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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陕西主要气象灾害及灾情年景评估

雷向杰,李 茜,梁奇琛
(陕西省气候中心,西安 710014)

摘 要:利用气象灾害灾情评估指标对2010年陕西气象灾害灾情年景进行定量评估,对主要气象

灾害的特点进行分析,结果表明:2010年陕西气象灾害造成的人员死亡率、农作物受灾率、直接

经济损失率分别为1984年以来的第6、第4和第3高值。气象灾害灾情综合指数为1984年以来第

3高值,2010年属气象灾害灾情严重年。暴雨、高温闷热天气频次高,危害大,为近20多年少

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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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使气象灾害评估分析定量化,利 用

1984—2007年气象灾害普查数据库和灾情评估指

标、气象灾害评估分级标准、高温闷热天气指数

等对2010年陕西气象灾害特点和灾情年景进行分

析和评估。

1 灾情年景评估分析

1.1 死亡人数和死亡率

2010年气象及其衍生灾害造成205人死亡,

死亡率5.49×10-7 (指数计算方法和年景划分指

标详见文献 [1],下同),为1984年以来第6高

值,2002年后最大值,从死亡率年景划分指标

看,为较重年 (表1)。

1.2 农作物受灾面积和受灾率

2010年气象及其衍生灾害造成的农作物受灾

面积140.58万hm2,受灾率33.59%,为1984年

以来的第4高值,仅次于2005、2001和1990年,

从受灾率年景划分指标看,为较重年。

1.3 直接经济损失和损失率

2010年气象及其衍生灾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

失302.16亿 元,直 接 经 济 损 失 率2.99%,为

1984年以来第3高值,仅次于2003年和1987年,

从损失率年景划分指标看,为严重年。

1.4 灾情综合指数

2010年气象灾害灾情综合指数0.57,为1984
年以来第3高值,2003年后最大值,根据综合指

数年景划分标准,属气象灾害灾情严重年。

2 主要气象灾害特点分析

2.1 暴雨洪涝及其衍生灾害

主汛期 (7—8月)全省共出现21个暴雨日,

137站次暴雨,暴雨站次仅次于1998年的146站

次。其中,4次强降水过程出现暴雨126站次,

占总数的86%。根据 《气象灾情收集上报调查和

评估规定》,因灾死亡100人 (含)以上或者伤亡

总数300人 (含)以上,或者直接经济损失10亿

元 (含)以上为特大型气象灾害;因灾死亡30人

(含)以上100人以下,或者伤亡 总 数100人

(含)以上300人以下,或者直接经济损失1亿元

(含)以上10亿元以下为大型气象灾害。4次强降

水2次为特大型气象灾害,2次为大型气象灾害。

  “7·18”陕南大暴雨———特大型气象灾害。

7月14—19日全省100个国家自动气象站 (除特

别说明外,文中均为国家自动气象站资料)过程

降水量有18站≥100mm,4站≥200mm,暴雨

主要集中在17—18日。全省1321乡镇区域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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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1984—2010年陕西气象灾害灾情因子指数和灾情综合指数排名

序号 年份
死亡率/
(1×10-7)

年份
受灾率
/%

年份
损失率
/%

年份 综合指数

1 2002 12.41 2005 47.51 2003 4.43 1987 0.61

2 1988 12.17 2001 36.21 1987 3.52 2002 0.58

3 1987 8.10 1990 35.27 2010 2.99 2010 0.57

4 1984 7.62 2010 33.59 1994 2.28 2003 0.55

5 2000 6.89 2008 31.68 1993 2.09 1988 0.55

6 2010 5.49 2006 31.11 1995 1.95 2005 0.39

7 1990 3.74 1999 30.29 1992 1.91 1990 0.38

8 2003 3.58 1993 29.75 1996 1.78 1993 0.36

9 1985 2.60 2002 29.68 1988 1.62 2000 0.33

10 1992 2.17 2009 29.39 1985 1.52 1984 0.28

11 1993 1.98 1997 26.59 2007 1.48 1995 0.26

12 1996 1.83 1995 22.78 1991 1.48 1992 0.26

13 1989 1.75 2004 22.68 1990 1.20 1999 0.26

14 1999 1.63 1998 22.61 1998 1.19 1994 0.25

15 2008 1.62 1987 21.86 2000 1.18 2001 0.24

16 1998 1.59 2003 21.16 2005 1.14 1997 0.24

17 1997 1.57 1991 20.31 1997 1.07 2006 0.23

18 2005 1.42 2007 18.61 2006 1.01 1991 0.23

19 1991 1.40 1988 18.39 2002 1.01 1998 0.22

20 2009 1.06 1992 15.94 1989 1.00 2009 0.22

21 1986 1.02 1994 15.66 1984 0.96 2008 0.22

22 2007 0.93 1986 15.62 1999 0.94 2007 0.20

23 1994 0.89 2000 14.82 2009 0.79 1996 0.19

24 2004 0.73 1996 8.80 2001 0.74 1985 0.18

25 1995 0.65 1989 7.80 1986 0.58 2004 0.12

26 2006 0.46 1985 7.34 2008 0.35 1989 0.11

27 2001 0.44 1984 7.07 2004 0.24 1986 0.11

  说明:2008年灾情数据来自文献 [2];2009年灾情数据来自文献 [3]。

站过程降水量有56站≥200mm,全部位于汉中

市和安康市辖区,8站≥300mm。陕南156万人

受灾,农作物受灾面积3.1万hm2,直接经济损

失18.85亿元。安康市汉滨区大竹园镇18日20
时左右山体滑坡,导致8人死亡,27人失踪[4]。

大竹园乡镇区域气象站17日03时至18日19时

降水量217.1mm,1h最大降水量28.7mm,出

现在18日16—17时。

  “7·24”全省大暴雨———特大型气象灾害。

7月21—27日29个国家自动气象站过程降水量≥
100mm,9站≥200mm,暴雨主要出现在23—

24日。79个乡镇区域气象站过程降水量≥200
mm,13站≥300mm,4站≥400mm。商洛市直

接经济损失33.57亿元,其中山阳县15人死亡,

36人失踪,直接经济损失97940万元[5]。

  “8·12”陕西中北部大暴雨———大型气象灾

害。8月8—15日5个国家自动气象站过程降水

量≥100mm,暴雨主要出现在11—14日。6个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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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区域气象站过程降水量≥200mm。全省18.2
万人受灾,死亡7人,农作物受灾面积2.04万

hm2,直接经济损失3.4亿元。
“8·18”全省持续性暴雨———大型气象灾害。

8月17—25日38个国家自动气象站过程降水量≥
100mm,3站≥200mm,暴雨主要出现在18—

19日、21日。54个乡镇区域气象站过程降水量

≥200mm。全省30.5万人受灾,死亡2人,农作

物受灾面积7500hm2,直接经济损失3.3亿元。

2.2 高温闷热天气

定义日极端最高气温≥35oC为高温,≥38
oC为危害性高温,≥40oC为强危害性高温。日

极端最低气温≥25oC为闷热天气,日极端最高气

温≥35oC且日极端最低气温≥25oC为高温闷热

天气[6-7]。2010年夏季 (6—8月)陕西出现高温

49d,1053站次;危害性高温19d,108站次;强

危害性高温3d,5站次;高温站次为1984年来

第9高年。闷热天气38d,492站次,闷热天气

站次数仅次于2006年的653站次。高温闷热天气

27d,285站次,高温闷热天气站次数仅次于

2006年的396站次,为近20多年少有。

  6月14—24日,全省出现高温11d,363站

次,危害性高温7d,26站次,闷热天气4d,6
站次,高温闷热天气4d,5站次。陕西电网负荷

18日达1077万kW,超过2009年夏季最大负荷

1062万kW,24日达1180万kW,突破2009年

冬季1175万kW的最大负荷,创历史新高。最大

日用电量22日、23日两次创出历史新高,达到

24374万kWh,比2009年夏季上升10.5%[8]。

7月5—7日全省出现高温133站次,危害性

高温37站次,强危害性高温1站次,闷热天气49
站次,高温闷热天气37站次。西安连续3d高温

闷热天气,6日西安最大用电负荷383万kW,再

创历史新高。

7月27日—8月5日全省大部遭遇 “桑拿

天”,出现高温298站次,危害性高温38站次,

强危害性高温3站次,闷热天气220站次,高温

闷热天气157站次,高温期间,关中和陕南部分

地区空气相对湿度大于80%。西安7月27—31日

连续5d高温闷热天气导致中暑人数激增,至少4

人死亡。

2.3 其它气象灾害

2010年4月11—14日寒潮霜冻天气过程:

降温幅度陕北10~15oC,关中5~9oC,陕南4
~7oC;13日最低气温陕北-8~-4oC,关中

-4~4oC,陕南4~8oC。受灾人口399.6万

人,农作物受灾面积49.4万hm2,直接经济损失

约28.7亿元,为特大型气象灾害[9]。

冬季和夏季部分地方出现干旱;雷暴出现频

率高于2009年,2人因雷击死亡;扬沙、浮尘出

现频率为近4年最多,4月26日沙尘天气使西安

的空气质量成为8a来最差的一天。

3 结论

2010年气象灾害灾情综合指数0.59,为1984
年以来第3高值,为2003年以后最大值,根据气

象灾害灾情综合指数年景划分指标,为严重灾害

年。暴雨、高温闷热天气出现频率高,危害大,

为近20多年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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