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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16 年，受超强厄尔尼诺影响，我国气候异常，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多，暴

雨洪涝和台风灾害重，长江中下游出现严重汛情，气象灾害造成经济损失大，气

候年景差。

2016 年，全国平均气温较常年偏高 0.81℃，为历史第三高；四季气温均偏高，

其中夏季气温为历史最高。全国平均年降水量 730.0 毫米，较常年偏多 16%，为

历史最多 ；四季降水量分别偏多 53%、22%、6%、37%。七大流域和六大区域

降水量均偏多，其中长江流域偏多 19%，仅次于 1954 年 ；长江中下游、华北、

华南、东北区域平均降水量分别偏多 25%、23%、19%、17%。

2016 年，华南前汛期开始早、结束早、雨量多 ；西南雨季开始早、结束早、

雨量少 ；梅雨入梅早，出梅晚，梅雨量多 ；华北雨季开始晚、结束早、雨量多 ；

华西秋雨开始晚、结束早、雨量少。

2016 年，我国暴雨多，南北洪涝并发，全国 26 个省（区、市）出现不同程

度城市内涝 ；登陆台风多，平均强度强，登陆强台风比例为历史最高 ；强对流天

气多，损失偏重，全国有 2000 多县（市）次出现冰雹或龙卷风天气；干旱范围小，

影响偏轻 ；气温波动大，夏季高温影响范围广 ；低温冷冻害和雪灾影响偏轻 ；春

季北方沙尘天气少，影响偏轻 ；秋冬京津冀及周边地区霾天气频繁，影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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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fluenced by super El Nino, the climate in China was very abnormal in 2016 accompanied with 
more frequent extreme weather and climate events, severe disasters and damages caused by the heavy 
rainfall, floods and intensive typhoons, especially the critical floods in the middle and lower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in summer. And the hazard-caused economic losses increase significantly in contrast 
to the counterparts of recent 5 years. 

In 2016, the annual mean air temperature over China is 0.81℃ above normal, which is the third 
warmest since 1951. The national averaged air temperature is above normal in each season, especially 
the summer is the warmest since 1951. The annual mean precipitation in China is 730.0mm with 16% 
more than normal, which breaks the historical record since 1951. The seasonal total precipitation is 
53%, 22% 6% and 37% more than normal for winter, spring, summer and autumn respectively. The 
regional annual mean precipitation in each of seven river basins is more than normal. The annual mean 
precipitation in Yangtze River basin is just less than that of 1954 with 19% more than normal. The 
regional annual mean precipitation in the middle and lower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North China, 
South China and Northeast China is respectively 25%, 23%, 19% and 17% more than normal.

In 2016, the first rainy season in South China begins and ends earlier than normal with more 
precipitation. While the rainy season in Southwest China starts and ends earlier than normal with less 
precipitation. The rainy season in Meiyu region starts earlier and ends later with more precipitation than 
normal during Meiyu stage. The rainy season in North China starts later and ends earlier than normal 
with more precipitation. The timing of autumnal rainy season in Huaxi (Western China) starts later and 
ends earlier than normal with a less amount of precipitation. 

In 2016, the heavy rain and floods hit not only in the south but also in the north of China. Urban 
rainstorm waterlogging occurred in many cities of 26 provinces. There were more landing typhoons 
in this year and the intensity of typhoons was strong when landing. The portion of the landing severe 
typhoon broke the historical record. The severe convection weather occurred frequently and caused 
heavy economic losses. There were more than 2000 counties suffered hailstone and tornado. However, 
the drought disaster was lighter in this year. The temperature presented a large fluctuation during this 
year. The hot wave affected a wide scope over China in summer while the disasters caused by low 
temperature freezing harm and heavy snow were lighter than normal. The north of China experienced 
less sandstorm in spring. But the haze events occurred frequently in Jing-Jin-Ji (Beijing, Tianjin and 
Hebei Province) as well as the neighboring regions during this autumn-winter peri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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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1951-2016年全国年平均气温历年变化（单位：℃）

一、基本气候概况

2016年，全国平均气温较常年偏高0.81℃，为历史第三高；四季气温均偏高，其中夏季为

历史最高。全国平均年降水量730.0毫米，较常年偏多16%，为历史最多；四季降水量分别偏多

53%、22%、6%、37%。华南前汛期和西南雨季开始早；梅雨入梅早，出梅晚，梅雨量偏多；

华北雨季短，雨量多；华西秋雨开始晚、结束早、雨量偏少。

（一）气温

1. 全国平均气温为历史第三高

2016年，全国平均气温10.36℃，较常年（9.55℃）偏高0.81℃（图1），为1951年以来第

三高，仅次于2015年（10.49℃）和2007年（10.45℃）；除1月偏低、11月接近常年同期外，其

余各月均偏高，其中12月偏高2.6℃，为历史同期最高。全国六大区域平均气温均较常年偏高，

其中西北、长江中下游分别偏高1.1℃、0.8℃（图2）。从空间分布看，除黑龙江和内蒙古东北

部气温略偏低外，全国其余地区接近常年或偏高，其中西北大部及西藏大部、四川西北部、浙江

大部、江苏东南部、山东中部等地偏高1～2℃（图3）。

2016年，除黑龙江平均气温较常年偏低0.2℃外，全国其余30个省（区、市）气温均偏高，

其中青海、甘肃、河南、贵州4省均为历史最高（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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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2016年区域年平均气温距平（单位：℃）

图3  2016年全国年平均气温距平分布（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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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2016年省（区、市）年平均气温距平（单位：℃）

2. 四季气温均偏高，夏季气温为历史最高

冬季（2015年12月-2016年2月），全国平均气温-3.1℃，较常年同期（-3.4℃）偏高

0.3℃。除内蒙古中东部、云南东部、广西南部、广东西南部等地气温偏低0.5～2℃外，全国

其余大部地区接近常年同期或偏高，其中新疆北部、西藏中西部和黑龙江西北部偏高1～2℃

（图5a）。

春季（3-5月），全国平均气温11.6℃，较常年同期（10.4℃）偏高1.2℃，为1961年以来

第二高，仅低于2008年（11.8℃）。全国气温普遍偏高，其中西北大部、东北大部、华北大部、

黄淮、江淮东部及西藏西部、湖北中部等地偏高1～2℃（图5b）。

夏季（6-8月），全国平均气温21.8℃，较常年同期（20.9℃）偏高0.9℃，为历史最高。

全国大部地区气温偏高，其中西北大部及西藏北部、四川大部、重庆西部、贵州西北部、浙江大

部、内蒙古东部等地偏高1～2℃，青海中部偏高2～4℃（图5c）。

秋季（9-11月），全国平均气温10.4℃，较常年同期（9.9℃）偏高0.5℃。除东北北部

及内蒙古东北部、新疆北部气温偏低1～4℃外，全国其余大部地区气温接近常年同期或偏高，

其中西北中东部及山西、浙江、福建、广西西部、云南大部、四川西部、西藏大部等地偏高

1～2℃（图5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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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2016年全国冬（a）、春（b）、夏（c）、秋（d）平均气温距平分布（单位：℃）

(a) (b)

(c) (d)

3. 高温日数较常年偏多

2016年，全国平均高温（日最高气温≥35℃）日数10.7天，较常年（7.7天）偏多3天，较

2015年偏多2.2天（图6）。黄淮及其以南大部及陕西南部、四川东部、重庆、新疆中南部、内蒙

古西部等地高温日数有15～30天，江南大部、华南大部及四川东北部、重庆中部和北部、湖北

西北部、新疆东部和南部等地超过30天（图7左）。与常年相比，南方大部及陕西中南部、四川

东部、重庆、云南南部、新疆南部、甘肃西部、内蒙古东部等地高温日数偏多5～10天，陕西南

部、四川东北部、重庆北部、湖北西南部和北部、江苏南部、广西中西部、广东中部、海南等地

偏多10天以上（图7右）。

2015/2016年冬季 2016年春季

2016年夏季 2016年秋季

6

中 国 气 候 公 报   CHINA CLIMATE BULLETIN 



7

图7  2016年全国高温日数（左）及其距平（右）分布（单位：天）

4. 大于等于10℃积温为1961年以来第三多

2016年，全国平均≥10℃活动积温（作物生长季积温）为4975℃•d，较常年（4730℃•d）

偏多245℃•d，较2015年偏多180℃•d，为1961年以来第三多（图8）。黄淮南部、江淮、江汉、

江南大部及四川盆地东部积温为5000～7000℃•d，华南大部及云南南部超过7000℃•d；全国其

余大部地区为2000～5000℃•d，青海大部、西藏大部、四川西北部等地不足2000℃•d。与常年

相比，除东北地区接近常年外，全国其余大部地区偏多100～400℃•d（图9）。

图6  1961-2016年全国年高温日数历年变化（单位：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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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1961-2016 年全国平均≥10℃活动积温历年变化（单位：℃•d）

图9  2016 年全国≥10℃活动积温距平分布（单位：℃•d）

5. 季节转换春季早、夏秋季晚

春季，江南、江汉及云南北部、重庆、四川东部、安徽西南部2月入春，华北东部和南部、

黄淮、江淮、西北东南部及辽宁南部、陕西南部、贵州、新疆大部3月入春，东北中部、华北北

部和西部、西北东北部及内蒙古中东部等地4月入春，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北部、青海北部、

四川西部等地5月入春。与常年相比，除黑龙江东北部、四川东南部、云南中部等地入春偏晚

5～10天外，全国其余大部地区接近常年或偏早，华北东部和南部、黄淮中西部、江淮大部、江

汉、江南北部和西部及贵州北部、新疆北部、甘肃、陕西中部等地偏早10～20天，部分地区偏早

20天以上（图1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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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2016年全国春（a）、夏（b）、秋（c）、冬（d）开始日期与常年比较 （单位：天）

(a)

(c)

(b)

(d)

夏季，华南及云南南部4月入夏，华北东部、江南大部及四川东南部、云南北部5月入夏，

华北西部和南部、黄淮大部、江淮、江汉西部、西北大部及贵州、辽宁西部、吉林西部等地6月入

夏，东北东部和北部、内蒙古中东部等地7月入夏。与常年相比，华北东南部、黄淮大部、江淮、

江汉、江南北部和西部及四川东部、陕西中部等地入夏时间偏晚5～20天，部分地区偏晚20天以

上；江南南部、华南大部及贵州、云南南部、甘肃、新疆北部等地偏早5～20天（图10b）。

秋季，东北大部、西北大部及内蒙古大部、四川西部等地8月入秋，华北东部、黄淮、江淮

北部、江汉及四川东部9月入秋，江淮南部、江南、华南北部10月入秋，华南南部11月入秋。

与常年相比，除新疆西部、辽宁南部、四川东部、重庆东南部、云南北部等地入秋偏早5～20天

外，全国其余大部地区接近常年或偏晚，其中东北中部、西北中东部、华北大部、黄淮、江淮南

部、江汉大部、江南中东部、华南北部及贵州大部、四川西部、云南南部、新疆北部等地偏晚

5～20天，部分地区偏晚20天以上（图10c）。

冬季（2016年），黑龙江北部、内蒙古东北部、青海大部9月入冬，东北大部、华北大部、

西北大部及内蒙古中西部10月入冬，黄淮大部、江淮、江汉、江南及四川东部和南部、重庆、贵

州、云南北部11月入冬。与常年相比，西北东部、黄淮南部、江淮北部、江汉北部及内蒙古大

部、山西北部和西部、四川西部等地入冬偏晚5～20天；东北中南部、华北东南部、黄淮北部、

江南南部及四川东部、重庆大部偏早5～20天（图10d）。

2016年

2016年

2016年

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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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2016年全国极端高温事件站点分布

6. 极端高温事件和极端低温事件均偏多

2016年，全国共有384站日最高气温达到极端事件标准，极端高温事件站次比为0.34，较常

年（0.12）和2015年（0.19）均明显偏多。年内，全国有83站日最高气温突破历史极值，主要分

布在四川、重庆、内蒙古、甘肃、青海、云南、海南等省（区、市），其中内蒙古新巴尔虎右旗

最高气温44.1℃（图11）；全国有413站连续高温日数达到极端事件标准，极端连续高温日数事

件站次比（0.3）较常年（0.13）偏多。

2016年，全国有70站日最低气温突破历史极值，其中内蒙古额尔古纳市最低气温-46.8℃。

极端低温事件站次比0.39，较常年（0.11）和2015年（0.01）明显偏多。年内，全国共有378站

日降温幅度达到极端事件标准，其中70站突破历史极值（图12）。

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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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2016年全国极端日降温事件站点分布

图13  1951-2016年全国平均年降水量历年变化（单位：毫米）

（二）降水

1. 全国平均降水量为历史最多

2016年，全国平均降水量730.0毫米，较常年（629.9毫米）偏多16%，比2015年（648.8毫米）

偏多13%（图13），为1951年以来最多。2月和8月降水偏少，3月接近常年同期，其余各月均偏

多，其中1月偏多94%、10月偏多55%，均为历史同期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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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  2016年全国年降水量分布（单位：毫米）

2. 长江中下游沿江、华南中东部及新疆降水偏多明显

2016年，长江中下游及其以南地区和重庆大部、贵州东部、云南南部降水量有1200～2000

毫米，其中安徽南部、江西东南部、福建、广东大部、海南等地超过2000毫米；东北、华北、西

北东南部、黄淮、江淮北部、江汉北部及四川、云南东部和北部、贵州西部、西藏中东部、青海

东南部等地有400～1200毫米，内蒙古大部、宁夏、甘肃中西部、青海中西部、西藏西部、新疆

北部等地100～400毫米，新疆南部、甘肃西北部等地不足100毫米（图14）。安徽黄山年降水量

（3494.4毫米）为全国最多，广东海丰（3433.3毫米）次多；新疆托克逊年降水量（3.5毫米）

为全国最少，新疆吐鲁番（11.5毫米）次少。

与常年相比，全国大部地区降水量接近常年或偏多，其中东北中部和东北部、华北西部、长

江中下游沿江、江南南部、华南中东部及重庆南部、湖北中南部、新疆大部、甘肃西北部、内蒙

古西部、西藏西部等地偏多20%～50%，江苏南部、安徽东南部、福建南部等地偏多50%至1倍

（图15）。

2016年

12

中 国 气 候 公 报   CHINA CLIMATE BULLETIN 



13

图15  2016年全国年降水量距平百分率分布（单位：%）

图16  2016年省（区、市）年降水量距平百分率（单位：%）

2016年，全国有29个省（区、市）降水量偏多（图16），其中江苏、福建、新疆分别偏多

50%、47%和43%，均为1961年以来最多；陕西、甘肃分别偏少9%和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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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7  2016年全国冬（a）、春（b）、夏（c）、秋（d）降水量距平百分率分布（单位：％）

(a)

(c)

(b)

(d)

3. 四季降水量均偏多

冬季，全国平均降水量62.3毫米，较常年同期（40.8毫米）偏多53%，为1961年以来最多。

除黄淮西部和南部、江淮、江汉大部及黑龙江西北部、内蒙古东北部、山西南部、陕西中部、青

海、新疆西南部等地降水量偏少20%～80%外，全国其余大部地区接近常年同期或偏多，其中东

北大部、华北大部、江南大部、华南、西南大部及内蒙古大部、宁夏、甘肃中西部、新疆中东部

等地偏多20%至2倍，局地偏多2倍以上（图17a）。

春季，全国平均降水量174.9毫米，较常年同期（143.7毫米）偏多22%，为1961年以来第

二多，仅次于1973年（179.1毫米）。除华北东南部、黄淮中部及内蒙古中部、新疆西南部等地

降水量较常年同期偏少20%～80%外，全国其余大部地区接近常年同期或偏多，其中东北大部、

江淮大部、江南大部、华南中东部、西南东北部、西北中部及云南西部、西藏中部、新疆北部、

内蒙东北部和西部等地偏多20%至1倍，局地偏多1倍以上（图17b）。

2015/2016年冬季 2016年春季

2016年夏季 2016年秋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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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8  2016年区域年降水量距平百分率（单位：％）

夏季，全国平均降水量343.4毫米，较常年同期（325.2毫米）偏多6%。除内蒙古东部、黑

龙江西部、山东半岛、河南南部、陕西南部、四川北部、甘肃东南部、青海东南部等地降水量

较常年同期偏少20%～80%外，全国其余大部地区接近常年同期或偏多，其中华北大部、江淮南

部、江南北部、江汉大部及重庆东南部、西藏西部、新疆大部、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等地偏多

20%至1倍（图17c）。

秋季，全国平均降水量164.4毫米，较常年同期（119.8毫米）偏多37%，为1961年以来最

多。除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青海西北部、新疆东南部等地降水量较常年同期偏少20%～80%

外，全国其余大部地区接近常年同期或偏多，其中东北大部、华北北部、黄淮南部、江淮、江南

南部和东部、江汉北部、华南大部及四川西部和东南部、云南中部、西藏北部、新疆西南部等地

偏多20%至2倍（图17d）。

4. 六大区域和七大江河流域降水量均偏多

2016年，全国各区域平均降水量均偏多，其中长江中下游（1680.5毫米）偏多25%，

为1961年以来最多；华北（546.1毫米）偏多23%，华南（1987.9毫米）偏多19%，东北

（687.1毫米）偏多17%（图18）。七大江河流域中，长江流域（1410.5毫米）偏多19%，仅次

于1954年；海河（624.7毫米）偏多22%，珠江（1835.3毫米）偏多18%，松花江（604.7毫米）

偏多16%，辽河（679.4毫米）偏多15%（图19）。与2015年相比，七大江河流域降水均偏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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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  2016年流域年降水量距平百分率（单位：％）

冬季，各区域平均降水量均较常年同期偏多，其中华南偏多1.6倍，为1961年以来第二多，

仅次于1983年；东北偏多66%，西南偏多42%。

春季，除华北降水量偏少12%外，其余各区域均偏多，其中东北偏多65%，为1961年以来

第二多，仅次于2010年；长江中下游偏多25%，西南偏多23%。

夏季，除华北和长江中下游地区降水量分别偏多27%和13%外，其余各区域接近常年同期或

略偏少，其中东北、西南均偏少2%。

秋季，各区域平均降水量接近常年同期或偏多，其中长江中下游偏多71%，为1961年以来

最多；东北偏多47%，华南偏多42%，华北偏多25%。

5. 我国东部地区降水日数偏多

2016年，全国平均降水（日降水量≥0.1毫米）日数为105天，较常年偏多2天。江淮大部、

江汉、江南、华南、西南中东部、东北东部和西北部及青海南部等地年降水日数在100天以上，

其中江南大部、华南中东部及贵州、重庆南部、四川东南部、云南西南部、海南东部等地有

150～200天；全国其余大部地区降水日数少于100天，其中新疆南部、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

青海西北部、西藏西北部不足50天。与常年相比，除四川西北部、青海东南部、陕西西南部、

贵州西南部、广西西部、云南东南部降水日数偏少10～20天外，全国其余大部地区接近常年或

偏多，其中江淮大部、江汉东部、江南中东部、华南中东部及黑龙江东部、吉林东北部、山西中

部、西藏中部等地偏多10～20天，福建大部、广东东部、江苏南部、浙江北部等地偏多20天以

上（图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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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  1961-2016年全国年暴雨日数历年变化（单位：站日）

图20  2016年全国年降水日数距平分布（单位：天）

6. 暴雨日数为1961年以来最多

2016年，全国共出现暴雨（日降水量≥50.0毫米）8303站日，比常年（5992站日）

偏多39%（图21），为1961年以来最多。华南、江南大部、江淮南部、江汉东部等地暴雨日数

普遍在5天以上，其中，广东、广西东北部和南部、福建、江西东南部和北部、湖北东南部、安

徽南部、江苏南部等地有7～10天，局地10天以上。与常年相比，江淮南部、江汉东南部、华南

中东部及江西南部等地暴雨日数偏多3～6天，局地偏多6天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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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  2016年全国极端日降水事件站点分布

7. 极端降水事件偏多

2016年，全国共有421站日降水量达到极端事件监测标准（图22），日降水极端事件站次比

为0.21，较常年（0.10）偏多。全国共有89站日降水量突破历史极值，其中海南临高（501.8毫米）、

广东信宜（455.2毫米）、河南辉县（439.9毫米）和新乡（414.0毫米）、福建柘荣（434.4毫

米）等地日降水量超过400毫米；在暴雨少发地区，多站日降水量突破历史极值，如甘肃碌曲

（123.5毫米）、新疆尼勒克（74.6毫米）等。全国共有64站连续降水量突破历史极值，主要出

现在北京、山西、安徽、湖北、江苏、新疆、青海等地。

2016年，全国共有351站的连续降水日数达到极端事件标准（图23），站次比为0.16，较常

年（0.13）偏多；其中有26站连续降水日数突破历史极值，主要分布在河南、安徽等地。

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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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3  2016年全国极端连续降水日数事件站点分布

8. 雨季特征

华南前汛期于3月21日开始，6月19日结束，历时90天，总降雨量763.3毫米。与常年相比，

开始偏早16天，结束偏早15天，雨季长度接近常年同期，雨量偏多6%。

西南雨季于5月21日开始，10月10日结束，历时142天，总降雨量731.3毫米。与常年相比，

开始偏早5天，结束偏早4天，雨季长度接近常年同期，雨量偏少2%。

梅雨始于5月25日，7月21日结束，梅雨季降雨量662.1毫米。与常年相比，入梅时间偏早

14天，出梅时间偏晚3天，梅雨季雨量偏多93%。江南梅雨入梅偏早14天，出梅偏晚11天，梅雨

期雨量偏多44%；长江中下游梅雨入梅偏晚5天，出梅偏晚8天，梅雨期雨量偏多108%；江淮梅

雨入梅偏早1天，出梅偏晚1天，雨量偏多59%。

华北雨季于7月19日开始，8月8日结束，历时21天，总雨量为162.4毫米。与常年相比，

开始偏晚1天，结束偏早10天，雨季长度偏短11天，雨量偏多20%。

华西秋雨于9月5日开始，10月31日结束，历时56天，平均雨量156.0毫米。与常年相比，

开始偏晚5天，结束偏早1天，雨季长度偏短6天，雨量偏少23%。

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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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4  2016年全国年日照时数距平分布（单位：小时）

（三）日照时数

1. 全国大部日照时数偏少

2016年，我国西北大部、华北北部、东北西部及内蒙古、西藏中西部等地日照时数超过2500小

时，东北大部、华北南部、黄淮、江淮、江南东北部、江汉大部、西北东南部及西藏东部、四川西部、云

南、广西南部、广东西部、海南等地日照时数一般有1500～2500小时，江南大部、华南大部及重庆、贵

州、四川东部、湖北西南部为1000～1500小时。与常年相比，除广西中部、四川东部等地日照时数偏多

100～200小时外，全国其余地区接近常年或偏少，其中，东北大部、华北南部、黄淮、江淮、江南大部、

华南中东部及新疆、西藏等地偏少100～400小时，局地偏少400小时以上（图24）。

2. 冬、春季日照接近常年同期，秋季中东部大部日照偏少

冬季，华南大部及云南、青海东南部、北疆等地日照时数偏少50小时以上，其中华南沿海及海

南、云南大部偏少100～200小时，我国其余大部地区日照时数接近常年同期。

春季，除黑龙江大部、长江中下游沿江及云南中西部、西藏中东部等地日照时数偏少50～100小

时外，我国其余大部地区日照时数接近常年同期。

夏季，西南东北部及青海东南部、陕西南部、湖北西部、广西中部、内蒙古东部、吉林中部等地

日照时数偏多50小时以上，其中四川东部偏多100～200小时；华北中部及黑龙江北部、内蒙古西

部、西藏大部、新疆中南部等地偏少50～100小时；我国其余地区日照时数接近常年同期。

秋季，我国大部地区日照时数接近常年同期或偏少，其中东北大部、华北中部和东北部、黄淮大

部、江淮、江汉中东部、江南大部、华南中东部及内蒙古东部等地偏少100～200小时。

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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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5  赤道太平洋（5ºN～5ºS）海表温度距平时间－经度剖面（单位：℃）

二、气候系统监测

（一）热带海洋和热带对流
2016年1-5月，赤道中东太平洋异常暖海温快速减弱，厄尔尼诺事件进入衰减期；5月，超

强厄尔尼诺事件结束。6-7月，赤道中太平洋海温呈现正常状态；7月后期开始出现冷海温，8月

赤道中东太平洋大部海温异常偏冷，进入拉尼娜状态。8-11月， Niño 3.4区海表温度距平指数连

续4个月维持在-0.5℃以下，12月Niño 3.4指数高于-0.5℃（图25）。

2016年1-4月，南方涛动指数（SOI）维持负值，5月以后由负转正，10月出现短暂波动

（图26），表明热带大气对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异常的响应显著。

2016年1-4月，赤道中太平洋地区对流异常显著，强对流活动（通常用射出长波辐射通量距

平来表征）中心位于日界线以东及其附近地区，其中1-2月，赤道西太平洋对流受到明显抑制。

5-7月，赤道太平洋地区未出现显著的对流活动异常。8-11月，随着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进入拉

尼娜状态，日界线及其附近地区对流受到明显抑制；同时，赤道西太平洋地区出现异常强的对流

活动（图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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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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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6  Niño 3.4海温指数（单位：℃）及南方涛动指数（SOI）逐月演变

图27  赤道太平洋（5ºN～5ºS）射出长波辐射通量距平时间－经度剖面（单位：瓦/平方米）

国家气候中心
National Climate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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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8  东亚冬季风指数历年变化（1950/1951年冬季至 2015/2016年冬季）

图29  西伯利亚高压指数历年变化（1950/1951年冬季至 2015/2016年冬季）

（二）大气环流

1. 冬季风偏强

2015/2016年冬季，东亚冬季风偏强，强度指数为1.3（图28）。冬季西伯利亚高压指数为

1.5，强度偏强（图29）。2015年12月，欧亚中高纬地区受平直西风气流控制，冷空气活动弱，

我国北方气温偏高。2016年1月，北半球中高纬大气环流出现明显调整，冷空气大举南下，强寒

潮影响我国大部地区，导致我国由暖转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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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0  1951-2016年西北太平洋副热带高压指数历年变化

（柱状图表示西伸脊点，红线表示面积，蓝线表示强度）

图31  2016年夏季西北太平洋副热带高压脊线位置逐日演变

（实线表示实际值，虚线表示气候值，柱状图表示距平值）

2. 西北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偏大偏强，西伸脊点偏西

2016年夏季，西北太平洋副热带高压面积显著偏大、强度显著偏强、西伸脊点位置显著偏

西（图30）。逐日监测结果显示（图31），6月和7月西北太平洋副热带高压脊线位置总体偏

南。受其影响，菲律宾附近低层存在异常反气旋环流，引导水汽向长江中下游地区输送，导致该

地区降水偏多。8月除第6候外，西北太平洋副热带高压脊线位置偏北，我国东部地区在副热带高

压控制下盛行下沉气流，长江流域持续高温少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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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  2016年南海季风监测区逐候纬向风强度指数（单位：米/秒，红色方框表示常年值）

图33  1951-2016年东亚副热带夏季风强度指数历年变化

3. 南海夏季风结束显著偏晚、强度略偏弱，东亚夏季风强度略偏强

2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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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候结束，较常年

（9月第6候）偏晚6候，为1951年以来结束最晚年。2016年南海夏季风强度指数为-0.35，强度

略偏弱。南海夏季风强度的逐候演变显示，自5月5候南海夏季风爆发后，强度呈波动性变化，5

月6候、6月4候至7月1候、7月4候至8月1候、8月5候、9月5候强度偏弱，其余时段强度较常年同

期偏强（图32）。2016年东亚副热带夏季风强度指数为0.33，季风强度略偏强（图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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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4  110º-120ºE候平均降水量纬度-时间剖面（单位：毫米）

2016年5月1-5候，我国东部雨带主要维持在华南地区。5月25日，随着南海夏季风爆发，

雨带推进至我国江南北部，江南区入梅，我国进入梅雨季节。6月3候后，副高北抬，长江中下游

地区和江淮地区于6月19日和6月20日相继入梅。7月21日，梅雨季节结束。7月6候至10月4候，

有20个台风在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地区活动。9月2候前，副高断裂，台风以北行路径为主，副高

西段与大陆高压结合，控制中国大部地区。9月3候后，副高再次北抬，台风以西行或转向路径为

主，影响中国东南沿海。10月6候，随着北方冷空气南下影响我国华南沿海和南海地区，南海地

区的热力性质出现明显改变，夏季风开始撤离南海地区，南海夏季风结束（图34）。

（三）北半球积雪

1. 欧亚与北半球秋季积雪面积偏大

2016年，北半球和欧亚积雪面积在1月、9-11月均较常年同期偏大，2-8月持续偏小

（图35a、b）。

中国积雪特征与北半球略有不同。2016年1-2月和9-11月中国积雪面积较常年同期明显

偏大，其余月份偏小（图35c）。从中国三大积雪区看，青藏高原积雪面积表现为1月、4月和

9月偏大，其余月份偏小（图35d）；新疆北部积雪面积1-2月及11月偏大，其余月份均偏小

（图35e）；东北地区（含内蒙古东部）1-2月和10-11月积雪面积偏大，3-4月偏小，5-9月基

本无积雪（图35f）。

26

中 国 气 候 公 报   CHINA CLIMATE BULLETIN 



27

图35  2015年12月至2016年11月北半球区域积雪面积指数（单位：百万平方公里）

（a）北半球，（b）欧亚大陆，（c）中国，（d）青藏高原，（e）新疆北部，（f）东北

（红色代表实际值低于气候值，蓝色表示高于气候值）

图36  2015/2016年冬季北半球积雪日数（左）及其距平（右）分布 （单位：天）

2015/2016年冬季，50°N以北的北美洲大部、欧亚大陆北部及中国东北地区等地积雪日数达

75天以上。与常年同期相比，欧洲东北部、中亚等地积雪日数偏少10～30天；北美洲中西部、

蒙古国南部、东亚北部等地偏多10～30天（图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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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7  2015/2016年冬季全国平均积雪深度（左）及其距平（右）分布（单位：厘米）

2. 中国冬季积雪深度

2015/2016年冬季，东北中部和北部、内蒙古东北部、新疆北部、青海北部和中部等地积雪

深度4～20厘米，局部超过20厘米（图37左）。与常年同期相比，黑龙江大部、内蒙古东北部、

新疆天山和阿勒泰地区、青海北部和中部积雪偏深2～10厘米，局地偏深10厘米以上；全国其余

大部地区积雪偏浅（图37右）。

三、主要气象灾害和极端天气气候事件

2016年，我国暴雨洪涝、台风和风雹等气象灾害比较突出，部分地区灾情重。入汛早，暴

雨多，南北洪涝并发；登陆台风多，平均强度强；强对流天气多，损失偏重；干旱范围小，影响

偏轻；夏季高温日数多、影响范围广；低温冷冻害和雪灾影响偏轻；春季北方沙尘天气少，影响

偏轻；秋冬霾天气频繁，对交通和健康影响大。

初步统计，2016年，全国干旱受灾面积占气象灾害总受灾面积的37%，暴雨洪涝占33%，

风雹占14%，台风占8%，低温冷冻害和雪灾占8%（图38）。气象灾害造成农作物受灾面积2622

万公顷，死亡失踪1600余人，直接经济损失约5000亿元。与2011-2015年平均值相比，死亡失

踪人数和直接经济损失均明显偏多，受灾面积略偏少。总体来看，2016年气象灾害属偏重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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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8  2016年全国主要气象灾害受灾面积占总受灾面积比例（单位：%）

干旱 37% 

暴雨洪涝 
33% 

风雹 14% 

台风 8% 

低温冷冻害 
和雪灾 8% 

（一）入汛早，暴雨多，南北洪涝并发
2016年，我国共出现46次区域性暴雨过程，为1961年以来第四多，强降水导致26个省

（区、市）出现城市内涝，为暴雨洪涝灾害偏重年份。

1. 入汛早，华南、江南暴雨洪涝灾害重

3月21日，华南进入前汛期，较常年（4月6日）偏早16天，较2015年（5月5日）偏早45

天，为近7年最早。3月21日至6月19日，江南、华南出现20次区域性暴雨过程。频繁强降水引发

山体滑坡、泥石流和城乡积涝等灾害，其中福建、湖南、广东、广西等省（区）受灾较重。5月

6-10日的暴雨过程强度大、影响范围广，福建泰宁（235.9毫米）、将乐（225.7毫米）及广西

阳朔（197.5毫米）日降水量突破历史极值；此次强降水引发山体滑坡造成福建泰宁38人死亡。

2. 6月下旬至7月中旬，长江中下游汛情严重

长江中下游6月19日入梅，7月20日出梅，梅雨量偏多1倍（图39）。期间，共出现7次区域

性暴雨过程。6月30日至7月6日，江淮、江汉、江南北部、华南中西部等地出现2016年持续时间

最长、强度最强、影响范围最广的暴雨过程，累计降水量100毫米以上的面积约65万平方公里，

300毫米以上面积约14万平方公里。长江中下游和太湖流域全线超警，其中长江流域发生1998年

以来最大洪水，太湖发生流域性特大洪水。

国家气候中心
National Climate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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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7月中旬，华北、黄淮暴雨洪涝严重

7月18-20日，华北、黄淮出现年内北方地区最强暴雨过程（图40），北京、河北及河南局

地降水量有310～680毫米，河北邯郸市局地达690～881毫米，北京大兴（242毫米）、河北井

陉（379.7毫米）等20多站日降水量突破历史极值，河南林州市东马鞍日降水量（703毫米）超过

常年全年总降水量（649毫米）。北京、天津、石家庄、邯郸、邢台、太原、郑州、安阳等地出

现城市内涝；海河部分支流发生洪水。

4. 9-10月，淮河-太湖流域秋汛明显

9-10月，黄淮南部、江淮、江南东部降水量比常年同期偏多5成以上，其中淮河、太湖流

域分别偏多1倍和2.2倍，均为历史同期最多；上述地区降水日数有20～30天，比常年同期偏多

6～15天。雨日多、降水量大，导致淮河、太湖流域主要河湖水位上涨迅猛，王家坝站达到洪峰

水位，太湖、洪泽湖蒋坝站出现超过警戒水位。

（二）登陆台风多，平均强度强
2016年，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共有26个台风（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生成，接近常年

（25.5个），其中8个登陆我国（图41、表1），较常年（7.2个）偏多0.8个。初台“尼伯特”登

陆日期仅早于1998年，是今年造成人员伤亡最多的台风，“莫兰蒂”造成的经济损失最重。全

年台风共造成174人死亡、24人失踪，直接经济损失766.5亿元。与2006-2015年平均值相比，

2016年台风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明显偏多，死亡失踪人口偏少。

图39  长江中下游梅雨量历年变化（单位：毫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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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  2016年登陆中国台风路径图（中央气象台提供）

图40  2016年7月18-20日京津冀鲁豫陕蒙辽八省（区、市）降水量分布（单位：毫米）

  CHINA CLIMATE BULLETIN  中 国 气 候 公 报  



1. 台风登陆强度强

2016年，8个登陆台风中，有6个登陆强度达到强台风级或以上（表1），其比例达75%，

与2005年并列为历史最高。台风平均登陆强度达13级、平均风速37.1米/秒，比常年（11级、

30.7米/秒）明显偏强，为1973年以来第3强。

2. 超强台风“莫兰蒂”强度强、致灾重 

第14号台风“莫兰蒂”于9月15日以强台风级别在福建省厦门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

大风力15级（48米/秒），中心最低气压945百帕。“莫兰蒂”是建国以来登陆闽南的最强台风，

也是2016年登陆我国大陆的最强台风。强度强、风力大、雨势猛，又恰逢天文大潮，致使福建、

浙江、江西、上海、江苏等省（市）遭受不同程度影响，其中福建受灾严重，厦门全城电力供应

基本瘫痪，全面停水，基础设施损坏严重。据统计，台风“莫兰蒂”共造成上述5省（市）375.5

万人受灾，44人死亡失踪，直接经济损失316.5亿元，为今年造成经济损失最重的台风。

3. 超强台风“尼伯特”造成人员伤亡大

第1号台风“尼伯特”于7月8日、9日先后在台湾台东和福建泉州石狮沿海登陆，登陆强度

分别为16级（55米/秒）和10级（25米/秒），为1949年以来登陆我国的最强初台。“尼伯特”造

成台湾、福建、江西、广东等地部分农田受淹、城镇进水、房屋倒塌、交通受阻，其中福建受灾

最重。据统计，此次台风过程共造成105人死亡失踪，87.4万人受灾，直接经济损失124.6亿元。

表1  2016年登陆中国台风简表

台风编号 
名称

登陆地点
登陆时间
（月.日）

登陆时最大风力
（风速）

影响省（市、区）

1601
尼伯特

台湾台东
福建石狮

7.8
7.9

16（55米/秒）
10（25米/秒）

台湾、福建、江西、广东

1603
银河

海南万宁 7.26 10（28米/秒） 海南、广西、云南

1604
妮妲

广东深圳市 
大鹏半岛

8.2 14（42米/秒） 广东、广西、云南、贵州、湖南

1608
电母

广东湛江 8.18 8（20米/秒） 广东、广西、海南、云南

1614
莫兰蒂

福建厦门 9.15 15（48米/秒） 福建、浙江、江西、上海、江苏

1617
鲇鱼

台湾花莲
福建泉州

9.27
9.28

14（45米/秒）
12（33米/秒）

浙江、福建、江西

1621
莎莉嘉

海南万宁
广西防城港

10.18
10.19

14（45米/秒）
10（25米/秒）

广东、广西、海南

1622
海马

广东汕尾 10.21 14（42米/秒） 广东、福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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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强对流天气多，损失偏重
2016年，我国大风、冰雹、龙卷风、雷电等局地强对流天气发生频繁。初步统计，全国有

2052县（市）次出现冰雹或龙卷风天气。与2001-2015年平均值相比，2016年降雹次数明显偏

多，其中北方风雹灾害突出；强对流天气造成的受灾面积和经济损失均偏多，死亡人数偏少，江

苏、山西、新疆受灾严重。

4月14-17日，湖南省郴州、衡阳、娄底等11个市州45个县（市、区）遭遇雷雨、大风和冰

雹袭击。受灾人口90.9万人，死亡6人；倒塌房屋1701间，损坏房屋3024间；农作物受灾面积

4.5万公顷，绝收1200公顷；直接经济损失6.9亿元。

6月12-14日，山西省太原、大同、阳泉等9市48个县（市、区）遭受风雹灾害，61.8万人受

灾；房屋倒塌200余间，损坏房屋1.9万间；农作物受灾面积5.6万公顷，其中绝收4100公顷；直

接经济损失4.5亿元。

6月23日，江苏省盐城市阜宁县、射阳县遭受龙卷风、冰雹特大灾害，阜宁县最大风速达

34.6米/秒，突破历史极值，阜宁县城北出现直径达20～50毫米的冰雹，盐城大部出现强降雨。

此次强对流天气造成99人死亡，846人受伤；4.6万间房屋倒塌，2.4万间损坏。

6月30日至7月3日，江苏省南京、无锡、徐州等8市35个县（市、区）遭受风雹灾害，44.5

万人受灾；房屋倒塌500余间，损坏房屋5400余间；农作物受灾面积10.2万公顷，其中绝收7500

公顷；直接经济损失10.8亿元。

（四）全国干旱范围小，影响偏轻
2016年，我国没有出现大范围、持续时间长的严重干旱，旱情较常年偏轻。年内，东北地

区及内蒙古东部出现夏旱，黄淮、江淮及陕西等地发生夏秋连旱，湖北、湖南、贵州、广西等省

（区）出现秋旱。

1. 东北地区及内蒙古东部夏旱

7月1日至8月29日，东北西部及内蒙古东部降水量不足50毫米，比常年同期偏少3～8成，局

地偏少8成以上；气温普遍比常年同期偏高1～2℃；内蒙古东部和吉林西部出现持续高温天气，

部分地区日最高气温超过40℃。高温少雨致使上述地区气象干旱露头并发展，内蒙古东北部、黑

龙江西部出现重度以上气象干旱，局部特旱，对当地玉米及牧草生长造成严重影响，部分地区人

畜饮水困难。

2. 黄淮、江淮及陕西等地夏秋连旱

 7月下旬至9月中旬，西北东南部、黄淮南部、长江中下游等地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少5～8

成；长江中下游地区高温日数有15～23天，西北东南部也出现阶段性高温天气。长时间高温少雨

加上作物需水旺盛，土壤墒情迅速下降，黄淮南部、江淮、江汉及陕西南部、甘肃东南部等地出

现中至重度气象干旱，对当地玉米、棉花、马铃薯等秋收作物生长发育和产量形成造成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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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鄂湘黔桂等省（区）部分地区出现秋旱

9月11日至10月17日，湖北中南部、湖南中部和西部、贵州东部、广西大部降水量普遍不足

25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少5～8成，局部地区偏少8成以上；同时，上述地区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

1～2℃，部分地区偏高2℃以上。雨少温高导致湖北南部、湖南中西部、贵州中部和东部、广西

南部和西部等地气象干旱发展，对油菜、蔬菜播种出苗和生长以及晚稻灌浆产生不利影响。

（五）夏季高温日数多，影响范围广
2016年夏季，全国平均高温（日最高气温≥35℃）日数9.9天，比常年同期偏多3天，为

1961年以来第二多，仅次于2013年（10.4天）；其中，华南夏季高温日数（24.6天）比常年同

期偏多10.4天，为1961年以来最多（图42）。广东、广西、甘肃夏季高温日数均为1961年以来

最多；四川为第二多。

图42  1961-2016年华南夏季高温日数历年变化（单位：天）

夏季，全国出现4次区域性高温天气过程。其中，7月下旬至8月下旬连续出现两次高温天

气过程，范围广、强度大、持续时间长。7月20日至8月26日，全国共有30省（区、市）1653县

（市）出现日最高气温超过35℃的高温天气，新疆吐鲁番（46.8℃）和托克逊（46.6℃）、内蒙

古新巴尔虎右旗（44.1℃）、陕西旬阳（43.6℃）、重庆开县（43.4℃）等103县市日最高气温

超过40℃；64县（市）突破当地历史极值；南方11省（区、市）平均高温日数19天，为1961年

以来最多；重庆开县40℃以上连续高温日数达14天，与历史最长纪录持平。

（六）低温冷冻害和雪灾影响偏轻
 2016年，全国平均降雪日数15.2天，比常年偏少11.2天，为1961年以来第三少。全年低温

冷冻害和雪灾共造成12人死亡，农作物受灾面积200万公顷，绝收26.3万公顷，直接经济损失

179亿元。与2010-2015年平均值相比，死亡人数、受灾面积、直接经济损失均偏少，属低温冷

冻害及雪灾偏轻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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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月下旬，南方出现雨雪冰冻天气

1月20-25日，我国大部地区遭受寒潮天气影响。降温幅度大、极端性强、影响范围广；

最大降温幅度一般有10～18℃，最低气温0℃线南压至华南中部一带，历史少见。有233个县

（市）最低气温跌破当地建站以来1月份历史极值，其中69县（市）最低气温突破历史记录。

南方地区还出现雨雪冰冻天气，安徽南部、浙江北部等地最大积雪深度15～20厘米、局地达

20～40厘米；雪线越过南岭南压至广州及珠三角一带，为1951年有气象记录以来最南，广州城

区出现建国以来首场降雪；贵州中南部、湖南中部等地及福建中部出现冻雨。此次低温雨雪冰冻

天气给南方地区农林业生产、交通出行、供电和通讯等带来较大影响，其中浙江、广东、云南等

省受灾较重。

2. 2月中旬至3月上旬，中东部接连遭受寒潮袭击

2月11-15日，寒潮袭击我国中东部大部分地区，最大降温幅度普遍有8～16℃，内蒙古中

部、辽宁西北部、安徽东南部、湖南东南部、江西中部和南部、贵州中西部等地超过20℃，寒潮

大风、降温和雨雪天气对春运带来不利影响。3月8-11日，我国中东部地区再次遭遇寒潮，南方

大部降温幅度有10～14℃，其中江南大部、华南北部及贵州大部等地有14～20℃。重庆、贵州

局部遭受低温冷冻灾害或雪灾，春茶、小麦、油菜等生长受到不利影响。

3. 11月中旬，新疆北部发生雪灾

11月10-18日，新疆北部出现持续性强降雪天气。塔城、阿勒泰地区平均降雪量均在40毫米

以上，其中塔城裕民县降雪量77.7毫米、塔城市降雪量60.3毫米，两站过程累积降雪量均突破当

地11月历史极值；塔城北部、阿勒泰大部积雪深度达20厘米以上。此次强降雪对交通、农牧业等

造成严重影响。

4. 11月下旬，中东部遭受寒潮袭击

11月20-24日，受寒潮天气影响，我国中东部大部分地区出现12℃以上降温，其中内蒙古

中部等地降温超18℃，气温零度线南压至长江沿线，华北等地最低气温接近-10℃，黑龙江、内

蒙古局地低于-30℃；河南、湖北等地30多个县（市）最低气温为当地11月历史极小值。东北、

华北至江南北部出现降雪或雨夹雪天气，河南中部、陕西关中、安徽中部及河北北部等地出现暴

雪。低温及雨雪致使江淮、江汉及河南等地部分设施农业产生一定影响；河南、陕西、山东等地

交通受到明显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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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春季北方沙尘天气少，影响偏轻
2016年春季，北方地区共出现8次沙尘天气过程（表2），比常年同期（17次）偏少9次，其

中沙尘暴和强沙尘暴过程共3次（图43）。北方地区平均沙尘日数为2.4天，比常年同期偏少2.7天，

为1961年以来第三少。2016年首次沙尘天气过程发生在2月18日，比2000-2015年平均

（2月15日）偏晚3天，较2015年（2月21日）偏早3天。5月10-11日的沙尘暴天气过程是2016

年最强的一次，南疆盆地、内蒙古中部、宁夏北部、辽宁西部、吉林西部等地出现扬沙或浮尘天

气，其中南疆盆地局地出现强沙尘暴。

表2  2016年春季北方地区沙尘天气过程简表

1 3月3-4日 沙尘暴 地面冷锋、蒙古气旋

新疆南部、内蒙古中西部、青海、甘
肃、宁夏、陕西北部、山西北部等地
出现扬沙或沙尘暴，其中，新疆淖毛
湖、内蒙古海都拉、二连浩特等地出
现了强沙尘暴。

2 3月17日 扬沙 地面冷锋、蒙古气旋
内蒙古东南部、吉林西部、辽宁西部
等地出现扬沙，内蒙古中西部、南疆
盆地、甘肃西部等地出现浮尘。

3 3月31日至4月1日 扬沙 地面冷锋、蒙古气旋
内蒙古中西部、辽宁西部、吉林西
部、南疆盆地、华北中北部等地出现
扬沙，内蒙古中部局地出现沙尘暴。

4 4月15日 扬沙 地面冷锋、蒙古气旋
内蒙古中部、吉林西部等地出现扬沙
天气。

5 4月21-22日 扬沙 地面冷锋、蒙古气旋
内蒙古中部、吉林西部出现扬沙，辽
宁南部、北京东北部等地出现浮尘。

6 4月30日至5月1日 沙尘暴 地面冷锋、蒙古气旋

内蒙古中西部、南疆盆地、青海、甘
肃中东部、宁夏、陕西中北部等地出
现扬沙，局地沙尘暴。新疆莎车、塔
中、库车、且末、若羌，青海冷湖、
都兰出现强沙尘暴。

7 5月5-6日 扬沙 地面冷锋、蒙古气旋
内蒙古中部、华北北部、南疆盆地等
地出现扬沙。内蒙古二连浩特、新疆
民丰出现沙尘暴。

8 5月10-11日 强沙尘暴 地面冷锋、蒙古气旋

南疆盆地、内蒙古中部、宁夏北部、
辽宁西部、吉林西部等地出现扬沙或
浮尘天气，其中南疆盆地局地出现强
沙尘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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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3  2000-2016年春季北方沙尘天气过程历年变化（单位：次）

（八）秋冬霾天气频繁，对交通和健康影响大
2016年，我国共出现8次大范围、持续性中到重度霾天气过程（主要集中在1月、11月和12月），

过程次数少于2015年。

1月1-3日，北京、天津、河北中南部、山东、河南、山西东部和南部、陕西关中等地出现

持续性霾天气，霾影响面积为195万平方公里，部分地区PM2.5浓度超过350微克/立方米，河北

中南部局地超过500微克/立方米。

11月3-6日，东北、华北、黄淮及陕西、江苏南部等地出现霾天气过程，霾影响面积为97

万平方公里，污染较重，北京PM2.5日均值超过300微克/立方米，哈尔滨局地PM2.5日均值超过

1000微克/立方米。

12月16-21日，华北、黄淮以及陕西关中、苏皖北部、辽宁中西部等地出现霾天气。全国受

霾影响面积268万平方公里，其中重度霾影响面积达71万平方公里，有108个城市达到重度及以

上污染程度；北京、天津、河北、河南、山西、陕西等地的部分城市出现“爆表”，北京和石家

庄局地PM2.5峰值浓度分别超过600微克/立方米和1100微克/立方米。此次过程为2016年持续时

间最长、影响范围最广、污染程度最重的霾天气过程，北京、天津、石家庄等27个城市启动空气

重污染红色预警，中小学和幼儿园停课，北京、天津、石家庄、郑州、济南、青岛等多个机场出

现航班大量延误和取消，多条高速公路关闭；呼吸道疾病患者增多。

0

4

8

12

16

20

2000 2002 2004 2006 2008 2010 2012 2014 2016

沙
尘
过
程
（
次
）

 

年 份 

沙尘总次数 沙尘暴次数 

国家气候中心
National Climate Center

  CHINA CLIMATE BULLETIN  中 国 气 候 公 报  



图
44

  2
01

6年
中
国
重
大
天
气
气
候
事
件
示
意
图

台
风

 
 
登
陆
多
，
平
均
强
度

明
显
偏
强
，
超
强
台
风
“
莫

兰
蒂
”
、
“
尼
伯
特
”
造
成

严
重
人
员
伤
亡
和
经
济
损
失
。

强
对

流
 
 

6月
23
日
，
江

苏
盐
城
出
现
历
史
罕
见
龙

卷
风
、
冰
雹
天
气
，
造
成

重
大
人
员
伤
亡
。

雾
和

霾
 
 

12
月

16
-2

1日
，
华
北
、
黄
淮
等

地
持
续
雾
、
霾
天
气
，

10
8个
城
市
达
到
重
度

及
以
上
污
染
级
别
，
北
京
发
布

20
16
年
首
个

空
气
重
污
染
红
色
预
警
。

干
旱

 
7-

8月
，
东
北
西

部
及
内
蒙
古
东
部
降
水

量
较
常
年
同
期
偏
少

3～
8成
，
农
牧
业
和
人
畜
饮

水
受
影
响
。

暴
雨

洪
涝

 
 

3月
下
旬
至

6月
中
旬
，
江

南
、
华
南
降
水
过
程
多
，
降
水
量
大
，
多

地
出
现
山
体
滑
坡
、
泥
石
流
和
城
乡
积
涝

等
灾
害
。

高
温

 
 
夏
季
，
全
国
平
均
气

温
创
新
高
；

7月
20
日
至

8月
26
日
，
有

16
00
余
县
（
市
）

出
现
不
同
程
度
的
高
温
天
气
，

64
县
（
市
）
日
最
高
气
温
突

破
历
史
极
值
。

暴
雨

洪
涝

 
 

6-
7月

,长
江
中
下
游

平
均
降
水
量
较
常
年
同
期
偏
多

1倍
以
上
，
长
江
中
下
游
和
太
湖
流
域
全

线
超
警
，
汛
情
严
重
。

20
16
年
，
中
国
年
平
均
气
温
较
常
年
偏
高

0.
81
℃
，
为
历
史
第
三
高
；

中
国
平
均
年
降
水
量
较
常
年
偏
多

16
%
，
为
历
史
最
多
。

暴
雨

洪
涝

 
 

1
月

27
-2

9
日
，
南
方
出
现
区
域
性
暴
雨

天
气
过
程
，

34
县
（
市
）

日
降
水
量
突
破

1月
历
史
极

值
，
广
东
、
广
西
受
灾
较
重
。

暴
雨

洪
涝
 
 

7月
18

-2
0日
，

华
北
、
黄
淮
等
地
出
现
强
降

水
过
程
，

20
多
个
县
（
市
）

日
雨
量
突
破
历
史
极
值
，
河

北
受
灾
严
重
。

寒
潮

 
1月

20
-2

5日
，
受

强
冷
空
气
影
响
，

69
县
（

市
）
日
最
低
气
温
突
破
历

史
极
值
，
广
州
出
现
建
国

以
来
首
场
降
雪
；
南
方
农

林
业
、
交
通
、
电
力
通
讯

等
受
到
较
大
影
响
。

寒
潮

 
11
月

20
-2

4日
，
我
国

中
东
部
大
部
地
区
出
现

12
℃

以
上
降
温
，
东
北
、
华
北
至

江
南
北
部
出
现
降
雪
，
部
分

地
区
农
业
及
交
通
受
影
响
。

雪
灾

 
 

11
月

10
-1

8日
，
新

疆
北
部
出
现
持
续
性
强
降
雪

过
程
，
对
交
通
、
农
牧
业
等

造
成
严
重
影
响
。

38

中 国 气 候 公 报   CHINA CLIMATE BULLETIN 



干
旱

玻
利

维
亚

遭
遇

干
旱

导
致

水
库

干
涸

，
面

临
25

年
以

来
最

严
重

水
危

机
，

粮
食

产
量

受
严

重
影

响
。

干
旱

非
洲
多
国
遭
受
持
续

性
干
旱
影
响
，
导
致

粮
食
严
重
短
缺
，
数

千
万
人
面
临
饥
荒
。

森
林
火
灾

5月
3日

，
加

拿
大

艾
伯

塔
省

因
高

温
和

大
风

天
气

发
生

森
林

大
火

，
损

失
惨

重
。

高
温

澳
大

利
亚

维
多

利
亚

州
遭

遇
18

56
年

以
来

最
炎

热
的

3月
。

高
温

6月
下
旬
，
美
国
纽

约
、
费
城
和
华
盛
顿

等
地
遭
遇
高
温
热
浪

天
气
，
气
温
达
到
百

年
来
最
高
纪
录
。

暴
雪

1月
22

-2
4日

，
美
国

大
西
洋
沿
岸
中
部
和

东
北
部
地
区
遭
遇
暴

风
雪
，

20
个
州

85
00

万
人
受
影
响
。

9

99

飓
风

10
月

上
旬

，
飓

风
“马

修
”袭

击
了

加
勒

比
海

沿
岸

，
造

成
海

地
近

千
人

死
亡

。

暴
雨
洪
涝

3月
10

-1
1日

，
巴

西
圣

保
罗

州
遭

遇
暴

雨
天

气
，

造
成

交
通

中
断

，
20

人
因

灾
死

亡
。

高
温

热
浪

暴
风

雪
、

低
温

寒
流

暴
雨

洪
涝

台
风

、
飓

风
、

热
带
气

旋

干
旱

山
火

龙
卷

风

99

暴
雨
洪
涝

2月
中
旬
，
连
日
暴

雨
导
致
英
国
泰
晤

士
河
决
堤
，
引
发

伦
敦
城
市
内
涝
；

6月
上
旬
，
巴
黎
塞

纳
河
因
连
日
强
降

雨
，
水
位
暴
涨
达

30
年
来
最
高
水
平

。

暴
雪

3月
1日

晚
，
莫
斯
科
遭
遇

19
36

年
以
来
的
最
大
暴
雪
，

当
夜
降
雪
量
达

26
毫
米
。

雾
霾

雾
霾

10
月

，
印

度
新

德
里

遭
遇

严
重

雾
和

霾
天

气
，

PM
2.

5
浓

度
超

出
W

H
O
安

全
标

准
的

10
倍

；
11

月
中

旬
，

伊
朗

德
黑

兰
遭

遇
雾

和
霾

天
气
，
幼
儿
园
及
小
学
宣
布
停
课
。

暴
雨
洪
涝

6月
30

日
至

7月
6日

中
国

长
江

中
下

游
遭

遇
多

次
暴

雨
过

程
，

损
失

严
重

；
7月

18
-2

0日
，

中
国

华
北

和
黄

淮
地

区
出

现
强

降
水

过
程

，
多

地
日

雨
量

突
破

历
史

极
值

；
9月

上
旬

，
朝

鲜
普

降
暴

雨
引

发
70

年
以

来
最

大
洪

水
。
雾
霾

12
月

16
-2

2日
，

中
国

华
北

、
黄

淮
等

地
遭

遇
持

续
性

雾
和

霾
天

气
，

百
余

个
城

市
达

到
重

度
及

以
上

污
染

。

低
温

1月
20

-2
5日

，
中

国
大

部
遭

遇
寒

潮
，

降
雪

线
压

至
华

南
地

区
，

为
19

51
年

以
来

最
南

。

龙
卷
风

6月
23

日
中

国
盐

城
发

生
了

历
史

罕
见

龙
卷

风
冰

雹
灾

害
天

气
，

造
成

近
千

人
伤

亡
。

暴
雨
洪
涝

4月
上

旬
，

巴
基

斯
坦

遭
遇

暴
雨

引
发

洪
水

，
92

人
死

亡
；

5月
中

旬
，

斯
里

兰
卡

遭
遇

暴
雨

引
发

泥
石

流
，

92
人

死
亡

；
7月

下
旬

，
尼

泊
尔

遭
遇

暴
雨

引
发

洪
水

泥
石

流
，

造
成

90
多

人
死

亡
，

20
0多

万
人

受
灾

；
7-

9月
，

印
度

东
部

、
北

部
、

中
部

等
多

地
发

生
严

重
洪

涝
，

导
致

上
千

人
遇

难
，

数
百

万
人

受
灾

。

干
旱

3-
5月

，
湄

公
河

流
域

遭
遇

半
个

世
纪

以
来

最
严

重
干

旱
；

4-
6月

，
印

度
遭

遇
近

40
年

以
来

最
严

重
旱

灾
，

超
过

3亿
人

受
灾

。

20
16
年
全
球
重
大
天
气
气
候
事
件
示
意
图



四、气候影响评估

（一）气候与农业
2016年，我国冬麦区冬小麦生长前期气候条件较好，但夏收期间雨日偏多对冬小麦的产量

和品质造成一定影响；早稻生育期内出现暴雨洪涝、寡照、高温等灾害性天气，气候条件较差；

晚稻、一季稻和玉米产区气候条件接近常年或偏好，对农业生产比较有利。

1. 冬小麦

冬小麦全生育期，光热充足，降水量接近常年同期或偏多，土壤墒情适宜，但夏收期间雨日

偏多，影响冬小麦的产量和品质。秋播期麦区大部土壤蓄墒充足，冬小麦播种出苗顺利；播种至

入冬前热量充足，利于冬小麦形成壮苗；冬季，北方冬麦区气温偏高、墒情适宜，利于冬小麦安

全越冬，但南方麦区出现低温天气，江苏、安徽部分地区低温日数有15～20天；春季冬麦区光热

充足，降水及时，利于冬小麦生长；夏收期间，江淮、黄淮西部和西北地区东南部雨日较多，对

冬小麦产量和品质造成一定影响。

2. 双季稻

（1）早稻 

早稻生育期内，江南、华南出现暴雨洪涝、寡照、高温等灾害性天气，气候条件较差。播

种育秧和移栽返青期大部光温适宜，早稻播种适时，栽插返青顺利；但4-5月，部分地区暴雨洪

涝、寡照等影响早稻生长发育；6月下旬，江南南部、华南大部出现5～8天高温天气，不利于早

稻授粉结实和充分灌浆。

（2）晚稻 

晚稻生育期内，主产区气象条件总体利于晚稻生长发育及产量形成。7月，江南、华南高温

日数有6～15天，部分地区达16～20天，对晚稻移栽后秧苗生长不利；8-10月，江南、华南大部

晚稻区光温正常，且晚稻区未出现低温寒露风灾害，利于晚稻生长发育。

3. 一季稻

一季稻生育期内，总体上气候条件一般，比2015年略差。长江中下游一季稻播种育秧期

间，气温偏高，热量充足；5-6月，长江中下游降水量较常年同期偏多，发生严重洪涝灾害，部

分农田反复受淹；7月洪涝与高温叠加，影响一季稻生长发育；8-10月长江中下游地区气候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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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6  1961-2016年全国年降水资源历年变化（单位：亿立方米）

较好，利于一季稻生长发育。东北大部一季稻区气候条件较好，虽然黑龙江地区6月低温日数有

15天，但后期热量条件较好，利于一季稻生长发育。

4. 玉米

玉米生育期内，全国大部玉米产区光温适宜、降水充沛，利于玉米生长发育和产量形成。

仅内蒙古东部、黑龙江西南部、吉林西北部和西北地区东部等地7-8月降水量偏少，出现不同程

度旱情，对玉米抽雄吐丝和灌浆不利；另外，长江中下游地区6-7月降水偏多，发生严重洪涝灾

害，华北、黄淮部分地区7月遭受暴雨或大暴雨天气，部分农田出现渍害。

（二）气候与水资源 

1. 年降水资源总量状况

2016年，全国年降水资源总量为68888亿立方米，比常年偏多9250.9亿立方米（图46），

比2015年多7704.8亿立方米。从全国年降水资源量历年变化及年降水资源丰枯评定指标来看，

2016年属于异常丰水年份，为1961年以来最多。

50000

52000

54000

56000

58000

60000

62000

64000

66000

68000

70000

1961 1965 1969 1973 1977 1981 1985 1989 1993 1997 2001 2005 2009 2013

年
降

水
资

源
量

（
亿

立
方

米
）
 

年份 

异常丰水 

  丰水 

枯水 

异常枯水 

国家气候中心
National Climate Center

  CHINA CLIMATE BULLETIN  中 国 气 候 公 报  



图47  2016年全国年水资源总量评估等级图

图48  2016年流域地表水资源量丰枯状况（单位：%）

2. 年水资源分布状况

2016年，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黑龙江、江西、湖南、重庆、贵州、海南、西藏、

青海等12个省（区、市）属于丰水年份，吉林、山西、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湖北、福建、

广东、新疆等10个省（区、市）属于异常丰水年份；其余省份均属正常年份（图47）。

3. 流域水资源状况

2016年，十大流域中仅有西南诸河流域地表水资源量较常年偏少；其他流域均较常年偏多

（图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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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9  2015/2016年冬季北方15省（区、市）气温距平（单位：℃）和采暖耗能变率（单位：%）

西南诸河流域地表水资源量约为4795亿立方米，较常年偏少7.8%；东南诸河流域地表水资

源量2356亿立方米，偏多33.4%；西北内陆河流域419亿立方米，偏多32.3%；海河流域140亿

立方米，偏多22.7%；长江流域12444亿立方米，偏多19.7%；珠江流域5287亿立方米，偏多

17.5%；松花江流域1187亿立方米，偏多15.6%；辽河流域448亿立方米，偏多15.4%；淮河流

域867亿立方米，偏多8.1%；黄河流域518亿立方米，偏多7.6%。

（三）气候与能源

1. 气候与能源需求

1）冬季北方采暖耗能评估

北方15省（区、市）冬季采暖耗能评估结果显示（图49），内蒙古、宁夏、甘肃气温较常

年同期偏低，采暖耗能略增加，内蒙古增幅最大为2%；其余各省冬季平均气温均较常年同期偏

高，采暖耗能不同程度减少，其中河南、天津减幅均超过10%。

从冬季各月来看，2015年12月，15省份气温均偏高，采暖耗能减幅3%～27%。2016年1

月，除新疆、青海外，其余省份气温均较常年同期偏低，采暖耗能增加2%～15%。2月，河南、

天津、山东、河北、北京、辽宁、吉林、青海气温均偏高，采暖耗能减幅2%～40%；其余省份

气温较常年同期偏低，采暖耗能增加，增幅在10%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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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0  2016年7月主要城市气温距平（单位：℃）和降温耗能变率（单位：%）

2）夏季降温耗能评估

2016年夏季，全国大部地区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使得降温耗能不同程度偏高。据统计， 

2016年夏季全国用电量为1607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5%，其中6月、7月和8月用电量分别为

4925亿千瓦时、5523亿千瓦时和5631亿千瓦时，分别同比增长2.6%、8.2%和8.3%。经有关部

门测算，2016年夏季全国降温电量约16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约30%；全国降温电量占全社会

用电量比重约10%，同比提高约2个百分点。

6月，乌鲁木齐、银川、兰州、成都、重庆、福州、贵阳、北京、南昌、郑州、天津、南

宁、广州等地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明显，降温耗能增幅均超过30%；其余城市气温接近常年同

期或偏低，呼和浩特、哈尔滨、武汉、合肥、南京等地气温偏低明显，降温耗能普遍偏低30%

以上。7月，除呼和浩特气温偏低明显，降温耗能偏低53%外，其他城市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或

接近常年，其中银川、兰州、哈尔滨、成都、长春、贵阳、郑州、重庆、上海等地偏高明显，

降温耗能增加40%以上（图50）。8月大部分城市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明显，降温耗能增幅超过

30%；仅武汉、福州、济南、南宁、长沙、广州、海口等城市气温接近常年同期或偏低，贵阳气

温偏低较为明显，降温耗能偏少近30%。

2. 气候与风电资源

2016年，全国大部分区域80米高度平均风速接近近10年（2006-2015年）平均值，仅河北

中部、山西中东部、新疆北部等地偏低5%～15%；新疆南部、青海北部、甘肃中部、西藏西部

和南部等地偏高5%～15%（图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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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  2016年全国80米高度平均风速距平百分率（单位：%）

2016年，风电集中建设的三北地区和东部沿海的风能资源可利用小时数与近10年平均值持

平，广东、广西、湖南和江西偏高7%～13%。

（四）气候与植被
根据MODIS 增强型植被指数（EVI）监测显示：2016年5-9月，秦岭及淮河以南大部分地

区、东北大部、华北大部、西北东南部及内蒙古东北部植被覆盖较好或好；西北大部、青藏高原

中西部及内蒙古中西部等地植被覆盖较差（图52左）。与2001-2010年同期平均相比，内蒙古

东部偏北地区、河北东南部、山东大部、河南中部、陕西中部、江苏中南部、浙江北部、安徽中

部、湖北中南部、湖南东北部、四川西北部及中部、青海东南部、西藏东部部分地区及云南西北

部等地植被长势偏差；江南南部和西部、华南大部、西南东部、西北东部、华北西部和北部、东

北中西部及内蒙古东北部、山东西北部、陕西北部、甘肃东部、新疆西北部局地植被长势偏好；

全国其余大部分地区植被长势与2001-2010年平均相当（图52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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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2  2016年植被生长季（5-9月）全国植被指数（左）及与2001-2010年同期比较（右）

图53  2016年全国交通运营不利日数（左）及距平（右）分布（单位：天）

（五）气候与交通
2016年，全国大部地区交通运营不利日数（10毫米以上降水、雪、冻雨、雾及扬沙、沙

尘暴、大风）有20～60天，其中南方大部及吉林东南部、辽宁东北部、北疆局部等地超过60天

（图53左）。与常年相比，除西北中部及西藏大部偏少外，我国其余大部地区交通运营不利日数

偏多，其中，中东部大部地区偏多20天以上（图53右）。

年内，雾和霾造成的低能见度、降雪、沙尘天气、台风、暴雨等不利天气给公路、铁路及航

空运输造成较大影响。特别是11月下旬，寒潮降雪天气使河南、陕西、山东等地交通运输受到明

显影响，部分路段发生重大交通事故，造成人员伤亡。 

2016年

交通不利日数分布图

2016年

交通不利日数距平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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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气候与大气环境
大气环境容量反映大气对污染物的通风扩散和降水清洗能力。2016年，东北大部及内蒙古

大部、青海南部、西藏中部、云南东部和西北部、四川南部、山东半岛东部、海南西部等地的大

气环境容量在45吨/天/平方公里以上，大气对污染物的清除能力较强；新疆西南部大气环境容量

小于25吨/天/平方公里，大气对污染物的清除能力较差；全国其余大部地区为25～45吨/天/平方

公里，大气对污染物的清除能力一般（图54）。

2016年冬半年（1-3月，10-12月），京津冀地区平均大气环境容量为29.8吨/天/平方公

里，较常年同期偏低12.6%，较近十年（2006-2015年）同期偏低1.8%（图55a）；长三角地区

为34.2吨/天/平方公里，较常年同期偏低9.9%，较近十年同期偏高2.8%（图55b）；珠三角地区

为28.4吨/天/平方公里，较常年同期偏低6.1%，但较近十年同期偏高24.6%（图55c）。

图54  2016年全国年平均大气环境容量分布（单位：吨/天/平方公里）

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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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5  1961-2016年京津冀（a）、长三角（b）和珠三角（c）地区冬半年平均大气环境容量历年变化 
（单位：吨/天/平方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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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6  2016年全国年舒适日数距平分布（单位：天）

（七）气候与人体健康
2016年，全国平均年舒适日数146天，比常年偏少3天。全国大部地区年舒适日数偏少，其

中华南南部、西北东南部及四川北部、重庆东南部、湖北西北部、河南西南部、河北东北部、内

蒙古东南部、新疆中部和北部等地偏少10～30天；华北大部、黄淮中东部、江南大部等地舒适日

数略偏多（图56）。

冬季，华北东南部、黄淮大部、江淮、江南东北部等地舒适日数较常年同期偏多5～10天，

部分地区偏多10～20天；全国其余大部地区接近常年同期或偏少，其中新疆、青海东部、陕西北

部、山西中北部、河北北部、吉林东部、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北部等地偏少5～10天，局地

偏少10～20天。

春季，华北东南部、黄淮、江淮大部、江南及广西东部、四川东部、新疆中部和西南部等地

舒适日数较常年同期偏多5～10天，局地偏多10～20天；全国其余大部地区接近常年同期。

夏季，除新疆西南部、青海南部等地舒适日数较常年同期偏多5～10天，局地偏多10～20天

外，全国其余大部地区接近常年同期或偏少，其中东北中部、西北东部、西南东部及山东半岛、

内蒙古东部等地偏少5～10天，部分地区偏少10～20天。

秋季，除内蒙古西部、甘肃西北部、宁夏、云南北部和东部、贵州西部等地舒适日数较常年

同期偏多5～10天外，全国其余大部地区接近常年同期或偏少，其中黄淮中西部、江淮、江汉、华

南大部及湖南北部、四川东北部、重庆、陕西南部等地偏少5～10天，部分地区偏少10～20天。

2016年

全国舒适日数距平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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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十大天气气候事件  

1.    今年全国降水量为1951年以来最多

2.    今年全球最强台风“莫兰蒂”重创厦门

3.    超强厄尔尼诺携暴雨高温闯大江南北

4.  “Boss级”寒潮来袭，广州家中赏雪

5.  “暴力梅”致长江中下游全线超警

6.    罕见龙卷风发威，重创盐城阜宁

7.    汛期44次大范围暴雨致近百城内涝

8.    全球变暖下我国夏季气温创新高

9.  “7.20”超强暴雨重创华北多地

10.  今年最强霾过程拉响27城重污染红色预警

国外十大天气气候事件

1.    全球5月送别超强厄尔尼诺，拉尼娜迅速接棒

2.    莫斯科遭遇80年来3月最大暴雪

3.    非洲多国持续高温干旱，粮食严重短缺

4.    北半球多地1月下旬同时遭遇寒流

5.    美国多城遇夺命热浪，创百年最热纪录

6.    全球最严重雾霾笼罩新德里

7.    冬季强风暴袭击英国，泰晤士河决堤

8.    东南亚严重旱灾，湄公河水位创新低

9.    加拿大持续高温干旱，森林大火蔓延

10.  法国洪水泛滥，埃菲尔铁塔“被困”

2 0 1 6 年 国 内 外 十 大 天 气 气 候 事 件2 0 1 6 年 国 内 外 十 大 天 气 气 候 事 件

说明：本公报统计数据不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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