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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２０１５ 年，全国平均气温较常年偏高 ０．９℃，为 １９６１ 年以来最高值，华南年平均气温为历史最高，东北、华北和西北为

次高值；四季气温均偏高。全国平均降水量 ６４８．８ ｍｍ，较常年偏多 ３％；长江中下游大部及广西、新疆等地降水量偏多，西南

西部及海南、辽宁等地降水偏少；冬、夏季降水偏少，春季接近常年同期，秋季偏多明显。２０１５ 年，南方暴雨过程多，夏季出现

南涝北旱，上海、南京等多个城市内涝重；华北、西北东部及辽宁夏秋连旱影响较重；１１ 月江南、华南出现强降雨，秋汛明显；盛

夏，新疆出现持续高温天气，但长江中下游地区连续两年出现凉夏；登陆台风偏少，但登陆台风强度强，“彩虹”致灾重。２０１５

年，我国共出现 １１ 次大范围、持续性霾过程，１１—１２ 月我国中东部雾-霾持续时间长、范围广、污染程度重，１１ 月 ２７ 日至 １２ 月

１ 日华北、黄淮等地的雾-霾天气过程为 ２０１５ 年最严重的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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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２０１５ 年，全国平均气温较常年偏高 ０．９℃，为

１９６１ 年以来最高值；全国平均降水量 ６４８．８ ｍｍ，较

常年偏多 ３％。华南前汛期开始晚、结束早、雨季

短、雨量偏少；梅雨入梅时间明显偏早，出梅时间显

著偏晚，梅雨期降水显著偏多；华北雨季开始晚、结

束早，降水量为近 １３ 年来次少；华西秋雨开始早、结

束早、雨量偏少并呈“南多北空”分布。２０１５ 年，我

国暴雨洪涝、干旱等灾害总体偏轻，与近 １５ 年相比，

因灾造成死亡人数和受灾面积明显偏少，气象灾害

属于偏轻年份。

因气候与气候变化的研究以及防灾减灾措施等

的科学事实和参考依据的需求，需要及时对我国的

气候及其异常特点进行概括（中国气象局，２００６；

２０１５），对各类极端天气气候事件进行总结和分析

（侯威等，２０１５；２０１４；王有民等，２０１３；李莹等，

２０１２），可以为气候与气候变化的研究及防灾减灾提

供科学事实和参考依据。本文对 ２０１５ 年中国气温

和降水的时空分布特征以及年内发生的一些重大灾

害性天气气候事件的特征及影响进行综述。

资料主要采用国家气象信息中心提供的我国

２４００ 个地面观测站 １９５１—２０１５ 年逐日的平均气

温、最高气温、最低气温和降水量等气象要素以及沙

尘暴、雾、霾、冰雹等主要天气现象资料。气候平均

值（即常年值）采用 １９８１—２０１０ 年的平均值。

１ 基本气候概况

１．１ 气温

２０１５ 年，全国平均气温 １０．５℃，较常年（９．６℃）

偏高 ０．９℃，为 １９６１ 年以来最暖的一年（图 １）；各月

气温均较常年同期偏高，其中 １—３ 月均偏高超过

１．５℃。全国六大区域（东北、华北、西北、长江中下

游、华南和西南）气温均偏高，其中东北和西北分别

偏高 １．１℃和 １．０℃；华南年平均气温为历史最高，

东北、华北和西北为次高值。从空间分布看，全国大

部地区气温偏高 ０．５℃以上，其中东北北部、西北大

部、黄淮东部、江淮东部及内蒙古大部、辽宁中部、四

川东部和南部、贵州西部等地偏高 １～２℃（图 ２）。

图 １ １９６１—２０１５ 年全国年平均

气温历年变化

Ｆｉｇ．１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ｎｎｕａｌ ｍｅａｎ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ｏｖｅｒ Ｃｈｉｎａ ｄｕｒｉｎｇ １９６１－２０１５

图 ２ ２０１５ 年全国年平均

气温距平分布（单位：℃）

Ｆｉｇ．２ Ａｎｎｕａｌ ｍｅａｎ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ｏｍａｌｉｅｓ ｏｖｅｒ Ｃｈｉｎａ ｉｎ ２０１５ （ｕｎｉｔ：℃）

  冬季（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至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全国平均

气温为－２．３℃，较常年同期偏高 １．１℃，有前冬冷、

后冬暖的特点。其中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全国平均气温偏

低 ０．２℃，２０１５ 年 １ 和 ２ 月分别偏高 １．９℃和 １．５℃

（王东阡等，２０１５）。春季（３—５ 月），全国平均气温

１１．４℃，较常年同期偏高 １．０℃，与 ２０１３ 和 ２０１４ 年

春季并列为 １９６１ 年以来历史同期第二高，仅低于

２００８ 年春季（邵勰等，２０１５）。夏季（６—８ 月），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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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气温 ２１．２℃，较常年同期偏高 ０．３℃（王东阡

等，２０１６）。秋季（９—１１ 月），全国平均气温 １０．７℃，

较常年同期（９．９℃）偏高 ０．８℃（聂羽等，２０１６）。

２０１５ 年，全国共有 ２６５ 站日最高气温达到极端

事件标准，极端高温事件站次比为 ０．１９，较常年

（０．１２）略偏多，但较 ２０１３ 年（０．８）和 ２０１４ 年（０．３５）

明显偏少。年内，全国有 ６６ 站日最高气温突破历史

极值，２１３ 站连续高温日数达到极端事件标准，极端

连续高温事件站次比（０．１６）较常年（０．１３）偏多；全

国仅有 １４ 站日最低气温达到极端事件标准，极端低

温站次比 ０．０１，较常年（０．１１）偏少；全国共有 ３４５

站日降温幅度达到极端事件标准，其中 ６２ 站突破历

史极值。

１．２ 降水

２０１５ 年，全国平均降水量 ６４８．８ ｍｍ，较常年

（６２９．９ ｍｍ）偏多 ３％，较 ２０１４ 年（６３６．２ ｍｍ）偏多

２％（图 ３）。降水时空分布不均，阶段性变化大。

冬、夏季降水偏少，春季接近常年，秋季明显偏多，为

１９６１ 年以来第三多。年内各月，２—４ 月和 ７ 月偏

少，其中 ７ 月偏少 ２６．５％，３ 月偏少 ２６．１％；８ 月接

近常年同期；其余月份均偏多，其中 １１ 和 １２ 月分别

偏多 １．１ 和 １．３ 倍。空间分布上，江淮东部、江南中

东部及福建西北部、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新疆东

部和南部、青海西北部、西藏西部等地降水量偏多

２０％至 １ 倍，部分地区偏多 １ 倍以上；内蒙古东北部

局部、辽宁中部、山东半岛南部、云南西北部、西藏中

部、海南大部等地偏少 ２０％～５０％；全国其余大部

地区降水量接近常年（图 ４）。

  ２０１５ 年，全国平均降雨（日降水量≥０．１ ｍｍ）

日数为 １１８ ｄ，较常年偏多 ４ ｄ。江淮、江汉、江南、华

南、西南中东部、东北东部及青海南部、甘肃南部、陕

图 ３ １９６１—２０１５ 年全国平均年降水量历年变化

Ｆｉｇ．３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ｎｎｕａｌ ｍｅａｎ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ｏｖｅｒ Ｃｈｉｎａ ｄｕｒｉｎｇ １９６１－２０１５

图 ４ ２０１５ 年全国年降水量

距平百分率分布（单位：％）

Ｆｉｇ．４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ｓ ｏｆ ａｎｎｕａｌ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ｏｍａｌｉｅｓ ｏｖｅｒ Ｃｈｉｎａ ｉｎ ２０１５ （ｕｎｉｔ：％）

西南部等地年降水日数在 １００ ｄ 以上，江南大部、华

南北部及贵州大部有 １５０～２００ ｄ；全国其余大部地

区降水日数少于 １００ ｄ，其中新疆南部、内蒙古西北

部、甘肃西部、青海西北部、西藏西北部不足 ５０ ｄ。

与常年相比，中东部大部地区降水日数接近常年或

偏多，其中长江中下游大部地区、华南北部、华北东

部和北部及内蒙古中东部等地偏多 １０～２０ ｄ，江西

和福建的部分地区偏多 ２０ ｄ 以上。

２０１５ 年，全国共有 ２１８ 站的日降水量达到极端

事件监测标准，极端日降水事件站次比为 ０．１１，接

近常年（０．１０）；全国共有 ３６ 站日降水量突破历史极

值，２２ 站连续降水量突破历史极值；全国共有 ２１７

站的连续降水日数达到极端事件标准，站次比为

０．１，较常年略偏少（０．１３）；全国共有 ２５ 站连续降水

日数突破历史极值。

２０１５ 年，华南前汛期于 ５ 月 ５ 日开始，６ 月 ２５

日结束，历时 ５２ ｄ，总降雨量 ５１７．８ ｍｍ。与常年相

比，开始偏晚 ２９ ｄ，结束偏早 １１ ｄ，雨季偏短 ４０ ｄ，为

１９７８ 年来最短，雨量偏少 ２９．３％。西南雨季于 ６ 月

９ 日开始，１０ 月 １５ 日结束，历时 １２８ ｄ，总降雨量

６７１．０ ｍｍ。与常年相比，开始偏晚 １４ ｄ，结束偏晚

１ ｄ，雨季偏短 １３ ｄ，雨量偏少 ９．９％。梅雨始于 ５ 月

２６ 日，７ 月 ２７ 日结束，梅雨季降雨量 ５７８．６ ｍｍ。

入梅时间明显偏早，出梅时间显著偏晚，梅雨季降水

显著偏多。其中江南梅雨入梅偏早 １２ ｄ，出梅偏晚

１８ ｄ，梅雨期雨量偏多 ８５．５％；长江中下游梅雨入梅

偏早 １９ ｄ，出梅偏晚 １４ ｄ，梅雨期雨量偏多 ９４．７％；

江淮梅雨入梅偏晚 ３ ｄ，出梅偏晚 １０ ｄ，雨量偏多

４６．６％。华北雨季于 ７ 月 ２３ 日开始，较常年偏晚

５ ｄ，于 ８ 月 １７ 日结束，较常年偏早 １ ｄ，雨季长度

２６ ｄ，较常年偏短 ６ ｄ。雨季总降水量为 ６５．１ ｍ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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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常年偏少 ５２．０％，为近 １３ 年来次少，雨季强度偏

弱。华西秋雨于 ８ 月 ２４ 日开始，较常年偏早 ７ ｄ，１０

月 ７ 日结束，比常年偏早 ２５ ｄ。平均雨量 １９３．４

ｍｍ，较常年偏少 ４．６％。但区域差异显著，表现为

华西“南多北空”特点，即华西南部雨量偏多，而华西

北部出现空汛。

１．３ 热带海洋和热带对流

２０１５ 年，赤道中东太平洋大部海温异常偏暖，

厄尔尼诺事件持续发展。１—３ 月，赤道中太平洋海

温呈现出显著偏暖的状态，而赤道东太平洋地区海

温基本接近正常，特别是 Ｎｉｎｏ１＋２ 区的海温在 ２ 月

出现了一次冷水波动；４—１０ 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

温明显上升，厄尔尼诺事件发展加强，暖海温中心由

赤道中太平洋东移至赤道东太平洋地区；特别是

９—１１ 月，ＮｉｎｏＺ 区海表温度距平指数（尼诺综合监

测指数）连续 ３ 个月达到或超过 ２．０℃。截至 １２

月，本次厄尔尼诺事件累计海温指数已达 ２３．０℃，

为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强度已超过 １９８２／１９８３

年，成为历史上第二强的厄尔尼诺事件。年内，在赤

道中东太平洋暖水波动的过程中，赤道西太平洋海

温维持正常状态，７ 月开始在 １３０°Ｅ 附近出现冷海

温中心；南方涛动指数（ＳＯＩ）除 ４ 月外一直维持负

值（图 ５），其中 ５—１０ 月南方涛动指数为显著的负

值，表明热带大气对赤道中东太平洋暖水波动的响

应显著。

２０１５ 年 １—４ 月，热带对流活动（通常用射出长

波辐射通量距平来表征）由赤道西太平洋东部东移

到赤道中太平洋地区，对流活动中心位于日界线及

其附近地区。５—６ 月，对流活动扩展至整个赤道中

东太平洋地区。７ 月，赤道中太平洋地区的对流活

动出现中断，对流区位于赤道东太平洋。８—１０月，

图 ５ ２０１４—２０１５ 年 ＮｉｎｏＺ 和 Ｎｉｎｏ３．４ 海温

指数（单位：℃）及南方涛动指数（ＳＯＩ）逐月演变

Ｆｉｇ．５ Mｏｎｔｈｌｙ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ｅａ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ｉｎｄｅｘ （ｕｎｉｔ：℃）ａｎｄ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ｏｓｃｉｌ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 （ＳＯＩ）

ｏｆ ＮｉｎｏＺ ａｎｄ Ｎｉｎｏ３．４ ｄｕｒｉｎｇ ２０１４－２０１５

赤道中太平洋地区对流偏强，对流中心位于日界线

地区，而赤道东太平洋地区的强对流区则向西收缩

至 １３５°W以西。赤道西太平洋地区对流活动自 ２

月开始一直处于偏弱状态，特别是 ５ 月以来，随着厄

尔尼诺事件的发展，赤道西太平洋地区的对流活动

显著偏弱。赤道太平洋对流活动的异常分布及演变

特征与海表温度的发展演变相对应，反映了热带大

气对赤道中东太平洋暖水波动的响应。

１．４ 大气环流

２０１４／２０１５ 年冬季，东亚冬季风强度和西伯利

亚高压强度均偏弱。欧亚中高纬地区盛行纬向环

流，以平直西风气流为主，我国主要受正高度距平控

制，东亚大槽偏东，不利于冷空气南下影响我国。对

流层低层，东亚地区北风偏弱，西伯利亚高压总体偏

弱，北极涛动以正位相为主。东亚中高纬地区的高

度异常与北极涛动的位相密切相关，北极涛动维持

正位相和冬季风偏弱是造成我国大部分地区气温偏

高的主因。

２０１５ 年夏季，西北太平洋副热带高压（以下简称

副高）系统强度偏弱、面积偏小、西伸脊点位置偏东。

除 ６ 月上半月和 ８ 月初副高脊线位置偏北以外，其余

时间均偏南。如此配置的副高脊线位置，使得夏季主

要雨带集中在南方，不利于华北、东北等地降水偏多。

２０１５ 年南海夏季风于 ５ 月第 ５ 候爆发，爆发时间与常

年一致；于 １０ 月第 ２ 候结束，较常年（９ 月第 ６ 候）偏

晚 ２ 候。２０１５ 年南海夏季风强度指数为－０．９，强度

偏弱。自 ５ 月第 ５ 候南海夏季风爆发后，除 ６ 月第 ５

候至 ７ 月第 ４ 候、８ 月第 ５ 候、９ 月第 ５—６ 候强度偏

强外，其余时段强度均较常年同期偏弱（图 ６）。

图 ６ ２０１５ 年南海季风监测区

逐候纬向风强度指数

（单位：ｍ·ｓ－１，方框为常年值）

Ｆｉｇ．６ Ｔｈｅ ｐｅｎｔａｄｌｙ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ｚｏｎａｌ ｗｉｎｄ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ｉｎｄｅｘ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Ｓｅａ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ｉｎ ２０１５

（ｕｎｉｔ：ｍ·ｓ－１，Ｂｏｘ ｉｓ ｆｏｒ ｎｏｒｍａｌ ｖａｌｕ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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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５ 年东亚副热带夏季风强度接近常年。５ 月

第 １—５ 候，我国东部雨带主要维持在华南地区，５

月第 ６ 候，随着副高的北抬，夏季风推进至我国江南

地区，我国江南进入梅雨季节，入梅日期较常年偏

早。随着副高的持续北抬，我国长江和江淮地区分

别于 ６ 月第 ３ 候和 ６ 月第 ４ 候入梅。６ 月第 ５ 候，华

南前汛期结束，结束时间较常年偏早。７ 月第 ２—３

候，副高突然南撤，７ 月第 ４ 候副高再次北抬，７ 月第

５ 候华北雨季开始，开始时间偏晚。同时，我国江淮

地区出梅。７ 月第 ６ 候，长江和江南地区相继出梅。

出梅时间均较常年偏晚。８ 月第 ３ 候，副高和东亚季

风开始逐渐南撤，季风雨带也开始南移。８ 月第 ４

候，华北雨季结束。随着季风的进一步南撤，８ 月第

５ 候，我国华西地区降水明显增多，华西秋雨开始。

１０ 月第 ２ 候，华西秋雨结束。随着北方冷空气南下

影响我国华南沿海和南海地区，夏季风开始撤离南

海地区，南海夏季风结束（图 ７）。

图 ７ 沿 １１０°～１２０°Ｅ 候平均降水量

纬度-时间剖面（单位：ｍｍ）

Ｆｉｇ．７ Ｔｈｅ ｌａｔｉｔｕｄｅ-ｔｉｍｅ ｐｒｏｆｉｌｅ ｏｆ ｐｅｎｔａｄｌｙ

ｍｅａｎ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ａｌｏｎｇ

１１０°－１２０°Ｅ ｉｎ ２０１５ （ｕｎｉｔ：ｍｍ）

２ 主要天气气候事件及影响

２０１５ 年，我国干旱主要发生在北方地区，影响

总体偏轻；汛期，全国没有发生大范围流域性暴雨洪

涝灾害，洪涝灾害总体偏轻，但南方部分地区因降雨

集中，强度强，对城市运行、道路交通、农业生产和人

们生命财产等造成不利影响；台风生成个数多，登陆

个数少，但登陆强度强，强台风彩虹致灾重；华南南

部及新疆夏季高温天气频繁，长江中下游出现凉夏；

部分地区出现阶段性低温冷冻害，但影响总体偏轻；

强对流天气发生频繁，死亡人数偏多；春季北方沙尘

天气少，影响偏轻；我国中东部雾-霾天气频繁，对交

通和人体健康影响大。与最近 １５ 年平均值相比，

２０１５ 年农作物受灾面积和死亡失踪人数均明显偏

少，直接经济损失略偏少。总体来看，２０１５ 年气象

灾害属偏轻年份。

２．１ 干旱

２０１５ 年，我国出现了区域性和阶段性干旱，除

华北西部及辽宁夏秋干旱影响较重外，华北及内蒙

古中部春旱，云南春夏连旱等均未产生严重影响。

总体而言，２０１５ 年我国干旱灾害偏轻。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至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华北大部及内蒙

古中部和西部地区降水量较常年同期普遍偏少 ２～

５ 成，其中华北北部和西部及内蒙古中部偏少 ５ 成

以上；气温比常年同期偏高 １～２℃。降水少温度高

导致上述地区气象干旱迅速发展，对华北地区冬小

麦生长发育造成不利影响。

２０１５ 年 ５—７ 月，云南中西部降水量较常年同

期偏少 ２～５ 成，云南省平均降水量 ３６２．８ ｍｍ，较

常年同期偏少 ２８．５％，为 １９５１ 年以来历史同期最

少。长时间少雨导致干旱持续并发展，云南西部普

遍出现重度以上气象干旱，造成当地玉米、荞麦等作

物受灾，部分地区水源干涸，人畜饮水出现困难。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下旬至 ９ 月下旬，华北西部、西北

东部及辽宁中西部等地降水量普遍不足 ２００ ｍｍ，

较常年同期偏少 ２～５ 成，其中辽宁中部偏少 ５～８

成。６ 月 ２０ 日至 ７ 月 ２０ 日，辽宁省平均降水量仅

３０．７ ｍｍ，比常年同期偏少 ７８．７％，为 １９６１ 年以来

最少，气象干旱发展迅速，土壤墒情持续偏差，玉米、

马铃薯等作物生长发育受到严重影响；７—８ 月，华

北、西北东部、黄淮等地高温少雨，出现中到重度气

象干旱、局地特旱，湖泊、水库蓄水不足，８ 月 １５ 日

北京密云水库水体面积较 ２００１ 年以来同期平均值

偏小 １１％。

２．２ 暴雨洪涝

２０１５ 年汛期（５—９ 月），全国共出现 ３５ 次暴雨

天气过程，较 ２０１４ 年同期（２９ 次）偏多 ６ 次。全国

没有发生大范围流域性暴雨洪涝灾害，总体上看，

２０１５ 年为暴雨洪涝灾害偏轻年份。

华南前汛期于 ５ 月 ５ 日开始，入汛偏晚 ２９ ｄ，但

雨势猛，多个城市频遭暴雨侵袭，内涝严重。５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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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３１ 日，华南平均降水量达 ３０５．３ ｍｍ，较常年同

期偏多 ５２．５％，是近 ４０ 年最多。受强降雨影响，广

西桂江、广东北江、湖南湘江、江西赣江、福建闽江上

游等 ７６ 条河流发生超警或超保洪水。

６—８ 月，南方地区共出现 １８ 次暴雨过程，暴雨

过程间隔时间短、雨量大。江淮、江南、西南部分地

区出现极端强降水，其中福建福州（２４４．４ ｍｍ）、贵

州长顺（２４７．８ ｍｍ）和江苏常州（２４３．６ ｍｍ）等 ２４

站日降水量达到或突破历史极值。频繁的降水造成

南方地区部分江河水位上涨，农田渍涝、城市内涝严

重。上海、南京、武汉、深圳等多个大中城市发生严

重内涝，给市民日常生活、交通等造成较大影响。

９ 月 １—２４ 日，华西地区降水频繁，部分地区出

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华西区域

平均降水量 １２５．７ ｍｍ，较常年同期偏多 ４３％，其中

四川降水量（１６１．２ ｍｍ）为 １９８３ 年以来历史同期最

大值。秋雨频繁，造成部分河流水位上涨，农田被

淹，城镇内涝严重，局地还遭受山洪、滑坡泥石流等

灾害。

１１ 月 １０—２０ 日，江南、华南出现两次强降水天

气过程，江南大部及广西等地降水量普遍有 １００～

２００ ｍｍ，比常年同期偏多 ２ 倍以上，湖南南部、江西

南部、广西大部偏多 ４～８ 倍。广西、江西、湖南、浙

江的降水量均为 １９６１ 年以来历史同期最多；广西灵

川、富川和湖南桂东等 ６３ 站日降水量突破 １１ 月历

史极值。受强降雨影响，江西、湖南和广西境内多条

河流先后出现超警戒水位，出现明显汛情。强降水

导致湖南、广西、云南部分地区遭受洪涝灾害。１１

月 １３ 日浙江丽水因山体滑坡导致数十栋房屋被埋，

３８ 人死亡。

２．３ 热带气旋

２０１５ 年，西北太平洋和南海上共有 ２７ 个台风

（中心附近最大风力≥８ 级）生成，比常年 （２５．５ 个）

偏多 １．５ 个，其中 ６ 个登陆我国（图 ８），较常年（７．２

个）偏少 １．２ 个。初台、终台登陆时间均略偏早；台

风登陆时强度强；强台风彩虹致灾重。“苏迪罗”是

今年造成人员伤亡最大的台风，“彩虹”是造成经济

损失最重的台风。全年台风共造成 ５７ 人死亡或失

踪，直接经济损失 ６８４．１ 亿元。与 ２０００—２０１４ 年平

均值相比，２０１５ 年台风造成直接经济损失偏重，死

亡人口明显偏少。

第 ２２ 号台风彩虹 １０ 月 ４ 日以强台风级别在广

东湛江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 １５ 级

（５０ ｍ·ｓ－１），中心最低气压 ９４０ ｈＰａ。“彩虹”是有

气象记录以来 １０ 月登陆广东的最强台风，也是 １０

月进入广西内陆的最强台风。狂风暴雨导致湛江市

区一片狼藉，全城交通近乎瘫痪。受“彩虹”影响，广

东多地还出现龙卷风。“彩虹”造成广东、广西、海南

３ 省（区）２４ 人死亡或失踪，７８８．５ 万人受灾，直接经

济损失 ３００．１ 亿元，是今年经济损失最重的台风。

第 １３ 号台风苏迪罗于 ８ 月 ７ 和 ８ 日先后在台

湾和福建沿海登陆，登陆强度分别为强台风和台风

级别。“苏迪罗”深入内陆影响范围广，带来的风雨

强度大，造成严重灾害。据统计，浙江、福建、安徽、

江西、江苏 ５ 省有 ３３ 人死亡或失踪，８２４ 万人受灾，

直接经济损失 ２４２．５ 亿元。“苏迪罗”是今年造成人

员伤亡最多的台风。

图 ８ ２０１５ 年登陆中国台风路径图

Ｆｉｇ．８ Ｔｒａｃｋｓ ｏｆ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ｃｙｃｌｏｎｅｓ ｔｈａｔ

ｌａｎｄｅｄ Ｃｈｉｎａ ｉｎ ２０１５

２．４ 高温

２０１５ 年夏季，全国平均高温（日最高气温≥

３５℃）日数 ７．８ ｄ，接近常年同期。华南中南部及新

疆等地高温日数较常年同期偏多 ５～１０ ｄ，海南、广

西南部和新疆南部偏多 １０ ｄ 以上。其中，新疆区域

平均高温日数 ２１．２ ｄ，比常年同期偏多 ７ ｄ，为 １９６１

年以来同期最多（图 ９）；海南省平均高温日数 ２５．１

ｄ，较常年偏多 １４．５ ｄ，也为 １９６１ 年以来最多。但华

北、江淮、江南等地高温日数偏少，其中，长江中下游

地区平均高温日数 １１．４ ｄ，较常年同期偏少 ５．１ ｄ，

为 ２０００ 年以来同期最少，长江中下游地区出现凉

夏。

７ 月 １２ 日至 ８ 月 １０ 日，新疆出现大范围持续

高温天气，３８℃以上高温覆盖面积最大达 ７５．３ 万

ｋｍ２；吐鲁番地区东坎儿极端最高气温达 ４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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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高温天气对春小麦、春玉米的生长发育造成不

利影响，部分林果出现高温热害现象。

图 ９ １９６１—２０１５ 年新疆夏季高温

日数历年变化

Ｆｉｇ．９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ａｙｓ ｗｉｔｈ ｄａｉｌｙ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３５℃ ｉｎ Ｘｉｎｊｉａｎｇ

ｄｕｒｉｎｇ １９６１－２０１５

２．５ 低温

２０１５ 年，我国部分地区出现低温冷冻害，对农

业生产和人体健康造成一定影响。４ 月上旬南方遭

遇倒春寒；５ 月北方部分地区遭受霜冻灾害；１１ 月下

旬北方遭遇寒潮。但总体而言，２０１５ 年属低温冷冻

害偏轻年份。

４ 月上旬，江淮东部、江汉及江南等地出现大幅

降温，最大降温幅度有 １４～２０℃，局部地区达 ２０℃

以上，湖北、江西、湖南和安徽等地极端最低气温在

６℃以下。江汉南部和江南大部出现较大范围的倒

春寒，部分早稻出现烂种烂秧，蔬菜、果树等遭受不

同程度冻害。

５ 月 ５—１６ 日，我国北方出现大范围降温天气

过程，华北、黄淮北部、西北地区东北部及内蒙古大

部、黑龙江北部、吉林东部等地过程最大降温普遍有

８～１２℃，部分地区超过 １２℃。青海、甘肃、宁夏、陕

西、山西、河北等省（区）露地蔬菜、作物遭受冻害。

１１ 月 ２１—２７ 日，北方地区出现大范围降温天

气，中东部大部降温超过 １０℃，局地超过 １４℃。最

低气温 ０℃线压至长江中下游地区，华北大部最低

气温为－１６～－８℃，其中河北北部和山西北部达

－２４～－１６℃；山东中西部最低气温降至－１４～

－９℃。河北保定（－１５．６℃）、山东济南（－１０．１℃）

等 １１３ 站的最低气温跌破 １９６１ 年以来 １１ 月最低气

温纪录。寒潮天气导致河北、山东等省用电负荷大

幅增加，各大医院感冒患者人数激增。

２．６ 强对流

２０１５ 年，全国有 ２０００ 余个县（市）次出现冰雹

或龙卷风天气，降雹次数较常年偏多，其中北方风雹

灾害突出。与近 １０ 年相比，强对流天气造成的农作

物受灾面积偏小，经济损失偏轻，但死亡人数偏多。

４ 月 ２７—２９ 日，江苏、安徽两省有 １６ 市 ３５ 个

县（市、区）遭受冰雹、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

流天气袭击，局部出现龙卷风。江苏省局地最大冰

雹直径 ５０ ｍｍ，最大风力达 １２ 级，最大 １ ｈ 降水量

达 ９６ ｍｍ，强度之强为历史同期罕见。两省共计

１４３ 万人受灾，６ 人死亡；损坏房屋 ８．９ 万间；农作物

受灾面积 １３．９ 万 ｈｍ２，其中绝收面积 ５０００ 多 ｈｍ２；

直接经济损失 ８．７ 亿元。

５ 月 ６—８ 日，陕西、河南两省有 １５ 市 ４９ 个县

（市、区）遭受风雹灾害。河南洛阳市区冰雹直径达

２０～３０ ｍｍ，降雹持续时间约 ２０ ｍｉｎ。两省共计

１９４ 万人受灾，３ 人死亡；损坏房屋 １．８ 万间；农作物

受灾面积 １６．７ 万 ｈｍ２，其中绝收面积 ２．５ 万 ｈｍ２；

直接经济损失 １２．８ 亿元。

６ 月 １ 日晚，“东方之星”号客轮航行至湖北省

荆州市监利县长江大马洲水道时，突遇强对流天气

（飑线伴有下击暴流）袭击，瞬间极大风力达 １２～１３

级并伴有特大暴雨，在强风暴雨作用下客轮处于失

控状态，倾斜进水并在一分多钟内倾覆，造成 ４４２ 人

不幸遇难。

１０ 月 ４ 日，广东省汕尾市海丰县、佛山市顺德

区、广州市番禺区等地先后遭受龙卷风袭击，部分地

区设施受损，海珠、番禺大面积停水停电，造成 ７ 人

死亡，直接经济损失 １０．７ 亿元。

２．７ 沙尘

２０１５ 年沙尘天气影响总体偏轻。春季，北方地

区共出现 １１ 次沙尘天气过程，比常年同期（１７ 次）

偏少 ６ 次，也较 ２００１—２０１０ 年同期平均（１２．７ 次）

偏少 １．７ 次；其中沙尘暴和强沙尘暴过程共 ２ 次，较

２００１—２０１０ 年同期平均（８ 次）偏少 ６ 次（图 １０）。

北方地区平均沙尘日数为 ２．６ ｄ，比常年同期偏少

２．５ ｄ，为 １９６１ 年以来同期第五少。２０１５ 年首次沙

尘天气过程发生时间为 ２ 月 ２１ 日，接近 ２０００—

２０１４ 年平均（２ 月 １９ 日）。４ 月 ２７—３０ 日的沙尘暴

天气过程是 ２０１５ 年影响我国范围最广、损失最重的

一次。此次沙尘天气过程，南疆盆地大部、北疆中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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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甘肃西部、青海西北部、内蒙古中部、东北地区西

南部等地出现了扬沙和沙尘暴天气，其中南疆盆地

西南部出现强沙尘暴天气。４ 月 １５ 日，沙尘暴随 ９

级大风袭击北京，黄沙弥漫，能见度迅速下降，多个

监测站点 ＰM１０小时浓度超过 １０００ μｇ·ｍ
－３，达到

重度污染。

图 １０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年春季北方沙尘

天气过程历年变化

Ｆｉｇ．１０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ｐｒｉｎｇ ｓａｎｄ-ｄｕｓｔ ｓｔｏｒｍ

ｅｖｅｎｔｓ ｉｎ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Ｃｈｉｎａ ｄｕｒｉｎｇ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２．８ 雪灾

２０１５ 年，全国平均降雪日数 １４．９ ｄ，比常年偏

少 １１．５ ｄ，为 １９６１ 年以来次少。降雪主要出现在东

北东部和北部及新疆北部、内蒙古东部、青藏高原中

部和东北部等地，年降雪日数一般在 ３０ ｄ 以上。与

常年相比，除北京、辽宁南部和新疆南部等地年降雪

日数偏多外，全国其余大部分地区接近常年或偏少。

２ 月，东北大部地区降水量有 １０～２５ ｍｍ，普遍

较常年同期偏多 １～３ 倍，黑龙江西部、吉林西部偏

多 ３～４ 倍，局部偏多 ４ 倍以上。东北三省区域平均

降雪量 １４．８ ｍｍ，为 １９６１ 年以来历史同期第四多。

东北大部地区降雪日数有 ５～１０ ｄ，比常年同期偏多

１～３ ｄ。吉林、黑龙江大部积雪日数有 １５～２５ ｄ。

降雪量大，降雪日数多，积雪时间长，对交通和人们

出行带来不利影响。

１１ 月 ２１—２５ 日，华北、黄淮、江淮等地先后出

现降雨（雪）、暴雪天气，降水量 １５～３０ ｍｍ，山东中

南部、河南北部和江苏中北部等地有 ３０～６０ ｍｍ，

山东南部局地达 ７１ ｍｍ。山东济宁、菏泽等地最大

积雪深度达 ２５～３２ ｃｍ，菏泽雪深突破了当地 ３０ 年

来的历史纪录。大雪造成公交停运，中小学停课，设

施农业、交通出行受到严重影响。

１２ 月 １２ 日，西北地区东北部及新疆出现明显

降雪过程，新疆和宁夏的部分地区出现暴雪。北疆

西部、沿天山一带、阿克苏地区等地降雪量有 ５～

２０ ｍｍ，乌鲁木齐降雪量达 ４６ ｍｍ，打破当地 １９５１

年以来冬季最多日降雪纪录。１２—１３ 日，宁夏海原

和陕西定边降雪量达 １４ ｍｍ。西北地区东北部积

雪深度 ５～９ ｃｍ，新疆北部积雪达 １０～２０ ｃｍ。降雪

造成大面积航班延误，部分中小学停课，部分温室大

棚和棚内蔬菜等作物遭受损失，草场受灾。

２．９ 雾-霾过程

２０１５ 年，我国共出现 １１ 次大范围、持续性霾过

程（主要集中在 １ 月和 １１—１２ 月），频繁霾天气对交

通运输和人体健康不利。

１１ 月 ６—８ 日，东北地区出现霾天气，部分地区

ＰM２．５浓度超过 ２５０μｇ·ｍ
－３，哈尔滨市 ＰM２．５小时

峰值浓度接近 １０００ μｇ·ｍ
－３，长春、沈阳等城市

ＰM２．５小时峰值浓度甚至超过 １０００μｇ·ｍ
－３。

１１ 月 ２７ 日至 １２ 月 １ 日，华北大部及河南北

部、山东西北部等地出现中到重度霾，能见度 ３ ｋｍ

以下且 ＰM２．５浓度超过 １５０ μｇ·ｍ
－３，覆盖面积达

到 ４１．７ 万 ｋｍ２。其中，京津冀地区过程平均 ＰM２．５

浓度普遍超过 ２５０ μｇ·ｍ
－３；３０ 日北京、河北局地

最高小时浓度超过 ９００ μｇ·ｍ
－３，北京琉璃河站高

达 ９７６μｇ·ｍ
－３。１１ 月 ２９ 日到 １２ 月 １ 日，华北中

南部、黄淮、江淮东部等地除了出现严重霾天气，并

伴有大范围能见度不足 １０００ ｍ 的雾，部分地区出

现能见度不足 ２００ ｍ 的强浓雾。受雾、霾天气影

响，大量航班停飞、华北区域多条高速公路关闭。此

次过程具有强度强、影响范围广、过程发展快、强浓

雾与严重霾混合、能见度持续偏低、影响严重等特

点，为 ２０１５ 年最严重的一次雾-霾天气过程。

１２ 月 １９—２５ 日，华北中南部、黄淮大部、江淮

东部及陕西关中等地出现中到重度霾，重度霾面积

达 １９．１ 万 ｋｍ２。华北中南部、黄淮大部出现大面积

严重污染，北京南部、河北中南部部分地区 ＰM２．５峰

值浓度均超过 ５００ μｇ·ｍ
－３，河北南部局地超过

１０００μｇ·ｍ
－３。

３ 结 论

２０１５ 年，我国气温创历史新高，为 １９６１ 年以来

最暖的一年，降水总体偏多，气候属正常年景。暴雨

洪涝、干旱等灾害总体偏轻，与近 １５ 年相比，因灾造

成死亡人数和受灾面积明显偏少，气象灾害属于偏

轻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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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５ 年，全国平均气温较常年偏高 ０．９℃，为

１９６１ 年以来最高值，华南年平均气温为历史最高，

东北、华北和西北为次高值；四季气温均偏高。全国

平均降水量 ６４８．８ ｍｍ，较常年偏多 ３％；长江中下

游大部及广西、新疆等地降水量偏多，西南西部及海

南、辽宁等地降水偏少；冬、夏季降水偏少，春季接近

常年同期，秋季偏多明显。

２０１５ 年，华南前汛期开始晚、结束早、雨季短、

雨量偏少；梅雨入梅时间偏早，出梅时间偏晚，梅雨

期降水偏多；华北雨季开始晚、结束早，降水量为近

１３ 年来次少；华西秋雨开始早、结束早、雨量偏少，

表现为“南多北空”特点，华西北部出现空汛。从流

域看，长江、珠江流域降水量偏多，其中长江流域偏

多 １２％，为近 １７ 年来最多；辽河和黄河流域均偏

少。

２０１５ 年，南方暴雨过程多，夏季出现南涝北旱，

上海、南京等多个城市内涝重；华北、西北东部及辽

宁夏秋连旱影响较重；１１ 月江南、华南出现强降雨，

秋汛明显；盛夏，新疆出现持续高温天气，但长江中

下游地区连续两年出现凉夏；登陆台风偏少，但登陆

台风强度强，“彩虹”造成损失重。２０１５ 年，我国共

出现 １１ 次大范围、持续性霾过程，１１—１２ 月我国中

东部雾-霾持续时间长、范围广、污染程度重，１１ 月

２７ 日至 １２ 月 １ 日华北、黄淮等地的雾-霾天气过程

为 ２０１５ 年最严重的一次（图 １１）。

图 １１ ２０１５ 年中国重大天气气候事件示意图

Ｆｉｇ．１１ Ｓｋｅｔｃｈ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ｊｏｒ 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ｓ ｏｖｅｒ Ｃｈｉｎａ ｉｎ ２０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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