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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９年秋季全国干旱状况及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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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２００９年秋季我国大部分地区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１～２℃。全国有３个主要旱区：内蒙古中
东部及东北地区、华南地区和西南地区。内蒙、吉林、辽宁、黑龙江、河北、江西、四川、西藏、贵州、云

南、广西、广东、福建等省份都有不同程度旱情出现。持续发展的干旱造成旱区农作物受旱面积较大，

给各省农作物造成严重影响。干旱还造成旱区人及牲畜饮水困难、湖泊及水库干涸、部分河流水位持

续下降、出现林业有害生物、发生航道堵航等干旱衍生灾害。

关键词：秋季；干旱状况；干旱演变；影响

　　收稿日期：２００９－１２－０５；改回日期：２００９－１２－１０

　　２００９年秋季，全国大部分地区气温较常年同期
偏高１～２℃，其中华东、华中部分地区偏高２～４℃。
西北、华北、华东、华中等部分地区降水量较常年

同期偏少 ２０％ ～６０％。旱区主要分布在内蒙、吉
林、辽宁、黑龙江、河北、湖南、江西、四川、西藏、贵

州、云南、广西、广东、福建等省份（图１）。

图１　２００９年秋季（９～１１月）全国旱情分布示意图

　　９月，除东北、华北，全国其它地方大部分地区气
温较常年同期偏高１～２℃；西南、华中、东北等地降
水偏少２５％～５０％。内蒙古东南部、吉林西南部、辽
宁大部、河北上旬存在轻到中旱，中旬部分地区旱情

缓解，下旬旱情进一步发展；湖南大部、江西大部、西

藏南部上旬存在轻旱，中旬轻旱仍存在，下旬旱情缓

解；贵州、广西、广东部分地区旱情一直持续（图２）。
　　１０月，全国大部分地区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



其中华东、华中气温偏高２～４℃，降水偏少８０％ ～
１００％。内蒙古东南部、吉林西部、辽宁中旬旱情加
剧，下旬旱情缓解；西藏南部及东部上旬存在轻到中

旱，中、下旬旱情缓解；河北、山东、湖南、江西、贵州、

广西、云南、广东、福建上旬存在轻旱，下旬发展到中

旱，部分地区达到重旱（图３）。

图２　２００９年９月全国旱情分布示意图

图３　２００９年１０月全国旱情分布示意图

　　１１月，西南部分地区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降
水偏少。内蒙古中部及东部、黑龙江大部、辽宁西

部、甘肃东部、湖北、湖南、江西、广东、福建上旬存在

轻到中旱，中旬旱情基本解除；四川南部上旬存在轻

到中旱，中旬旱情加剧，下旬旱情稍有缓解；贵州、广

西、云南旱情较重，下旬旱情稍有缓解（图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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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２００９年１１月全国旱情分布示意图

１　华北及东北地区

２００９年秋季，华北及东北地区旱情主要出现在
河北大部、内蒙古中东部、吉林、辽宁、黑龙江等地。

９月以来，内蒙古中东部、辽宁和吉林部分地区
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少３～８成，干旱露头并发展，１０
月份旱情发展达到最重；１１月中下旬，这些地区干
旱等级和干旱面积开始减弱缩小，到１１月下旬，此
区域的旱情已有所缓解，干旱等级降至轻旱等级

（图５）。
９月到 １１月上旬，内蒙古中东部存在轻到中

旱，１１月中旬旱情缓解。干旱造成７２个旗县不同
程度受灾，敖汉旗、库伦旗、科左后旗最为严重。干

旱还使得数十万人口和数十万头大牲畜饮水困难。

９～１０月，河北省北部存在轻到中旱，由于遇到了５０
ａ罕见的严重干旱，９月河北省张家口市各水利工程

蓄水量仅为６７３２万ｍ３，比常年同期偏少３０％。境
内干涸的天然湖泊随处可见，一些从不干涸的水库

也干了。根据张家口市相关部门发布的资料显示，

全市３７座小水库和大部分天然湖泊、淖干涸，桑干
河、清水河、南洋河等大部分河道断流。

１０月，北京全市有２１个村约０．４０万人、大牲
畜４６６头出现不同程度饮水困难；农作物受到旱情
影响，面积约２．０×１０４ｈｍ２。其中，延庆县较严重，
受到影响的农作物面积约１．４３×１０４ｈｍ２，约有０．９７
×１０４ｈｍ２基本绝收，０．４６×１０４ｈｍ２减产。受旱农
作物以玉米为主，部分果树和经济作物受到不同程

度的影响。

降雨持续偏少导致朝阳大部、葫芦岛西北部、阜

新西部、锦州西北部及沈阳北部地区出现重度“秋

吊”，阜新县和建平县发生了有完整气象记录以来

最严重的“秋吊”。受前期严重干旱影响，辽西北地

图５　２００９年秋季内蒙古中东部及东北地区干旱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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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地下水位大幅度下降，加之９月初降水量偏少，干
旱程度加剧，对作物灌浆极为不利。而各地玉米正

处于灌浆至乳熟期，干旱对玉米作物产量影响很大。

由于持续干旱时间和强度已达１００ａ一遇特重干旱
指标，也为一些主要林业有害生物的发生提供了适

宜条件，直接导致了辽宁全省各类林业有害生物大

面积发生。据统计，截止９月１１日辽宁省主要林业
有害生物发生面积已达６２．０７×１０４ｈｍ２，发生林业

有害生物的种类５０余种。

２　西南地区
９月以来，广西西部、云南东部、贵州西部、四川

西南部等地降水量稀少，干旱持续发展。到１０月下
旬，干旱区域不断扩大到西藏东南部，同时干旱等级

也不断加深。到１１月下旬，干旱等级已达重旱等级
（图６）。

图６　２００９年秋季西南地区干旱演变

　　从９月４日起，重庆市进入今年的第３段连晴
高温天气，持续天数达５～６ｄ，最严重的綦江、北碚、
江津、巴南等地连晴高温天数已达７～９ｄ。９月８
日，重庆合川、北碚、江津等９区县出现４０℃以上的
高温，其中綦江出现４１．９℃的极端最高气温。９月
以来，重庆平均气温达２８．９℃，较常年同期偏高２．
５℃。其中重庆主城区９月３～８日日最高气温平
均值为３７．６℃，比２００６年遭遇１００ａ大旱时的同
期最高气温还高出７．２℃，４０℃极端高温的地区
数、日数及其连日来的最高温度平均值均列当地９ａ
来首位。持续高温少雨和饮用水需求加大使当地水

利工程蓄水急剧下降。重庆水利工程蓄水不足１９
亿ｍ３，比去年同期减少近３个百分点。连晴高温也
使重庆各区县土壤墒情退墒加快，农作物受旱加剧。

截至９月１０日，重庆酉阳、彭水、黔江等２４个区县
受旱，农作物受旱面积达２７．３×１０４ｈｍ２，４０．５０万
人和２９．４０万头牲畜出现临时饮水困难。

　　截至１１月上旬，云南省因干旱造成农作物受灾
面积达到 ３１．７３×１０４ｈｍ２，其中成灾 ６．３５×１０４

ｈｍ２、绝收１．３２×１０４ｈｍ２；干旱导致 ２７５万人、１４１
万头大牲畜饮水困难；新造林地受旱成灾面积达５．
８４×１０４ｈｍ２，受旱苗木２．５０亿多株；干旱造成农业
直接经济损失已达１０亿多元。

３　华中、华南地区
９月以来，广东、湖南、江西等地降水量较少，气

象干旱露头并不断发展。１０月下旬至１１月上旬期
间，干旱范围不断扩大，并且干旱等级也在不断发

展。１１月中下旬，此地区干旱势头明显减弱，旱情
基本解除（图７）。

截止９月８日旱情造成湖南全省９０．６４万人、
２１万头大牲畜出现临时饮水困难。截止 ９月 ２１
日，全省１４个市州４１．６０×１０４ｈｍ２农作物受旱，其
中轻旱２０．９３×１０４ｈｍ２，重旱１６．１３×１０４ｈｍ２，绝收

图７　２００９年秋季华南干旱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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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５３×１０４ｈｍ２。而且东江、五强溪、柘溪、凤滩、水
府庙等８座主要大型水库蓄水量与去年同期相比偏
少２３亿ｍ３。全省已有１１２０座水库、３８万多处山
塘干涸，２１００多条溪河断流。长时间的干旱少雨，
造成湘江水位持续走低。湘江长沙站９月２１日跌
破２７ｍ，下探至 ２６．９３ｍ，与去年同期相比偏低 ３
ｍ，比历年同期均值低２ｍ。截至１０月６日上午８
时，湘江长沙段水位回落至２５．０８ｍ，比历史最低水
位２５．１５ｍ低０．０７ｍ。

截至９月３日，高温少雨天气导致广西３４．７１
×１０４ｈｍ２农作物受旱，其中轻旱２５．０２×１０４ｈｍ２、
重旱８．７９×１０４ｈｍ２、干枯０．９０×１０４ｈｍ２；缺水缺墒
８．３９×１０４ｈｍ２；有６９．９４万人、３５．８３万头大牲畜因
旱发生饮水困难，２２５座水库干涸。截至１１月２日
８时，全区共有８２个县（市）发生不同程度的气象干
旱，其中特旱 ５个、重旱 ３９个、中旱 ３１个、轻旱 ７
个。另据广西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１０月３１日统
计，全区仍有１３．３５×１０４ｈｍ２农作物受旱，４９．４０万
人和２２．８２万头大牲畜因旱饮水困难。
９月开始，贵州省东部和南部再次先后出现３５

℃以上的高温天气，其中，５日、６日达到３５℃以上
的县市分别为２０个和２９个，以江口６日的３８．１℃
为全省最高值。由于天气晴热，各地累计蒸发量普

遍达到２２～３０ｍｍ，造成地表、山塘、水库失水严重。
截至９月８日，全省已有１９８万人、１０３万头大牲畜
发生临时饮水困难；农作物受灾面积 ２３．３２×１０４

ｈｍ２，其中成灾面积１７．５１×１０４ｈｍ２，绝收３．１３×１０４

ｈｍ２；因灾造成直接经济损失８．６４亿元。
９月２日，广东东部、北部局部地区出现轻旱，

西北部局部出现中旱。截止９月２２日，广东省受旱
农作物共１４．１７×１０４ｈｍ２，其中重旱近２．０７×１０４

ｈｍ２，２０．４０万人的饮水受影响。旱情较重地区集
中在梅州市平远、大埔、五华，韶关市仁化、曲江、翁

源，清远市连州、英德、阳山等８地市２２县，全省已
有８６座山塘水库干枯。截止１０月１８日全省农作
物受旱面积 ５．５５×１０４ｈｍ２，其中重旱 ０．７１×１０４

ｈｍ２、干枯０．０８×１０４ｈｍ２，主要分布在梅州、韶关、潮
州、清远等市。饮用水受影响的群众５．３９万人。１０
月１６日７时，洞庭湖城陵矶水位跌破２２ｍ，远低于
近几年同期水位。历史罕见低水位造成渔民歇业、

航运受阻等系列连锁反应。粤东、粤北部分地区出

现的中旱、重旱，加上灌溉缺水，将使一些地方的晚

稻减产绝收。广东旱情持续蔓延，截止１１月７日已
造成全省３１０座小型水库干涸，３２．５０万人饮水受

影响。

４　华东地区

８月下旬至９月１４日，江西省平均降雨量仅３２
ｍｍ，不及同期多年均值的 １／３。全省有 ６１个县
（市、区）连续１０ｄ未降雨，其中星子、南昌、弋阳、永
新等地超过２０ｄ没有降雨，个别乡镇长达５０多 ｄ
没有降雨，各地纷纷“喊渴”。伴随着晴热高温天

气，全省旱情迅速发展，特别是进入９月份后，一些
地区出现严重旱情。截至９月１３日，全省受旱面积
３７．００×１０４ｈｍ２，因旱饮水困难人口３１万人、大牲
畜１７万头。降雨普遍偏少还直接导致赣江等主要
河流水位持续下降，部分中型水库接近死水位，部分

小型水库和山塘干涸。截止１０月１４日，江西省内
５大河流除饶河外，赣江、抚河、修河和信江部分河
段的水位逼近或低于历史最低值。截至 １０月 ２３
日，江西境内已有３３ｄ全省基本无雨，农作物受旱
面积达１３．３３×１０４ｈｍ２，绝收近０．６７×１０４ｈｍ２，部
分地区城乡用水形势严峻。截至１０月２６日，全省
因旱饮水困难人口共４１．７０万人，主要集中在九江、
宜春、吉安、萍乡、抚州、南昌等地。赣江低枯水位对

新干、樟树、丰城、南昌等沿江城市供水带来不利影

响；赣江一些河段航道出现严重堵航现象。由于持

续多日无有效降水，１０月１３日０８时，鄱阳湖水位
控制站星子站水位为９．６５ｍ，比历年同期平均水位
低了５ｍ多。鄱阳湖正常年份一般在１１月上旬才
进入枯水期，但今年１０月份就进入了枯水期，比正
常年份提前约４０ｄ。

据１０月２０日统计，今年入秋以来福建全省降
雨量比多年同期少２１％，主要江河来水量比多年同
期少４０％，大型水库蓄水量与多年同期基本持平，
但是中型水库蓄水量比多年同期少１２％，３０座水库
干涸，全省有５．３２×１０４ｈｍ２农作物受旱，１７．５０万
人饮水困难。持续少雨的夏秋连旱还在继续，截至

１１月５日，福建省泉州市１８座大中型水库存有的
４．５５亿ｍ３蓄水量，仅占正常蓄水量的４７％。干涸
水库的数量增加到１９座，另外有２６０多眼的机电井
出水不足。地处福建西南部的龙岩市６８座小型水
库的蓄水库容只占正常库容的６３％，给市民饮水造
成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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