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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根据 1880～ 1997 年的各种气候序列, 研究了 118 年中的严重气候灾害. 这里严重有两重

意义, 首先是影响面广, 其次是强度大. 因此只研究了冷冬、冷夏、多台风、全国多雨、干旱及长

江与黄河多雨、干旱等 9 种气候灾害. 以大约 10 年一遇为严重灾害, 以 30～ 40 年一遇为异常

灾害. 给出各种灾害出现的年份, 扼要地分析了各种灾害出现的规律及可能的形成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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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中国是一个气候灾害频繁的国家. 尤其是大范围洪涝与干旱, 年年均有发生. 因此, 气

候灾害是气候学乃至气象学中重要的研究课题.

1985 年冯佩芝等发表了《中国主要气象灾害分析, 1951～ 1980》一书[ 1 ] , 全面总结了

30 年来干旱、雨涝、台风、寒潮等 11 种气象灾害. 该书主要是对天气灾害进行分析, 对气

候灾害总结不够. 以后发表的气候灾害的文献, 大部分只研究了某一种灾害, 仍缺少对各

种气候灾害的综合分析. 1997 年出版的《中国气候灾害分布图集》[ 2 ]用图表综合分析了

1951～ 1990 年 40 年四季的 7 种气候灾害, 给出 40 年中占前 3 位的灾害年份以及各种灾

害变化曲线. 这本图集对气候灾害进行了很好的总结.

然而对于认识气候灾害变化规律, 40 年的序列仍不够长. 因此, 本文的目的就是尽可

能向前延伸气候灾害的序列, 使之至少达到百年以上. 这样不仅可以认识严重气候灾害发

生的规律, 而且可以了解那些百年中仅有 2～ 3 次的特别严重的气候灾害.

受资料的限制, 我们目前只分析了以下 9 种气候灾害: 1. 冷冬、2. 冷夏、3. 多台风、4.

全国干旱、5. 全国多雨、6. 长江多雨、7. 长江干旱、8. 黄河多雨、9. 黄河干旱.

为了突出灾害, 对每种要素只分析其影响最大的异常. 例如冬温主要分析冷冬, 仅略谈

到暖冬. 另外, 本文的目标是研究严重气候灾害. 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 (WM O ) 曾规定把距

平达到两倍标准差 (2Ρ) 的事件称为异常. 如果一个要素的变化遵从正态分布, 则≥2Ρ(或≤

- 2Ρ) 的概率为 2. 28% , 即相当于大约 44 年一遇. 所以, 有时也可以用概率来判断. 例如日

本气象厅就曾以 30 年一遇为异常. 这一类事件百年中仅出现 2～ 3 次, 可谓异常灾害. 可见

如果只研究异常, 频率过低. 所以我们又分析了大约 10 年一遇的气候灾害. 如果遵从正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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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 这大约相当于距平绝对值达到 1. 3Ρ, 称之为严重气候灾害. 分析的时段一般为 1880

～ 1997 年共 118 年, 这样每一种灾害一般有 8～ 10 次严重灾害, 2～ 3 次异常严重灾害.

1　近百年中国气候灾害

111　冷冬

本文讨论的是气候灾害, 以 12 月至翌年 2 月 3 个月的平均气温距平为准. 图 1 为冬

图 1　我国冬季气温距平的 EO F1
(对 1961ö1962～ 1990ö1991 年冬)

图 2　冬季平均气温距平(对 1961ö1962～ 1990ö1991 年冬) (a) 160 站平均 (b) 由全国平均气温等级换算
(c) 上海和北京两站平均 (光滑实线为 9 点高斯滤波值)

季气温距平 (对 1961～ 1962 年冬至 1990

～ 1991 年冬) 的 EO F1. EO F1 占总方差的

49. 0% , 而且是全国气温变化几乎完全一

致, 只有西南少数站与全国变化无关. 因此,

我们先看全国 160 个站的平均气温变化. 图

2a 为1951ö1952 年冬至1997ö1998 年冬的

全国平均气温距平. 本文所用距平春、夏、秋

3 季为对 1961～ 1990 年平均偏差, 冬季为

对 1961ö1962 年冬至 1990ö1991 年冬平均

的偏差(下同). 由于这个序列仅有 47 年, 所

以又分析了全国气温等级图的全国平均气

温等级[ 3 ] , 并转换为气温距平[ 4 ] , 序列自

1910ö1911 年冬至 1997ö1998 年冬. 由于

这序列仍不够长, 又用北京及上海两站资料计算了 1880ö1881 年冬到 1997ö1998 年冬的冬季

平均气温距平. 在 1961ö1962 年冬到 1990ö1991 年冬期间, 北京与上海两个站平均气温与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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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换算气温之间的相关系数达到 0. 85. 然而两个站平均标准差稍大. 所以对两个站的序列加

以订正补足级别换算的气温序列. 图 2b 为级别换算的气温序列. 图 2c 为用两个站换算的气温

序列. 表 1 给出冷冬的气温距平. 表中第 1、2 两列数字的不同主要是资料覆盖面不一致的结

果, 逐个站换算成级别, 再把平均级别换算为气温, 也使距平绝对值有所减少.

表 1　1880～ 1998 年严重及异常冷冬 (3 )的气温距平 (℃)

160 站平均 级别换算 两个站换算

1880ö1881 年 - 1. 3

1882ö1883 年 - 1. 4

1884ö1885 年 - 2. 2

1885ö1886 年 - 1. 6

3 1892ö1893 年 - 2. 7

1916ö1917 年 - 0. 8 - 1. 9

3 1935ö1936 年 - 1. 5 - 2. 8

3 1944ö1945 年 - 1. 5 - 2. 8

1954ö1955 年 - 1. 6 - 1. 0 - 1. 2

3 1956ö1957 年 - 1. 9 - 1. 3 - 2. 2

3 1967ö1968 年 - 2. 0 - 1. 4 - 2. 6

1976ö1977 年 - 1. 6 - 1. 2 - 1. 4

表 1 中共列出 12 个冷冬. 全国平均气温距平应该在- 1. 5℃左右. 其中有 5 次可能达

到- 2. 0℃, 可称为异常冷冬. 当然早期只是根据气温等级, 北京及上海的气温以及史料所

作的估计. 所以, 这只是初步的结果, 以后当开发了新的资料来源时, 尚可进一步修订.

从目前的 12 个冷冬来看, 有 5 个集中在上世纪 80 年代到 90 年代初. 进入 20 世纪之

后, 特别从 30 年代开始, 大约每 10 年出现一次冷冬. 自 1976ö1977 年的冷冬之后, 至今已

有二十余年没有出现冷冬了. 与此相应, 自 1987ö1988 年冬开始至今, 已持续出现了十几

个暖冬, 不仅本世纪未出现过这种现象, 初步分析近 600 年的史料, 也没有发现类似的暖

冬集中期. 因此, 很可能与人类活动所造成的温室效应加剧有关.

112　冷夏

图 3　我国夏季气温距平的 EO F1 (a)和 EO F2 (b) (对 1961～ 1990 年)

图 3a 及 3b 为夏季气温距平 (对 1961～ 1990 年) 的 EO F1 及 EO F2, EO F1 和 EO F2

分别解释 26. 6% 及 16. 8% 的方差. 其和接近一半方差. 图 3a 的中心在东北南部经华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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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淮流域. 而图 3b 反映东北到华北的变化一致. 我国夏季的低温冷害以东北地区最突出.

但是, 从东亚地区来看夏季气温变化的中心在苏联远东到日本北海道之间[ 5 ] , 我国东北仅

是大范围距平的西南部分. 因此, 给出中国东北夏季气温及东亚 10 个站平均的夏季气温

距平 (图 4). 其中, 中国东北包括 6 个站, 即海拉尔、齐齐哈尔、佳木斯、哈尔滨、长春、沈

图 4　夏季东北平均气温距平 (a)和东亚平均气温距平 (b) (光滑曲线为 9 点高斯滤波值)

阳. 用夏季气温级别[ 3 ] , 按级差换算为气温距平. 但序列仅开始于 1911 年. 在此之前用过

去作者绘制的东亚夏季气温距平图[ 5 ]插补. 但由于这份图仅包括上述 6 个站中的海拉尔、

哈尔滨及沈阳 3 个站, 所以 1880～ 1910 年仅用这 3 个站的插补资料.

东亚 10 个站的夏季气温序列, 包括俄罗斯远东 4 个站: 尼古拉耶夫斯克 (庙街)、布拉

戈维申斯克 (海兰泡)、南萨哈林斯克、符拉迪沃斯托克 (海参崴) , 日本 3 个站: 札幌、根室、

秋田, 中国 3 个站: 海拉尔、哈尔滨、沈阳.

按照上节所采用的概率标准, 中国东北- 0. 7℃以下为严重低温, 1880～ 1997 年间出

现 9 次 (见表 2). 其中 4 次为异常低温, 1884 年和 1902 年达到- 1. 2℃, 1957 年及 1976 年

气温距平分别为- 1. 0℃及- 0. 9℃. 东亚地区 1880～ 1997 年间出现严重低温 13 次, 气温

距平达- 0. 8℃或更低, 其中, 两个异常低温年为 1902 年 (- 1. 9℃)及 1913 年 (- 1. 5℃).

中国东北的 14 次冷夏中 3 次出现在 20 世纪 10 年代, 5 次出现在 19 世纪 80 年代. 这是近

百年来中国的两段偏冷时期. 1976 年以后至今的 22 年中只有 1993 年达到- 0. 6℃. 显然

冷夏出现频率降低, 这也可能与气候变暖趋势有关.

表 2　1880～ 1997 年严重及异常 (3 )夏季低温气温距平 (℃)

1881 1884 1885 1886 1888 1892 1895 1902 1911 1913 1915 1931

中国东北 - 0. 7 - 1. 23 - 0. 7 - 0. 8 - 0. 7 - 0. 7 - 0. 7 - 1. 23 - 0. 8 - 0. 7 - 0. 7 (- 0. 4)

东　亚 (- 0. 4) - 1. 1 (- 0. 6) (0) - 0. 9 (0. 2) - 1. 0 - 2. 03 (- 0. 6) - 1. 53 (0. 5) - 0. 9

1941 1945 1954 1956 1957 1964 1969 1976 1983 1993 总计

中国东北 (0) (- 0. 4) (- 0. 4) (- 0. 5) - 1. 03 (- 0. 6) - 0. 8 - 0. 93 (- 0. 3) (- 0. 6) 14

东　亚 - 0. 9 - 0. 8 - 0. 8 - 0. 9 (- 0. 7) - 0. 8 (- 0. 5) (- 0. 7) - 1. 1 - 1. 3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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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台风

作为气候灾害, 不是分析每一个台风, 而是研究台风数. 由于早期台风资料有限, 很难

构成一个均匀的序列. 所以只分析登陆台风数[ 6 ]. 由于早期或者有气象记录, 或者有灾害

记载, 登陆台风资料完整性稍高. 即使如此, 特别在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 也有相当大的不

确定性. 表 3 给出 1880～ 1997 年登陆台风数资料. 其中, 近期资料由国家气候中心的资料

续补. 表 4 为每年登陆台风数的频率分布. 118 年中平均每年登陆为 7. 07. 频率最高的也

是 7 次, 而且分布接近正态分布. 因此, 这个序列基本上可以认为是均匀的. 依照表 4 登陆

台风数为 11～ 13 的年占 11. 0% , 因此, 把登陆数在 11 或更高的定为严重多台风年. 由于

在这个范围内差异很小, 所以不再分严重与异常两档. 多登陆台风年有 1887, 1892, 1893,

1894, 1911, 1923, 1930, 1939, 1961, 1967, 1971, 1974 和 1994 年. 主要出现在上世纪 80 年

代末到 90 年代, 及本世纪 60 年代到 70 年代中. 这正好是我国气温较低的两段时期. 多台

风年的出现与气候背景的关系, 值得进一步研究.

表 3　1880～ 1997 年登陆中国台风数

0 1 2 3 4 5 6 7 8 9

1880 5 10 2 8 6 5 4 11 4 7

1890 7 8 11 11 12 6 8 5 7 3

1900 6 2 5 7 6 5 6 8 5 10

1910 10 13 6 7 8 5 5 6 5 6

1920 5 8 8 11 9 5 9 7 4 8

1930 11 9 7 9 6 6 6 8 8 12

1940 6 5 5 3 5 4 5 8 7 3

1950 2 3 10 9 6 4 7 6 9 6

1960 8 12 7 7 8 9 10 12 6 5

1970 6 12 7 9 12 8 5 7 7 6

1980 10 8 4 5 7 9 7 5 7 10

1990 10 6 7 7 12 7 7 4

表 4　每年登陆台风数频率分布

登陆次数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频次 3 4 7 19 19 21 15 9 8 5 7 1

114　全国性干旱与多雨

作者近来建立了我国东部分布比较均匀的 35 个站 1880 年以来的降水量序列[ 7 ]. 该

序列的 35 个站平均降水量与 160 个站或更多站序列的平均降水量有很高的相关. 因此,

可以用来研究我国东部的大范围干旱与多雨. 图 5a 给出我国东部 120 个站平均年降水

量. 图 5b 为 35 个站年降水量. 1951～ 1997 年间两者的相关系数达到 0. 95. 可见两者相当

一致. 由于 35 个站的序列是均匀的, 所以就根据 35 个站的序列来定干旱与多雨, 称为全

国性干旱或多雨. 其实主要是 100°E 以东的东部地区. 由于我国西部地区降水量较小, 所

以东部地区 35 个站的平均不仅与东部 120 站平均的相关非常高, 与全国 165 个站 (包括

台湾 5 个站)平均的相关系数也达到 0. 95.

至于多大的距平才能称为重大灾害, 在确定降水量的异常程度时, 也以本文开始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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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我国东部平均年降水量 (a) 120 站平均　 (b) 35 站平均 (光滑曲线为 9 点高斯滤波值)

述的 10% 概率为依据. 再结合具体情况, 以降水量距平≤- 9% 为严重干旱年, ≤- 15%

为异常干旱年, ≥11% 为严重多雨年, ≥15% 为异常多雨年. 干旱与多雨下限稍有不同是

考虑到所有距平均以 1961～ 1990 年为标准, 但这 30 年降水稍偏低, 因此算出来的正距平

稍大负距平略小. 共得到 10 个干旱年, 其中 2 个达到异常干旱的标准. 11 个多雨年, 其中

有 3 个为异常多雨年.

表 5 与表 6 列出干旱年及多雨年四季及年降水量距平. 干旱年秋季降水量均为负距

平, 春、夏也只有一年为正距平, 冬季则关系差一些, 10 年中有 3 年为正距平. 11 个多雨年

中春、夏仅各有一年为负距平, 秋季及冬季各有 3 年为负距平. 由此看来, 干旱与多雨年绝

不仅限于某一个季度干旱或多雨.

从表 5 及表 6 可以看出, 严重干旱与多雨年常集中于某个时期出现, 如严重干旱年在

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出现 3 次, 本世纪 20 年代后期 5 年内就出现 3 次, 60 年代到 70 年代

初不到 10 年也出现 3 次. 这就是说总计 118 年内 10 个严重干旱年, 有 9 个集中于 3 段时

表 5　1880～ 1997 年全国严重干旱及异常干旱年 (3 )四季与年降水量距平 (mm )

冬 春 夏 秋 年平均 %

1895 - 13. 0 - 23. 8 - 73. 7 - 42. 9 - 153. 4 - 14. 6

19003 0. 1 - 41. 9 - 124. 4 - 19. 0 - 185. 2 - 17. 6

19023 - 37. 4 - 19. 4 - 73. 7 - 92. 5 - 223. 0 - 21. 2

1925 - 1. 7 - 4. 5 - 41. 3 - 56. 6 - 104. 1 - 9. 9

1928 - 2. 9 - 36. 3 - 17. 6 - 47. 9 - 104. 8 - 10. 0

1929 - 7. 3 - 60. 5 32. 3 - 101. 1 - 136. 6 - 13. 0

1936 21. 3 10. 7 - 56. 5 - 85. 2 - 109. 8 - 10. 4

1963 - 48. 8 - 32. 7 17. 3 - 31. 3 - 95. 4 - 9. 1

1966 - 6. 1 - 31. 3 - 10. 9 - 63. 1 - 111. 4 - 10. 6

1971 10. 1 - 52. 1 - 15. 8 - 40. 2 - 98. 0 - 9.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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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1880～ 1997 年全国严重多雨与异常多雨年 (3 )四季及年降水量距平 (mm )

冬 春 夏 秋 年平均 %

18893 10. 2 14. 1 99. 7 41. 1 165. 0 15. 7

19113 - 11. 5 34. 0 193. 1 43. 9 259. 5 24. 7

1918 - 43. 7 47. 1 112. 3 4. 4 120. 0 11. 4

1931 - 5. 0 28. 4 106. 3 - 11. 8 118. 0 11. 2

1935 25. 0 - 4. 0 104. 4 8. 2 133. 6 12. 7

1937 27. 4 14. 0 69. 1 7. 5 118. 0 11. 2

1950 20. 7 31. 3 60. 0 7. 9 119. 9 11. 4

1954 36. 3 41. 4 125. 5 - 50. 7 152. 4 14. 5

1959 50. 2 0. 0 96. 7 - 13. 2 133. 8 12. 7

19733 12. 9 75. 3 88. 0 34. 2 210. 4 20. 0

1983 48. 0 56. 7 - 25. 3 36. 0 115. 5 11. 0

期, 这 3 段时期共占 22 年, 干旱年的分布显然是不均匀的. 严重多雨年亦如此, 11 年中有

8 年出现于本世纪 10 年代, 30 年代及 50 年代. 作者曾发现中国及美国旱涝均有 20 年的

周期, 而且彼此反位相. 本世纪 30 年代和 50 年代都是美国的干旱时期. 因此, 中国的干旱

或多雨也不是一个局地现象. 其形成的物理机制值得进一步研究.

115　长江流域的干旱与多雨

图 6　长江中下游夏季降水量距平百分比
(a) 10 站平均 (b) 5 站平均 (c)由旱涝级别换算的 10 站平均值 (光滑曲线为 9 点高斯滤波值)

夏季是我国的主汛期, 黄河、长江两大河的降水量变化, 对于全国的旱涝形势有举足

轻重的影响. 过去的工作[ 8, 9 ]已经证实, 长江流域的旱涝, 以中下游比较一致, 黄河流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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旱涝, 上、中游关系比较密切. 所以, 本节对长江流域的分析, 主要限于中、下游. 文献[8 ]中

已经对代表站的选取作了详细的分析, 这里不再重复, 仍沿过去选出的代表站: 长江中游:

恩施、宜昌、常德、岳阳、汉口; 长江下游: 九江、安庆、合肥、南京、上海. 距平百分率曲线用

国家气候中心 160 站序列, 选出上述 10 个站建立夏季 (6～ 8 月) 降水量距平百分率曲线

(图 6a) , 该序列只从 1951 年开始. 图 6b 给出用 35 个站序列计算的季降水量. 但是, 35 个

站中只包括宜昌、汉口、九江、南京、上海 5 站. 代表性不如 10 个站. 根据五百年旱涝

图[ 10 ] , 建立了上述 10 个站的旱涝级别序列 (图 6c). 考虑到旱涝级别序列所用的站较多,

以曲线 c 为准.

本文以级别 2 (或 4)为严重多雨 (或严重干旱) , 1. 5 (或 4. 5) 为异常严重多雨 (或异常

严重干旱). 表 7 给出严重多雨及干旱年 3 个序列所得的降水距平百分率.

表 7　1880～ 1997 年间 3 个序列 (a , b, c) 3 3 得出的长江中、下游严重和异常 (3 )

多雨及干旱年降水距平百分率 (% )

多　雨

a b c

干　旱

a b c

1889 48. 4 35. 0 1900 - 4815 - 2510

1901 41. 5 12. 5 1902 - 33. 0 - 30. 0

1906 43. 2 17. 5 1920 - 35. 5 - 22. 5

1909 47. 1 30. 0 1925 - 35. 6 - 22. 5

1911 46. 9 22. 5 1934 - 43. 4 - 25. 5

1912 50. 6 15. 0 1959 - 34. 5 - 30. 6 - 25. 0

1915 24. 7 37. 5 19663 - 36. 2 - 43. 9 - 40. 0

1919 28. 2 20. 0 1968 - 35. 5 - 33. 7 - 25. 0

19313 40. 6 50. 0 1972 - 32. 0 - 26. 6 - 30. 0

1938 28. 2 20. 0 19783 - 44. 6 - 47. 3 - 35. 0

19543 102. 8 89. 5 50. 0

1969 75. 3 76. 6 45. 0

1980 79. 4 70. 5 47. 5

1991 47. 6 55. 7 25. 0

1996 53. 2 38. 2 40. 0

3 3 　国家气候中心 160 站 (a)、35 站 (b)和五百年旱涝图 (c)建立的旱涝级别序列.

五百年旱涝图集中每个站均用 5 级来表示旱涝程度, 1 为涝、2 为偏涝、3 为正常、4 为

偏旱、5 为旱. 相当降水量距平 50%、25%、0、- 25% 及- 50%. 图 6c 就是按这个比例换

算. 当然, 每一年的实际距平值会有不同 (见表 6). 不难发现, 3 个序列有相当的一致性. 不

过当降水特别多时 (或特别少时)序列 c 可能低估距平的大小. 例如, 1931 年、1954 年均是

10 个站同为 1 级. 按序列 c 降水量距平 50% , 而序列 a 及序列 b 均超过了这个值. 不过,

根据序列 c 判断是否为严重多雨或干旱问题是不大的.

表 7 表明, 1880 年以来长江中、下游最强的多雨年为 1931 年, 其次为 1954 年, 这两

年可以认为是异常多雨. 至于干旱与多雨出现的时期, 没有明显的规律. 但 1959～ 1978 年

的 20 年中出现 5 次严重干旱, 是比较集中的干旱期.

116　黄河流域的干旱与多雨

文献[9 ]指出, 黄河上、中游的旱涝与下游有很大不同. 所以, 本文集中研究黄河上、中

05 　　　　应　用　气　象　学　报　　　　　　　　　　　　　　10 卷

© 1994-2008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游. 按文献[9 ]的研究, 黄河上游的代表站: 西宁、兰州、银川、陕坝、包头. 黄河中游的代表

站: 榆林、西峰镇、延安、西安、临汾.

图 7a 为 1951～ 1997 年上述 10 个站 6～ 8 月降水量距平百分率. 同样, 图 7b 为从 35

个站序列中选出的 5 个站, 也代表黄河上、中游. 这 5 个站是银川、兰州、西安、太原、郑州.

图 7c 仍用上述 10 个站的旱涝级别. 表 8 给出严重干旱与严重多雨年的降水量距平. 可以

看出, 达到同样平均为 4 级以上级别的就有 12 年, 而平均达到 2 级及以下的严重多雨年

则只有 8 年. 说明黄河流域上、中游更容易出现大范围的干旱. 10 个站平均降水级别最低

的是 1964 年 (112 级) , 其次为 1958 年 113 级, 也不象长江中、下游 1931 年及 1954 年均为

10 个站同为 1 级. 黄河上、中游 12 个严重干旱年中有 3 年平均级别达到 419 级, 1 年达到

418 级. 但是, 长江中、下游干旱就没有这么严重.

图 7　黄河中上游夏季降水量距平百分比
(a) 10 站平均 (b) 5 站平均 (c) 由旱涝级别换算的 10 站平均值

(光滑曲线为 9 点高斯滤波值)

表 8 中引人注目的是 1940～ 1969 年的 30 年是黄河上、中游大旱大涝频发时期, 共发

生严重干旱 2 次, 严重多雨 3 次, 其中 1958 年及 1964 年还可以认为是异常多雨. 而在前

一个 30 年, 即 1910～ 1939 年期间没有发生过严重多雨. 此外, 黄河上、中游的严重干旱包

括异常严重干旱常连续出现. 如 1899 年到 1901 年连续 3 年, 1928 年到 1929 年连续两

年. 1939 年与 1941 年及 1972 年与 1974 年均只隔 1 年. 这种变化规律值得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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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1880～ 1997 年间 3 个序列 (a、b、c) 3 3 得出的黄河上、中游严重及异常 (3 )

多雨及干旱年降水距平百分率 (% )

多　雨

a b c

干　旱

a b c

1887 41. 4 20. 0 1892 - 11. 7 - 42. 5

1889 34. 6 30. 0 1899 - 27. 8 - 25. 0

1894 55. 5 10. 0 19003 - 65. 0 - 47. 5

1898 35. 0 17. 5 1901 - 19. 8 - 27. 5

1904 12. 5 37. 5 1916 - 49. 5 - 27. 5

1911 44. 4 10. 0 1922 - 25. 1 - 25. 0

1917 57. 7 12. 5 19283 - 31. 0 - 47. 5

1937 66. 7 12. 5 1939 - 14. 4 - 32. 5

1949 19. 1 35. 0 1941 - 28. 6 - 25. 0

1958 67. 9 45. 7 42. 5 19653 - 39. 9 - 36. 0 - 45. 0

1964 23. 9 25. 8 45. 0 1972 - 22. 6 - 19. 3 - 40. 0

1988 44. 9 21. 7 25. 0 1974 - 35. 4 - 23. 2 - 25. 0

　　3 3 　说明同表 7

2　结　论

本文根据作者建立的均匀的气候序列, 共分析了 6 个气候要素: 全国冬季温度、东北

夏季温度、登陆台风、全国年平均降水、夏季长江中、下游降水及夏季黄河上、中游降水. 根

据 10 年一遇及 30～ 40 年一遇, 即约相当 1. 3 个标准差及 2. 0 个标准差的标准, 定出严重

气候灾害及异常气候灾害. 给出各种气候灾害的年表, 初步讨论了各种气候灾害发生的规

律, 及可能出现的原因.

表 9 中给出了 1880～ 1998 年中国严重及异常灾害分布, 总共 110 次灾害, 平均大约

每年出现一个灾害, 但在时间上分布不均匀. 上世纪 80 年代、本世纪 10 年代及 30 年代灾

害较多, 但 40 年代及 80 年代、90 年代灾害较少. 这正是我国最暖的 3 个 10 年, 此外 20 年

代灾害频次也稍低, 那时气温也较高. 这表明气候暖时我国严重气候灾害频次较低, 这是

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现象.

表 9　1880～ 1998 年中国严重及异常灾害分布

年　代

803 903 0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共　计

冷冬 4 1 1 1 1 2 1 1 12

冷夏 5 2 1 3 1 1 1 14

多台风 1 3 1 1 2 2 2 1 13

全国少雨 1 2 3 1 2 1 10

全国多雨 1 2 3 3 1 1 11

长江少雨 2 2 1 1 2 2 10

长江多雨 1 3 4 2 1 1 1 3 16

黄河少雨 2 2 1 2 1 1 1 2 12

黄河多雨 2 2 1 2 1 1 1 1 1 12

共计 14 11 11 14 8 12 3 9 11 10 3 4 110

　　3 　为 19 世纪, 其余均为 20 世纪的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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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 IOUS CL IM ATIC D ISASTERS OF

CH INA D UR ING THE PAST 100 Y EARS

W ang Shaow u　Gong D aoyi　Chen Zhenhua
(D ep artm en t of Geop hy sics, P ek ing U niversity , B eij ing 100871)

Abstract

Based on the severa l clim at ic t im e series of Ch ina, n ine k inds of clim at ic d isasters

are stud ied. Seriou s clim at ic d isaster m ean s bo th w ide influence and strong streng th.

T he n ine k inds of clim at ic d isasters are co ld w in ter, coo l summ er, typhoon, f looding

and drough t over the w ho le Ch ina, f looding and drough t in the Changjiang R iver va lley,

f looding and drough t in the Yellow R iver va lley. T he ch rono logy of seriou s clim at ic d is2
asters and the ex trem ely seriou s clim at ic d isasters is carried ou t fo r the past 100 years.

T he characterist ics of a ll d isasters are a lso ana lyzed.

Key words: T he past 100 years　Ch ina　C lim at ic d isa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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