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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城市气象灾害及防御
武麦凤，王旭仙，胡淑兰，刘欣

（渭南市气象局，陕西渭南７１４０００）
摘要：利用陕西省１９９７－２０００年各气象站的观测资料，运用统计和对比的方法，分析了陕西省
的主要城市气象灾害，总结出其具有季节性、多样性、连锁性、集中性等特点，提出了城市气象
灾害的有效防御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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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主要城市气象灾害
１１干旱

干旱指的是长时期的缺雨或雨水不足，从而
引发水分严重不平衡，造成缺水、作物枯萎、河
流流量减少以及地下水和土壤水分枯竭。干旱灾
害往往造成水库和河流水位下降，影响城市供水。
干旱具有影响范围广、持续时间长、灾害逐步累
积和扩展的特点。陕西省位于黄土高原，年际降
水变率大，年内分布集中，强度大，容易造成洪
涝、干旱灾害［１，２］，统计陕西省渭南市干旱情况：各
县平均次数为１７～３０次燉ａ，平均天数为１７７１
ｄ燉ａ，其中大荔、澄城、白水县２００ｄ燉ａ以上，最
少的华县１４０ｄ燉ａ［３］。

２００１年陕西省大部分地区已连续１３０多ｄ
无有效降雨，加之气温持续偏高和大风沙尘暴天
气影响，成为历史上同期最为严重的特大干旱年。

据陕西省有关部门统计，当时省内有４０％的县城
供水不足，城乡缺水人口近３００万人，陕北有１０
多个县城已发生水荒，延长、延川等县近３万人
的日供水仅在２００至５００ｍ３，大批农民趁机进城
卖水，水价上升到６０元燉ｍ３，重灾地区的群众要
到几十公里外的地方去拉水、运水。
１２暴雨

暴雨常导致山洪暴发，城市洪涝，造成严重
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陕西地处内陆腹地，大陆
性气候特点明显，防洪泻洪能力较差，一次暴雨
过程常会引起街道积水，居民受灾，交通、电力
及通信线路中断，对居民的生活造成很大影响。
２００２０６０８—０９，西安市的降水量为７５２ｍｍ，造
成了城区多处积水，最大水深１５ｍ，２００多ｋｍ
公路冲毁，９００多间民房及部分校舍冲毁倒塌，１０
多人失踪，１０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达２４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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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为地控制南山支流的洪水下泻。
３３根据渭河目前的地形和河床淤积情况，重新
修订防汛预案，适应防汛的实际需要，采取适当
的应急方案和措施，避免大的损失。
３４提高渭河防汛意识，要训练一支懂技术、能
吃苦的防汛队伍。加强防汛物资的准备和调运。
３５发挥气象部门的积极作用，在今年的渭河防

汛抗洪斗争中，气象部门在防汛执行预案的选择、
人员撤离、灾民安置和抗灾救灾等工作中为领导
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３６加大对渭河流域汛期天气预警和雨情监测
系统研究和开发，是小投入大产出利国利民的大
事。保护渭河沿岸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保障渭
河的安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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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城市的生产、生活造成了及其严重的损失和不
便。
１３雷电

雷电灾害可分为直击雷、感应雷和浪雷。造
成雷电灾害的原因有多种，如城市新建高层建筑
物不断增加，导致雷电灾害不断加剧，建筑物内
现代化通信、计算机等抗扰能力较弱的现代化设
备的普及以及易燃易爆场所的迅速增加等是雷电
灾害频繁的客观原因。而不少高层建筑物的防护
设施不完善使建筑物防雷能力先天不足，留下隐
患。每年雷电灾害造成人员伤亡、财产损失不计
其数，导致火灾、爆炸、建筑物损坏、信息系统
瘫痪等事故频繁发生，从卫星、通信、导航、计
算机网络到家用电器，都会受到雷电灾害的严重
威胁。２００２０８１６Ｔ１８：００，雷击使西安市乐游路
供电线路乐游支１号高压开关击穿，致使雁１线
跳闸，造成雁塔路、翠华路、小寨地区大面积停
电。
１４大雾

雾是近地面层空气中悬浮的大量水滴或冰晶
微粒的集合体。具有出现频率高，发生范围广，危
害程度大等特点。气象资料表明：西安市的平均
雾日为４１ｄ燉ａ，渭南为２３ｄ燉ａ，咸阳为２１ｄ燉ａ［４］，
比年内暴雨、冰雹等灾害性天气出现的几率大。从
表１可看出：陕西省的雷电、大雾频频发生，对
受灾地区正常社会经济生活将产生极大冲击作
用，有的甚至要花上数年时间才能恢复重建。
表陕西城市气象灾害总日数（－年）

ｄ
城市 延安 西安 渭南 汉中
大雾 １１０ ３３２ ２８３ ４１０
雷暴 ２７９ １３７ １６２ ２６２

大雾经常引发交通事故，甚至导致出港航班
延误等，大雾还充当了如百日咳、流感、水痘，麻
疹等靠空气中的飞沫传染疾病的媒介，研究表明，
大雾对许多慢性病病人，均有不良影响。另外，城
市空气污染严重，清晨有雾时，地面气温下降，使
得空气中的污染物不能向高空扩散，使近地层空
气中的污染物浓度达最大。大雾时不宜外出锻炼。

１５高温
气象上把日最高气温≥３５ｏＣ称为高温，国外

也称“热浪”，是比较严重的城市气象灾害之一。
统计西安市近３０ａ的高温天气（图１），得知西安
市高温最早出现在５月７日，最晚结束在９月９
日，前后持续长达４个月之久，西安市的极端最

图１西安市历年高温统计图

高气温在１９９８０６２１达到了４１８ｏＣ，而且高温
天气来得越来越早，持续高温天气越来越长，年
内的高温日数呈逐年代上升趋势，每年夏天高温
天气是西安人必须面对的气象灾害，密集的公路
是“吸热层”，大量的空调成了夏日的“暖气片”，
拥挤的机动车是流动“发热机”，家庭炉灶和饭店
等大量消耗能源，除造成大气污染外，还释放出
废热进入大气，使城市年平均气温比郊区可高１
ｏＣ，甚至更多。城市密集高大的建筑物，是气流通
行的障碍物，这些都促使西安城市的热岛效应愈
演愈烈，夏季的许多工作不得不放慢节奏，缩短
工时，甚至停产，而且酷热使脑血管病、心脏病
和呼吸道等疾病增多，死亡率相应增高，特别是
老年人的死亡率增高更为明显。
陕西省城市气象灾害的主要特点
２１季节性

陕西省地处内陆，天气变化具有明显的季节
性，城市气象灾害也具有明显的季节性，例如暴
雨、雷电、高温出现在夏半年（５－１０月），干旱
在一年四季都会发生，高温天气下干旱更容易发
生，大雾的危害出现在春季和冬季。
２２多样性和连锁性

气象灾害不仅影响城市建设和城市发展，能
引发各种灾害的连锁发生，例如：由于气候变暖，
夏季高温时期相对较长，大中城市在夏季特别容
易发生水荒，形成旱灾。再如：２００２０７０４—０５，

０３ 陕西气象 ２００４（２）



陕北子长连续２ｄ的大暴雨，使３０多家单位浸泡
水中，还造成县城的供水、供电和通讯的中断，严
重的还会造成公路、铁路的中断，使交通受阻。此
外，城市的空气污染状况与气象条件也有直接关
系，污染引发的城市灾害也不容忽视。
２３集中性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气象灾害危害
越来越大。现代城市是人口聚居中心，经济发展
中心，商业贸易中心，一个国家、一个省、一个
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中，城市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由
于城市聚集着大量的人口、资金和财富，交通、通
信、供水、供电、供气等系统易受打击，发生同
等强度的气象灾害，城市的损失要比周围地区大
得多，而且经济越发展，损失的绝对值越大，这
在文献［５］中也得到了论证。据统计，西安市由
于气象灾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每年约８亿元，
在经济相对落后的渭南市气象灾害造成的经济损
失每年约２亿元，而在各县城的经济损失就更小。
城市气象灾害的防御措施

气象科学是减灾的“尖兵”，在减灾中起着先
导作用，近几年气象部门已经成功的应用了人工
防雹增雨和人工消雾技术服务于社会，据统计目
前我国气象服务取得的效益与国家给气象部门的
投入之比为２０∶１，陕西省在城市能达到４０∶１。
但是，气象为减灾服务中仍存在许多问题，对灾
害性天气，特别是突发性灾害的监测和预报技术
还不能满足用户的要求；对减灾措施研究不够，特
别是与有关减灾部门之间的联系不够紧密，没有
形成一个整体。例如：城市建设导致和加大了气
象灾害对城市环境的破坏力，环境恶化必然导致
气象灾害加剧，而气象灾害的加剧又引起环境的
进一步恶化，如此恶性循环，直至环境功能的崩
溃［６］，所以防御城市气象灾害，首先应该从工程上
导流气象灾害源。

绿化城市将改变城市的能量收支，起到净化
空气，防风防尘，减轻城市“热岛效应”，减少气

象灾害的发生频度，推广和使用清洁能源，从根
本上解决问题［７］。

适应城市发展、建设的需要提高全社会的防
雷意识，加强防雷减灾的宣传工作。在各高大建
筑物上安装避雷装置。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避
雷装置的避雷范围已经相当准确，所以计算好高
度与避雷范围之比并安装足够的避雷装置，能够
有效充分地预防雷电带来的灾害。

人口集中、生产集中的城市没有水源，只能
依靠外地的径流，改变了水分供需的地理分布。陕
西省雨量不多，径流只占降水量的１０％左右，干
旱年份甚至出现断流现象。城市有水荒的威胁，还
严重影响附近地区的水分平衡。如果街道可用透
水的格砖等铺地，增加降水的入渗量，减少无效
蒸发，提高降水资源的利用率。可以保留部分水
分循环，有利城市地下水的回灌；发挥城市中的
湖泊河道蓄水功能，保护好水质，将会提高城市
水分的自给能力，降低水荒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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