次寒潮）影响

我国，较常年同期偏多２次。３—４日和６—７日，冷

空气和寒潮过程接连影响我国，除西南地区东部、华

南及江南南部外，全国大部地区气温下降８～１６℃，

华北东部及山东中部、内蒙古中部及东北部、黑龙江

西北部、辽宁中南部等地降温幅度超过１６℃。其

中，吉林多地出现冻雨，黑龙江多地出现电线覆冰；

道路湿滑、积雪或积冰影响公路、铁路、机场等交通

运输，如哈尔滨机场及部分客运站全线停运，北京、

天津等地提前供暖。受多次冷空气过程影响，东北

大部和内蒙古东部等地降雪偏多、积雪偏深。频繁

降雪和深厚积雪对东北和内蒙古东部等地农牧业生

产、交通运输、能源供应、城市运行和居民生活产生

较大影响。

１２月９—１２日和１４—１７日，全国型冷空气和

寒潮天气过程相继影响我国，引发大风降温和大范

围雨雪天气，降温幅度大、影响范围广、持续时间长、

雨雪相态复杂、累计降水量大、落区重叠度高。１４—

１７日过程，全国最大降温幅度超过１４℃的面积约为

１６２．５万ｋｍ２。１２月，华北、黄淮等地降雪日数偏

多、积雪偏深，山东、河北及北京积雪深度为１９６１年

以来历史同期第一。

３．６　强对流

２０２３年，我国共发生３３次区域性强对流天气

过程，与过去５年平均相比偏少。据不完全统计，由

气象部门实地开展灾调证实的龙卷风共计２６次，其

中中等强度以上达１９次，与过去３年平均（１３．３

个）相比偏多。

３月２２—２６日，湖南南部、江西南部、浙江中南

部和东部、福建中部和西南部、广东北部等多地局地

出现１０级及以上雷暴大风，其中，２３日午后福建省

共有５个市（县）出现１２级以上极端雷暴大风，福州

市马尾区最大风力达３６ｍ·ｓ－１（１２级）；江西南部、

福建北部出现直径２０ｍｍ以上大冰雹，其中江西赣

州、福建南平等地局地最大冰雹直径达５０ｍｍ以

上。

４月１５日，山东中南部、江苏北部和东部沿海

发生区域性雷暴大风、龙卷风和冰雹。江苏北部和

东部沿海局地瞬时风力可达１２～１３级，连云港海州

桃花涧站最大风速达４１．９ｍ·ｓ－１（１３级），沭阳县

李恒镇站最大风速达３７．６ｍ·ｓ－１（１３级）。１５日

下午山东出现２个龙卷风，临沂龙卷强度达国标强

龙卷等级（ＥＦ２级），德州则达国标中等强度龙卷等

级（ＥＦ１级）。

９月１７—１８日，河北东北部、北京北部、天津北

部、山西南部、河南西部等地出现８～１０级，局地１１

级以上的雷暴大风，内蒙古东南部、辽宁、吉林、黑龙

江等地出现较大范围雷暴大风，最强风力达１１级，

多地出现大冰雹，最大直径达４０ｍｍ以上。

３．７　沙尘暴

２０２３年春季，我国北方地区共出现１３次沙尘

天气过程，比２０００—２０２２年同期平均（１０．６次）偏

多２．４次，其中沙尘暴过程５次（２次为强沙尘暴）；

北方地区平均沙尘日数为３．７ｄ，比常年同期偏多

１．９ｄ。

１月１２日，我国出现首次沙尘天气过程，较

２０００—２０２２年平均偏早５０ｄ。３月１９—２４日，我国

北方多地出现沙尘天气，南疆盆地、内蒙古中东部、

河北北部、北京、黑龙江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出现

沙尘暴，局部强沙尘暴，影响面积超过４８５万ｋｍ２。

这次沙尘过程造成内蒙古、西北、华北、东北地区中

４５２　　　　　　　　　　　　　　　　　　　 　气　　象　　　　　　　　　　　　　　　 　　 　　　第５０卷　



南部等地６０多个城市空气质量先后达到重度及以

上污染水平。４月１８—２１日，新疆东部和南部、甘肃

西部和北部、内蒙古中西部、宁夏、陕西北部等地的部

分地区有沙尘暴，局地有强沙尘暴，甘肃民勤最低能

见度１１０ｍ，ＰＭ１０质量浓度极大值超过７０００μｇ·

ｍ－３。大范围的大风沙尘天气造成空气质量明显下

降，对交通运输及人体健康造成较大影响，甘肃、内

蒙古部分地区农业受灾。

４　结　论

２０２３年，我国气候状况总体偏差，主要呈现暖

干特征。全国平均气温为１９５１年以来最高，全国平

均降水量为２０１２年以来第二少。全国平均高温日

数和极端高温事件分别为１９６１年以来第二多和第

四多，而全国平均降水日数为１９６１年以来第二少。

四季气温均较常年同期偏高，除秋季降水偏多外，其

余三季降水均偏少。汛期，全国平均降水量为２０１２

年以来第二少，我国中东部降水总体呈“中间多南北

少”的分布。

２０２３年，我国区域性和阶段性干旱明显，西南

地区冬春秋连旱影响重，西北出现夏旱；暴雨过程频

繁，华北、东北雨涝灾害重，海河流域和松花江出现

严重汛情；编号和登陆台风均偏少，初台偏晚、偏强，

台风杜苏芮先后影响华东和华北多个省份，影响范

围广、降雨强度大；华北和黄淮遭遇１９６１年以来最

强高温过程；冷空气和寒潮过程偏多，１月中旬经历

年内最强寒潮，秋末初冬冷空气频繁，１２月华北、黄

淮等地降雪日数偏多、积雪偏深；强对流天气过程偏

少，但局地致灾重；春季北方沙尘天气多、出现早、影

响偏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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