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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０９年 ４～６月，我国西北地区大部、华北大
部、东北、华中、华东大部以及西南地区西部平均气

温较常年同期偏高１～４℃；西北大部、东北大部、内
蒙古西部以及东北部、西南大部、山西、华东大部以

及华南大部降水量较常年同期偏少３～８成；主要旱
区分布在内蒙古、黑龙江、吉林、辽宁、山西、甘肃、宁

夏、西藏、云南以及四川等省份。

２００９年４月，除贵州以及广东、广西大部气温
偏低外，全国其余大部地区平均气温较常年同期偏

高１～２℃，其中新疆东部、甘肃北部、内蒙古大部、
青海北部、西藏中部温度偏高２℃以上（图１）。４
月份，降水主要集中在长江中下游及其以南地区，降

水量一般在５０ｍｍ以上，与常年同期相比，西北大
部、内蒙古东北部、西藏大部、山西大部、华东、华南

中东部等地降水量偏少３～８成（图２）。４月，全国
旱区主要分布于宁夏、甘肃中部和东北部、西藏西南

部、黑龙江西北部、内蒙古东部等地，为中至重度气

象干旱。

图１　２００９年４月平均气温距平分布图 图２　２００９年４月降水距平百分率分布图

　　５月，西藏东南部、川西高原、内蒙古大部、东北
大部、华东北部平均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２～４℃
（图３）；内蒙古东北部、东北大部、新疆大部、甘肃中
部和西北部、宁夏中南部、西南地区大部、华东、华中

大部降水量较常年同期偏少５成以上，其中，内蒙古
东北部、东北大部、新疆西南部偏少 ８成以上（图
４）。西北东部、华北西部、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
北部、西藏中部等地区存在中到重旱，其中内蒙古东

北部局地达到特旱等级。

６月，全国大部分地区温度偏高，其中，西北地区大

部、西藏东南部、华北南部、华中、华东大部平均气温较

常年同期偏高１℃以上，甘肃中部和东北部、宁夏南
部、江苏大部偏高达２～４℃（图５）；６月，除南疆、内蒙
古西部、甘肃河西地区北部降水量在１０ｍｍ以下外，全
国其余区域降水量在５０ｍｍ以上，与常年同期相比，西
北地区大部、西藏大部、内蒙古西部、山西偏少５成以
上，其中，内蒙古西部、南疆、西藏西北部偏少８成以上
（图６）。６月，前期干旱的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吉林
旱情解除，山西北部、宁夏南部、西藏东南部、陇东西

部、陇中局部仍存在中到重度气象干旱。



图３　２００９年５月平均气温距平分布图 图４　２００９年５月降水距平百分率分布图

图５　２００９年５月３０日至６月２８日
平均气温距平分布图

图６　２００９年５月３０日至６月２８日
降水距平百分率分布图

１　华北地区

２００９年４～６月，华北地区旱情主要出现在山
西省和内蒙古自治区。

４月上旬，山西北部太原、朔州、忻州存在轻旱；
４中、下旬至５月上旬，旱区范围扩大，全省均存在
轻到中度气象干旱；５月中旬后，旱情开始缓解；６月
上、中旬，仅在山西北部大同一带有轻旱；６月下旬，
旱情又有所发展，北部大同、朔州、忻州一带出现中

旱。

４月上、中旬，内蒙古东南部的锡林郭勒盟、赤
峰市和通辽市存在轻到中度旱情；下旬，东南部旱情

解除，东北部出现中到重度旱情，并持续发展；５月
下旬，东北部根河一带出现特旱；６月４日后，旱区
范围缩小，旱情缓解，以轻到重旱为主；下旬，全区旱

情全面解除。

持续发展的旱情，给山西省农作物造成了严重

影响。据山西省农业厅相关统计数据显示，截至５
月８日，山西省受旱面积达２０７万ｈｍ２，其中农作物

受旱面积６７万 ｈｍ２，严重受旱面积３５．２万 ｈｍ２，春
播地缺墒面积 １４０万 ｈｍ２。因旱影响播种面积 ６７
万ｈｍ２，影响出苗面积１４．７万 ｈｍ２。干旱涉及全省
范围，尤其是大同、朔州、忻州、吕梁４市春播地缺墒
面积均 ＞１６．７万 ｈｍ２，除已浇过的水地外，其余耕
地全部受旱。旱情同时造成山西９５万人、１８万头
大牲畜发生临时性饮水困难。此外，持续干旱少雨

天气为小麦红蜘蛛等虫害的发生提供了有利条件。

截至４月底，山西省小麦红蜘蛛发生面积达２７．３万
ｈｍ２，较常年同期增加２～３成，尤其是中南部地区
偏重发生。

干旱使内蒙古自治区全区已播种的 ０．０６７亿
ｈｍ２农田中，有２０８．９万 ｈｍ２受旱，其中，轻旱１４７
万ｈｍ２，重旱６６．５万 ｈｍ２，作物干枯２万 ｈｍ２，水田
缺水２．１万ｈｍ２。牧区有３５万 ｋｍ２可利用草场受
旱严重。全区有５个盟市农田受旱面积占播种面积
的４７％～６８％；牧区有５个盟市４１％～８６％的可利
用草场严重受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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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东北地区

２００９年４～６月，东北３省均存在不同程度的
旱情。

４月下旬，黑龙江北部的塔河出现轻到中度气
象干旱，并持续发展；５月上旬，旱区范围扩大至齐
齐哈尔—伊春以北以及东北部的抚远、同江、饶河一

带，为轻到重度旱情；中旬，旱区继续扩大，全省范围

均存在轻到重度干旱；６月初，东部同江、抚远一带
和西部齐齐哈尔附近仍存在中到重旱；３ｄ后，旱区
范围缩小，旱情缓解，以轻旱为主；中旬后，全省基本

解除。

４月上旬，辽宁省西部阜新、朝阳一带存在轻
旱；中旬，旱区扩大，旱情发展，阜新出现中旱；４月
１８日夜间开始至２１日，辽宁省出现入春以来首场
大范围的降雨天气过程。达到春季第 １场透雨标
准，各地土壤增墒效果显著，旱情全面解除；５月中
旬末，阜新东部、沈阳北部、朝阳和葫芦岛部分地区

再次出现轻度干旱；下旬，朝阳西部、沈阳北部、丹东

西北部及葫芦岛东部部分地区旱情有所加重，尤其

是沈阳北部地区由轻旱转为中度干旱；朝阳东部旱

情略有缓解，阜新东部旱情基本解除；６月８日夜间
开始，辽宁省再次出现今年以来最强降雨天气过程，

全省旱情全面解除。

４月上旬吉林省几乎未出现降水，白城市、松原
市大部、四平市大部、延吉州大部存在轻到中旱；４
月１１～１５日、１７～２２日和２４～２５日吉林省出现３
次较明显的降水天气，全省大部分地区在中旬末出

现透雨，中西部地区的旱情得到缓解或解除；５月全
省降水偏少，月底，东部干旱露头，延吉附近出现中

旱；６月５日开始，旱情缓解，中旱区消失；中旬后，
全省旱情解除。

４～６月，东北地区旱情最重的省份是黑龙江
省，截至５月２６日，黑龙江省干旱面积为５２８．１万
ｈｍ２，重旱面积２０６．１万ｈｍ２，农区６０个县（市）土壤
处于干旱状态，黑龙江省气象局５月２５日启动了Ⅱ
级气象灾害应急保障预案；同时森林火险概率上升，

黑龙江省气象局和黑龙江省森林防火指挥部５月
２５日联合发布了红色、橙色森林火险预警信号。

３　西北地区

２００９年４～６月，西北地区旱情主要出现在甘
肃、陕西以及宁夏回族自治区。

４月上旬，甘肃陇中、陇东部分地区存在轻度旱

情，中旬后，旱情加剧，定西出现中旱；５月上旬，除
河西中、西部外，全省均存在不同程度旱情，其中，河

西西部的武威、陇中东部、陇东、陇南存在中旱；下旬

后，旱情缓解，范围缩小，仅白银、定西等地存在轻

旱；６月上、中旬，旱情又有所发展，旱区范围扩大，
陇中定西一带以及陇东西部出现中旱，１８～１９日，
全省出现大范围降水天气过程，旱情有所缓解；月

末，旱情再次发展，目前，陇东西部、陇中的定西及通

渭一带仍存在中旱。

４月初，宁夏中北部存在轻旱；４月５日后，旱区
范围有所扩大，旱情加剧，中卫市出现中旱；下旬，旱

情进一步加剧，除北部石嘴山市外，全区均存在中到

重度气象干旱，重旱区位于南部的固原；５月上旬，
中部的同心等地出现重旱；中旬后，旱情缓解，以轻

旱为主；６月上旬，南部固原再次出现中旱；中旬，旱
情发展，中旱区扩大，固原出现重旱；１９日后，旱情
稍有缓解，重旱区消失；目前，南部固原一带仍存在

中等气象干旱。

４月上、中旬，陕西北部存在轻旱；下旬，旱情加
剧，榆林地区出现中旱；５月上旬，旱情继续发展，全
省均存在不同程度旱情，其中，西安以北地区存在中

旱，中旬后，旱情缓解，全省基本无旱情；６月底，西
北部干旱露头，榆林附近出现中旱。

持续的降水偏少天气，使宁夏中部和南部受旱

严重，截至６月１４日１０时，宁夏中部干旱带和南部
山区１１个县区、７１个乡镇、７３９个行政村受灾，农
作物受旱面积达３１．７５万 ｈｍ２，１７．０万 ｈｍ２夏粮绝
收。长时间大面积的干旱，造成中南部地区水窖干

涸达１０万余眼，导致７６．０３万人、２５．０１万头大家
畜、１３６．５万只羊缺水，特别是灾情较重的乡村６０％
～７０％的群众靠拉水度日，１ｍ３水约２０～７０元，最
高达１２０元。全区缺水、缺粮人口共计 １３７．１５万
人，其中需政府救济人口达８６．９２万人，宁夏回族自
治区气象局于６月１５日启动干旱气象应急Ⅲ级响
应。

持续干旱使甘肃省冬麦灌浆、春播作物的生长

发育、春麦拔节抽穗以及大秋作物苗期生长受到影

响，截至５月底，已造成民乐、古浪、庆城、宁县、天
祝、正宁等６县的４６．９万人受灾，１２．４６万人和１４．
２６万头大牲畜饮水困难，农作物受灾面积１９．９５万
ｈｍ２，成灾面积９．５７万 ｈｍ２，绝收面积４．１５万 ｈｍ２，
直接经济损失４．５６亿元。持续的降水偏少天气，还
使甘肃武威水库几乎见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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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西南地区

４～６月，西南地区的四川、云南以及西藏自治
区存在不同程度的旱情。

４月上旬，西藏西南部日喀则地区存在轻旱；中
旬，旱区扩大，旱情也有所发展，日喀则地区出现中

旱；５月上旬，旱情继续发展，全区除西北部外，均存
在不同程度的旱情，其中，西南部旱情持续发展，拉

萨、日喀则等地存在重旱；中旬后，旱情缓解，旱区范

围减小，５月底，东南部察隅、芒康等地出现中旱；６
月初，察隅、芒康等地旱情缓解；５日后，察隅一带再
次出现中旱，并持续发展；至中旬末，整个南部均存

在中到重旱，重旱区位于拉萨、林芝一带；２６日后，
旱情有所缓解，范围缩小，目前，重旱区位于林芝地

区。

４月初，四川盆地西南部和川西高原南部存在轻
旱，５日后，川西高原旱情缓解；中旬，盆地西南部旱
情缓解；５月中、下旬，川西高原以及盆地中部再次出
现轻到中度旱情，中旱区位于甘孜、巴塘附近；６月
末，旱情缓解，西部旱情基本解除，盆地中南部中旱区

范围缩小；目前，仅中南部的成都一带存在轻旱。

４月上旬，云南西北部存在轻旱；中旬，丽江地
区出现中旱；下旬，全省旱情缓解，仅个别地方存在

轻旱；５中、下旬，西北部香格里拉以及丽江附近再
次出现轻到中旱；６月，全省无旱情。

入夏以来西藏出现的大面积中度旱情，是１０ａ
来最严重干旱，西藏首次启动《西藏自治区防抗干

旱灾害应急预案》Ⅲ级响应。截至６月１４日，西藏
全区已有５个地区２７个县（市）部分地区不同程度
受旱，受旱总面积已达２４３１６ｈｍ２。其中，旱情较重
的拉萨市林周县农田受旱面积已达９１３３．３ｈｍ２；日
喀则地区日喀则市、岗巴县、仁布县、萨迦县４个县
（市）旱情也较为严重，受旱面积达７２１．６ｈｍ２，其中
成灾２８８．８ｈｍ２，绝收６０．２ｈｍ２。西藏林芝地区大
部部分县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旱情，直接经济损失共

计２５５万元。工布江达县：农作物受灾面积１７２２．９
ｈｍ２，直接经济损失 ２００万元左右。朗县全县受灾
面积１４４．８ｈｍ２，直接经济损失３５万元；察隅县主要
旱灾集中在察隅农场，农作物受灾面积３６．７ｈｍ２，
直接经济损失２０万元；另外，西藏旱区还出现蝗虫
等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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