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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对１９５０—２０１０年我国旱涝灾害受灾面积和成灾面积的统计数据，分析了我国旱涝灾害的时间变
化趋势和空间分布特征。结果表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以来，我国旱涝灾害受灾和成灾面积变化呈增加趋势，尤其是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后，旱涝灾害受灾面积和成灾面积显著增多，是历年灾害受灾面积平均值的１．４倍。就空间分布而
言，旱涝受灾面积和成灾面积在各区域影响程度不同：华东区、东北区和华中区旱涝并重，华北区和西北区主要以

干旱为主，西南区主要以洪涝为主，其中受干旱影响最严重的是华北区，占全国受灾面积的１１．０９％；洪涝最严重的
是华东区，所占比例为７．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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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国救灾史》的记载，中国从公元 ２０６年至
公元１９３６年间曾发生各类自然灾害至少 ５２５８次，
旱涝灾害次数占灾害总次数的４１％，是发生频率最
高的两类自然灾害［１］。最近半个世纪以来，发生在

我国的重大洪涝灾害，每年造成的农作物受灾面积

占各自然灾害总受灾面积的２７％左右，直接经济损
失更是高达数千亿元，造成的经济和社会损失巨大，

个别严重洪涝年份更大。如１９５４年夏，长江全流域

发生特大洪涝，据不完全统计，受灾面积达１．６×１０７

ｈｍ２，长江中下游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五省直
接经济损失达 １００亿元［２］。１９９１年，江淮地区发生
百年不遇特大洪水，受灾面积１．１×１０７ｈｍ２，经济损
失７００多亿元［２］。１９９８年夏，我国长江流域发生特
大洪水，据不完全统计，农田受灾面积和成灾面积分

别为２．２×１０７ｈｍ２和１．３×１０７ｈｍ２，直接经济损失约
２５５１亿元［３］。２００７年夏，淮河流域发生仅次于



１９５４年该流域发生的严重洪涝，受灾面积１．２×１０７

ｈｍ２，经济损失１１２３多亿元［４］。
另外，我国季风气候显著，降水分配很不均匀，

从而导致我国的干旱灾害也非常严重，由于干旱灾

害发生频率高、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广、后延影响

大，其造成的经济损失是气象灾害中最为严重的［５］。

同时，干旱在全国的空间分布不均衡，自辽河平原－
海河平原－黄土高原－四川盆地－云贵高原形成一
个干旱化带状区域，呈现干旱历时增长、强度增大、

频率增加的趋势，特别是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以来，
旱情较为严重［６］，个别年份甚至发生全国性的干旱。

如１９５９年，全国大部分地区发生了夏秋连旱，华中、
华北和东北等地最严重，其中农作物受灾面积 ３．３
×１０７ｈｍ２，是这些地区自１９４９年以来最严重的一次
干旱［７］。１９７８年为２０世纪以来罕见的特大旱年，全
年旱情不断，受旱面积超过２．７×１０７ｈｍ２，江苏发生
６０～１００年不遇的大旱，安徽发生１２２年不遇的特大
干旱［７］。１９９４年，我国江淮等地出现了夏秋干旱，
安徽、江苏两省的农作物受灾面积 ５９２３×１０３ｈｍ２，
经济损失达１９８亿元，是建国以来这一地区最严重
的伏旱［８］。２００４年１—６月，内蒙古东部、吉林西部、
辽宁西北部、黑龙江西南部降水持续偏少，发生百年

一遇的严重干旱［８］。

随着全球气候持续变暖，极端天气和气候事件

在频率、强度、持续时间和空间范围上都发生了明显

的变化。气温的升高不仅直接影响温度极值的变

化，还会导致高温、干旱和暴雨洪涝等灾害性事件的

发生频率和强度出现加剧的趋势［９］，从而可能造成

更严重的灾害，重灾、大灾和巨灾出现的可能性增

大，灾害造成的损失更重，而人类面临的防灾减灾任

务也更为艰巨［１０］。那么，我国近６０年来，我国旱涝
灾害是如何变化？其区域特征如何都急需进行总结

和分析。为此，本文分析了１９５０—２０１０年我国干旱
和洪涝灾害受灾面积和成灾面积的时空变化特征，

以期为我国防灾减灾提供科学依据。

１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所用数据源自中国水旱灾害公报和新中国 ６０
年农业统计资料。

《中国水旱灾害公报》［１１］：１９５０—２０１０年全国及
各省（区、市）干旱和洪涝灾害受灾面积、成灾面积和

受灾人口灾情数据。

《新中国农业 ６０年统计资料》［１２］：１９５０—１９７７
年全国农作物总播种面积；１９７８—２０１０年全国及各

省（区、市）农作物总受灾面积、总成灾面积、农作物

播种面积，需要说明的是农作物总受灾、总成灾面积

为干旱、洪涝、风雹和霜冻灾害的成灾、受灾面积之

和。由于台湾地区、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的灾害

数据不完整，故未进行统计分析。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政部制定《自然灾害情况统计制度》［１３］统计

准则受灾面积指因灾减产１成以上的农作物播种面
积；成灾面积指因灾减产 ３成以上的农作物播种面
积。

为了在全国不同地区具有可比性，采用受灾率

（或成灾率）作为评判指标，受灾率（或成灾率）定义

为受灾面积（或成灾面积）与该年总受灾面积的比

值。研究方法采用常规的数学统计方法，总结灾害

的特征。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旱涝灾害的时间变化

２．１．１ 年际变化 图１是我国１９５０—２０１０年全国
干旱受灾面积变化图。１９５１—２０１０年我国年平均旱
灾受灾面积为２１５５９×１０３ｈｍ２，成灾面积为９６１４×
１０３ｈｍ２，其中受灾面积超过多年平均值的有 ３２年，
占总年数的５２％。图１还表明，我国干旱受灾面积
年际变化大，出现了明显 ３个集中期。第一时期发
生在 １９５９—１９６１年，这三年灾害严重，为（极）重旱
年。１９５９年华南出现严重秋旱，１９６０年受旱范围继
续扩大，西南地区发生冬春连旱，１９６１年持续干旱，
江淮大部分地区少雨，旱情加剧［１４］；第二期发生在

１９７８年，这一年全国大部地区降水偏少，气温较常
年同期偏高 １℃～３℃，全年旱情不断，尤其是长江
中下游、淮河流域大部地区［１５］；第三期出现在

２０００—２００１年。２０００年属特大干旱年，受灾面积和
成灾面积是近 ６０年的最大值。这是因为这一年气
温较常年偏高 ２℃～４℃，降水显著偏少，且亚欧大
陆盛行径向环流形式［１６］。

１９７１—２０１０年的４０年我国干旱受灾面积平均
值为２５３５５×１０３ｈｍ２，比１９５０—１９７０年的２０年平均
值多 １１０２６×１０３ｈｍ２，其受灾面积最小值出现在
２００８年，是后者受灾面积最小年份（１９５０年）的 ５
倍。１９５０—１９７０年仅 １９５８—１９６１连续 ４年受灾面
积超过多年平均值；１９７１—２０１０年期间有２８个年份
的受灾面积超过多年平均值，即超过多年平均值的

年份中有８７．５％集中在此阶段，比１９５０—１９７９年期
间出现几率高近 ５倍，这进一步证实了我国干旱灾
害呈现加重趋势且强度和频次有所增加。

９２２第１期 姚亚庆等：近６０年我国旱涝灾情时空特征分析



图１ １９５０—２０１０年全国历年干旱受灾、成灾面积变化
Ｆｉｇ．１ ＡｎｎｕａｌｃｈａｎｇｅｓｏｆｃｏｖｅｒｅｄａｒｅａａｎｄａｆｆｅｃｔｅｄａｒｅａｂｙｄｒｏｕｇｈｔｉｎＣｈｉｎａｄｕｒｉｎｇ１９５０—２０１０

图２是近６０年来我国受洪涝灾害影响的受灾
面积变化图。１９５０—２０１０年平均每年洪涝灾害的受
灾面积为 ９８２３×１０３ｈｍ２，成灾面积为 ５４４６×１０３

ｈｍ２。其中受灾面积超过多年平均值的有 ２４年，占
总年数的３９．３％。近６０年内我国洪涝受灾面积和
成灾面积的最大值出现在１９９１年，是多年平均值的
２．５倍。研究表明，这一年我国大部地区均出现较
大范围的暴雨天气，特别是江淮流域地区，雨季持续

时间长、位置稳定，且冷空气频发活跃与北上的湿暖

空气交汇于此处，造成暴雨、大暴雨和特大暴雨不

断［１７］。位居第二的是 １９９８年，１９９８年长江全流域
发生特大暴雨洪涝主要是 ＥＮＳＯ事件处于衰减期，
造成副热带高压偏南，致使大量水汽沿西南季风流

向长江流域与南下的冷空气频繁在长江流域交汇，

从而导致全流域持续性强降水［１８］。１９９６年受灾面
积位列第三。

洪涝灾害面积超过多年平均值的年份在

１９５０—１９８０年期间出现８次，在１９８１—２０１０年出现
２７次，在后阶段出现的几率是前阶段的 ３倍还多，
特别是 １９９０—１９９９年，连续 １０年受灾面积远远超
过或等于多年平均值，该阶段平均受灾面积为

１６０８５×１０３ｈｍ２，超出多年平均值６２６２×１０３ｈｍ２，洪
涝灾害严重。这说明我国近 ６０年来受洪涝灾害影
响的范围成增加趋势，受灾面积增加，尤其是近 ３０
年洪涝灾害明显加强。

图２ １９５０—２０１０年全国历年洪涝受灾、成灾面积变化
Ｆｉｇ．２ ＡｎｎｕａｌｃｈａｎｇｅｓｏｆｃｏｖｅｒｅｄａｒｅａａｎｄａｆｆｅｃｔｅｄａｒｅａｂｙｆｌｏｏｄｉｎＣｈｉｎａｄｕｒｉｎｇ１９５０—２０１０

２．１．２ 年代际变化 图３是我国１９５０—２０１０年干
旱受灾面积和成灾面积年代际变化趋势图，可以看

出，旱灾在 ２０世纪 ５０至 ７０年代呈直线增长的态
势，而 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至 ２１世纪元年代呈持平状
态。２０世纪 ５０年代干旱较轻的年份较多，受灾面
积最小；５０年代末６０年代初，即１９５９—１９６１年连续
３年发生严重干旱；７０、８０、９０年代和２１世纪元年代

干旱较为严重，受灾面积大，其中有１／３年份发生严
重干旱；洪灾在２０世纪５０—６０年代稳定持平，２０世
纪７０年代呈下降态势，２０世纪 ８０—９０年代突增且
呈直线增长，２１世纪元年代又有所下降。可以看
出，２０世纪 ５０—６０年代灾害面积较大；２０世纪 ７０
年代，受灾面积最小；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之后，受灾面
积呈增加趋势，特别是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洪涝灾害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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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受灾面积最大，２１世纪元年代为次大值，有 １／２
年份发生严重洪涝。总的来说，我国干旱和洪涝灾

害受灾面积自 ２０世纪 ５０年代至 ２１世纪元年代呈
增加趋势。

图３ １９５０—２０１０年全国旱涝受灾面积的年代际变化
Ｆｉｇ．３ ＩｎｔｅｒｄｅｃａｄａｌｃｈａｎｇｅｓｏｆｃｏｖｅｒｅｄａｒｅａａｎｄａｆｆｅｃｔｅｄａｒｅａｂｙｄｒｏｕｇｈｔａｎｄｆｌｏｏｄｉｎＣｈｉｎａｄｕｒｉｎｇ１９５０—２０１０

２．２ 旱涝灾害的空间分布特征

图４是 １９７８—２０１０年我国旱涝灾害受灾面积
的空间分布图。图 ４（ａ）是我国干旱灾害受灾面积
空间格局，从中可以看出：旱灾在全国各地都有可能

发生，但分布不均匀，有明显的地域性且灾害强度也

明显不同。主要发生在黄河流域及其以北地区，该

区降水少，变率大，从而干旱灾害严重且发生次数

多。李新周等［１９］研究指出，中国北方地区当前的干

旱化时空格局与东亚夏季风异常特征密切相关，夏

季风减弱以及由此造成水汽输送量减少是导致干旱

化发展的主要原因，而低层大气反气旋环流增强和

气旋性环流减弱是引起干旱化的异常环流特征。总

的来说北方地区受灾率一般高于南方地区，但北方

地区的新疆和青海受灾率低，而南方地区的四川、湖

南和湖北受灾率高，这取决于地理环境和防旱措施

的综合影响。这里将干旱程度按受灾率划分为５个
等级，可以看出其中山东、黑龙江、河南、内蒙古、河

北最重，其次为山西、四川、陕西、吉林、辽宁、安徽。

从图４（ｂ）洪涝灾害受灾面积空间分布图可以
看出，我国洪涝灾害的分布具有明显的地域性，且分

布极其不均匀，多发生在南方地区，集中在长江流域

和江淮流域，这是因为在东亚夏季风的影响下，梅雨

带主要停留在长江和江淮地区。同时北方也时有暴

雨洪涝灾害发生，这是因为异常季风系统使得雨带

停滞在长江以北，降雨量较之以往同期偏多，而形成

洪涝灾害［２０］。同样将洪涝程度按受灾率划分为 ５
个等级，可以看出黑龙江、安徽、湖北、湖南受灾最

重，其次为四川、江苏、河南、江西、山东。

图４ 各省（市、区）旱涝灾害受灾面积分布示意图（受灾面积以占全国旱涝受灾面积的百分率表示）

Ｆｉｇ．４ Ｔｈｅ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ｉｏｎｏｆｓｐａｔｉｏｎａｌ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ｏｆａｆｆｅｃｔｅｄａｒｅａｉｎｐｒｏｖｅｎｃｅ（ｃｉｔｙ／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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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是 １９７８—２０１０年区域旱涝受灾面积及其
占全国总受灾面积的百分比。根据表 １可以看出：
全国干旱受灾总面积占全国总受灾面积的５３．１８％，
比重超过一半；洪涝受灾比重为２４．６７％，所以就受
灾面积而言，干旱灾害是影响我国较大的气象灾害。

从区域来看，干旱灾害华北区受灾程度位居首位，面

积比重为 １１．０９％；华东区列居第二，面积比重为
１０．５４％；东北地区受灾面积占全国比重为 ８．４３％，

位居第三。洪涝灾害华东区受灾程度位居首位，面

积比重为 ７．１９％；华中区列居第二，面积比重为
５．４９％；东北地区受灾面积占全国比重为３．７７％，位
居第三。所以，华东区、华中区和东北区发生干旱和

洪涝灾害的概率均较高；西北地区主要受干旱灾害

的影响；华南区受洪涝灾害影响；华北区干旱和洪涝

差异大，其干旱受灾比重位居第一，而洪涝受灾比重

为次低值。

表１ １９７８—２０１０年全国分区域总受灾面积程度统计
Ｔａｂｌｅ１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ｔａｂｌｅｏｆ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ｓｄｕｒｉｎｇ１９７８—２０１０

区域

Ｒｅｇｉｏｎ

干旱 Ｄｒｏｕｇｈｔ

受灾面积

Ｃｏｖｅｒｅｄａｒｅａ
／１０３ｈｍ２

成灾面积

Ａｆｆｅｃｔｅｄａｒｅａ
／１０３ｈｍ２

占总受灾

面积比例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洪涝 Ｆｌｏｏｄ

受灾面积

Ｃｏｖｅｒｅｄａｒｅａ
／１０３ｈｍ２

成灾面积

Ａｆｆｅｃｔｅｄａｒｅａ
／１０３ｈｍ２

占总受灾

面积比例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华北区 Ｎｏｒｔｈ ５１７６．１７ ２９３５．７０ １１．０９ ７８１．１８ ４８２．８７ １．６７

东北区 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 ３９３２．６８ ２０５６．５５ ８．４３ １７５７．８７ １０２２．９０ ３．７７

华东区 Ｅａｓｔ ４９１８．７３ ２２９２．２３ １０．５４ ３３５４．９７ １８５５．４３ ７．１９

华中区 Ｃｅｎｔｅｒ ４０００．９０ ２０６１．７１ ８．５７ ２５６２．９８ １４９７．９１ ５．４９

华南区 Ｓｏｕｔｈ １１４７．８８ ５１３．４２ ２．４６ ９５６．００ ５００．１８ ２．０５

西南区 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 ２７５３．６５ １２８９．９０ ５．９０ １４７６．６８ ７６８．２０ ３．１６

西北区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 ２８８７．１９ １６２８．０５ ６．１９ ６２５．１９ ３３４．０３ １．３４

注：表中统计数据未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

Ｎｏｔｅ：Ｎｏｔ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ｔｈｅｄａｔｕｍｏｆｔｈｅＨｏｎｇＫｏｎｇ，ＭａｃａｕａｎｄＴａｉｗａｎ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３ 结 论

本文从干旱和洪涝灾害的受灾和成灾面积分析

了我国１９５０—２０１０年旱涝灾害的时空分布特征，主
要结果如下：

１）干旱受灾面积占全国总灾害比重 ５３．１７％，
就受灾面积而言，干旱是我国较为严重的气象灾害。

２）１９５０—２０１０年我国由干旱和洪涝灾害所造
成的受灾面积和成灾面积总体上呈增加趋势，尤其

是在改革开放以来，出现严重旱涝灾害的频率有所

增加。

３）１９５０—２０１０年我国旱涝灾害受灾和成灾面
积具有明显的年际变化和年代际变化特征，我国干

旱和洪涝灾害受灾面积呈增加趋势。

４）我国旱涝灾害损失地域差异明显。按区域
划分全国干旱灾害严重程度依次为华北区、华东区、

华中区，此外西南地区也较为突出。而洪涝灾害主

要分布在东南部，特别是江南北部至长江中下游出

现最多，其灾害严重程度依次为华东区、华中区、东

北区。

通过本文，我们虽对旱涝灾害的空间分布和发

展趋势有了一定的认识，但在全球变暖的大背景下，

极端天气事件增多，使得气象灾害更具突发性和不

确定性，越发难以预报。因此关于旱涝灾害的发生

发展规律还有很多问题值得研究，特别是灾害形成

的物理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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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２０００—２０１４年河西走廊土地利用系统健康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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