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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分析了１９４１～１９４３年中国北方大旱的特点及其影响。结果表明：１９４１～１９４３年中国北方大
旱是中华民国时期以河南为中心的第２个极端干旱事件。其特点是：发生在年代际相对温暖期，持
续时间长、范围广和受灾重，旱蝗并发。它使人口受到严重损失，粮价飞涨，生态环境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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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１９４１～１９４３年，中国北方出现一次以河南为
中心的极端干旱事件。旱灾范围之广、时间之长、

危害之重，为中国近代史上所罕见。这次灾荒，在

河南３０００万人民中，逃离出该省的人大约有２００
～３００万，饿死３００万人，因灾濒于死亡边缘等待
救济者１５００万人，开封、商丘、汤阴、浚县等县都
有灾情记载，辽阔中原，赤地千里，“救济豫灾”成

为中外报纸头号新闻。这是一次年代际相对温暖

期发生的极端干旱事件［１］。本文分析这次特大旱

灾的特点及其影响，有助于深化对近代中国国情

的认识，有助于提高人们对干旱灾害的忧患意识，

加深对气象工作在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中的地位

和作用的认识。

１　旱灾分析

１．１　雨情
为了分析大约１０ａ一遇的气候灾害，在确定降

水量的异常程度时，以降水量距平百分率≤ －９％
为严重干旱年，≤ －１５％为异常干旱年［２］。本文对

中国北方在 １９４０～１９４２年间有实测降水量的 １１
站，计算了年降水量距平百分率（以１９６１～１９９０年
平均为标准）。由于当时处于抗日战争时期，有的

气象站资料缺失，故仅选取了１１个站点。

　　从表１中看出，中国北方１９４０年开始干旱，１１
站平均年降水量距平百分率为－８．０％，其中有８站
年降水量距平百分率为负距平，占７３％。山东济南
最少，年降水量距平百分率仅有 －４４．２％。１９４１年
为异常干旱年，年降水量距平百分率仅有－３２．４％。
其中有 １０站年降水量距平百分率为负距平，占
９１％。有８站年降水量距平百分率低于 －２９％，占
７３％。山东青岛最少，年降水量距平百分率为－４８．
９％。１９４２年为严重干旱年，年降水量距平百分率
仅有－１１．５％。其中有７站年降水量距平百分率为
负距平，占６４％。
１．２　黄河水情

根据黄河上游唐乃亥水文站１７３６～１９９８年共
２６３ａ的年径流量丰枯等级指数序列，１９４１年为 －
１，１９４２年为－１。－１称偏枯水年，年径流量距平百
分率在 －１０％ ～－３０％之间（图略）。径流量主要
来自降水量，径流量偏枯表明降水量偏少，１９４１和
１９４２年黄河上游偏旱。

河南陕县黄河水文站的记录表明（图１），黄河
中游地区年径流量在１９４１和１９４２年为负距平，是
枯水期。在全年总的径流量序列曲线上，它仅次于

１９２２～１９３２年的枯水段，是自 １９１９年以来的第 ２
个低点。从而说明１９４２年的干旱是很严重的。这
是中华民国时期仅次于黄河流域连续１１ａ（１９２２～
１９３２年）特大旱灾的极端干旱事件。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ｒｉｄ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１，２９（４）：４２３－４２６ ４２３



表１　中国北方１１站１９４０～１９４２年年降水量距平百分率（单位：％）
Ｔａｂ．１　Ａｎｎｕａｌ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ｏｍａｌｙ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ｉｎｅｌｅｖｅｎｓｔ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ＮｏｒｔｈＣｈｉｎａｆｒｏｍ１９４０ｔｏ１９４２（Ｕｎｉ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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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

１９４０ －２５．２ －１５．１ －７．１ ３９．９ ８．２ １４．６ －４４．２ －６．８ －１１．３ －３７．１ －３．８ －８．０

１９４１ －２９．３ －３５．６ －３１．４ －４８．５ －２２．９ －１２．９ －４４．９ －４８．９ －４４．９ ５．６ －４２．４ －３２．４

１９４２ ２５．７ ９．６ －３４．０ １０．１ －２１．２ －１０．７ －２８．９ －３２．２ －２５．８ －２２．２ ３．３ －１１．５

平均 －９．６ －１３．７ －２４．２ ０．５ －１２．０ －３．０ －３９．３ －２９．３ －２７．３ －１７．９ －１４．３ －１７．３

图１　１９１９～１９８９年河南陕县
水文站记录的黄河年径流量

Ｆｉｇ．１　ＡｎｎｕａｌｒｕｎｏｆｆｏｆｔｈｅＹｅｌｌｏｗＲｉｖｅｒ
ｆｒｏｍ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ｓ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ｈａｎｘｉａｎｃｏｕｎｔｙｉｎ
Ｈｅ’ｎａｎ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ｆｒｏｍ１９１９ｔｏ１９８９

２　旱灾的特点

２．１　相对温暖期的旱灾
１９４９年前中国气温资料的观测时制与时次不

统一、日值统计方法不统一，这是影响气温序列均一

性的一个重要原因。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新的研究

方法采用求取最高、最低气温平均值表示平均气温

的方法。这样做的好处是避免了观测时制、时次及

日值统计方法不统一而造成的不均一性，提高了

１９４９前后气温资料的可比性。图２给出了１９０５～
２００１年的全国平均气温变化情况。在近１００ａ中，
２０世纪４０年代和８０年代中期以后是２段气温明
显偏高的时期，１９９０年代和１９４０年代分别比平均
值偏高０．３７℃和０．３６℃［３］，而１９４１～１９４３年，中
国北方出现一次以河南为中心的极端干旱事件，正

处于２０世纪４０年代的相对暖期中，这是该次极端
干旱事件的一个重要气候背景。

２．２　持续时间长、范围广和受灾重
这次极端干旱事件以河南为中心。早在１９４０

图２　１９０５～２００１年的全国年平均
气温变化（ａ：温度距平；ｂ：台站数量）

Ｆｉｇ．２　Ｔｈｅ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ａｎ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ｏｍａｌｙｆｒｏｍ１９０５ｔｏ２００１ｉｎＣｈｉｎａ（Ｃｕｒｖｅａｆｏｒ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ａｎｏｍａｌｙ，Ｃｕｒｖｅｂｆｏｒ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ｓｔａｔｉｏｎ）

年，陕西省就有２２个县受旱（表２），夏秋豫北即干
旱，１９４１年河南冬季又少雪，１９４２年河南春夏秋全
年持续干旱，旱象一直持续到１９４３年夏方告结束。
据当地记载：河南社旗“池塘干涸，河水绝流。人畜

用水困难，作物枯死，秋未入库就断粮”；南阳“大

旱，早秋，高梁每亩仅收三四十斤，晚禾大部分无

收”；新蔡“二麦被风摧残，损失惨重，麦收后无雨，

高梁枯槁，豆棉未播种”；太康“麦收二成，秋收不足

一成”；唐河“大旱，作物几乎全部旱死，民吃草根树

皮，卖儿卖女”［１］。

１９４０～１９４３年，全国出现了区域性的旱灾。根
据夏明方的统计，全国年度受旱县数，１９４０年为１００
个县，１９４２年为３３７个县，１９４３年为２０７个县，上述
数字说明这次旱灾具有全国性。１９４２年中国北方
受灾县数占全国的５９％。而在北方中，以河南受灾
最严重［４］。在１９４０～１９４３年中，１９４０年陕西省就
有２２县受旱，受旱最重的１９４２年，中国北方６省共
有１９８县受旱，其中河南省多达１１０县，几乎无县不
灾（表２）。

４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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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中国北方６省１９４０～１９４３年受旱县数统计

Ｔａｂ．２　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ｄｒｙｃｏｕｎｔｉｅｓｏｆ６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ｉｎＮｏｒｔｈＣｈｉｎａ

河北 山东 河南 山西 陕西 合计

１９４０ ２２ ２２
１９４１ ６１ ９ ７０
１９４２ ４７ １１０ １４ ２７ １９８
１９４３ ６７ ７ ７ ８ ８９

　　１９４０年是全国重干旱灾害年，黑龙江、吉林、辽
宁、北京、天津、河北、河南、山东、上海、安徽、广西、

青海、甘肃、四川、重庆、贵州、云南等１７省（市、区）
部分地区遭受旱灾。

１９４１年是全国严重干旱灾害年，宁夏、内蒙古、
山西、陕西、北京、天津、河北、河南、山东、江苏、安

徽、江西、湖南、广东、广西、甘肃、四川、重庆、贵州、

云南等２０省（市、区）部分地区遭受旱灾。
宁夏天道反常，气候亢旱，历年罕见。甘肃省靖

远、会宁、洮沙、渭源、宁定、永靖、武威、张掖、岷县、

永昌、山丹、民乐、古浪、酒泉、高台、金塔、鼎新、永

登、临潭、徽县等县被旱成灾，麦欠收。陕西省横山、

铜川、镇巴、南郑、褒城及陕北各县：各县久旱成灾，

旱灾奇重，灾民野草食尽，继以牛粪，饿殍遗尸亦复

争食，惨不忍闻。新疆全疆干旱。

山西省五台等１８县遭旱灾，共３０．８万余人受
灾。河南省春、夏、秋大旱。五至十月不雨，秋几绝

收，河涸塘竭，人畜吃水困难。南阳大旱，早秋高粱

每亩仅收１５～２０ｋｇ，晚禾大部分无收。
北京入夏以来，天气亢旱，雨水未降以致田禾枯

乾，收获无望。天津由春至夏，雨水稀少，干旱。

１９４２年也是全国严重干旱灾害年，黑龙江、吉
林、辽宁、内蒙古、山西、陕西、北京、天津、河北、河

南、山东、江苏、上海、安徽、福建、湖北、海南、广西、

甘肃、四川、重庆、贵州、云南等２３省（市、区）部分
地区遭受旱灾。其中山西、河北、河南受灾最为严

重。

山西省神池等１８县遭受严重旱灾。河北省春
夏遭旱魅、煌虫之灾，为害数十县，灾情甚重，各县年

景不振，气候之酷热异于往年，夏经灾害，秋收无望，

冀西３９县遭旱灾，灾民１８万。
河南全省大旱，春不雨，夏、秋久旱，井涸塘竭，

禾稼焦枯，饿殍盈野。

１９４３年还是全国严重干旱灾害年，黑龙江、吉
林、辽宁、内蒙古、山西、北京、天津、河北、河南、山

东、福建、广东、广西、新疆、四川、重庆、云南、贵州等

１８省（市、区）部分地区遭受旱灾。其中河南、山西、
新疆、云南、广东等地受灾面积最广。

新疆北疆１５个县大旱，河水干涸，农田禾苗失
灌，夏秋受灾减产１５万亩，绝收１０万亩，牧草大部
分枯死。

山西省晋城连续大旱，夏麦欠收，复遭蝗灾。

河南全省境内春、秋季大部绝收。一家地方报

纸刊载：“自然的暴君，从去年起开始摇撼了河南农

民的生命线。旱灾烧死了他们的麦子，蝗虫吃了他

们的高粱，冰雹打死他们的荞麦，最后的希望又随着

一棵棵的垂毙的秋苗枯焦，把他们赶上死亡的路

途”［５］。

２．３　旱蝗并发
蝗虫在河滩荒地上产卵，旱年河滩荒地上没有

水，蝗卵全部孵化，所以蝗虫就多。表３给出了中国
北方６省１９４０～１９４３年虫灾县数情况。４ａ期间，
北方年年有虫灾，以河南最为严重。１９４３年河南有
５８个县发生蝗灾，占全省县数的一半以上。鲁山县
当时也遭受了特大蝗灾。据李玉震先生的回忆，农

历六月二十八日（公历７月２９日）下午五时左右，
忽然北边天空出现一片灰白色浓云，目不及边。他

惊奇地问母亲：“您看北边像是下猛雨了？”母亲细

看后说：“不是下雨，像是刮灰风。”说时迟，那时快，

只听到一种异常聒耳的“唰唰、唧唧”声音，顿时阳

光黯然失色，狂风般的蝗群便飞到他们身边，母亲又

急又怕，对他说：“过蚂蚱哩，快打！”打了一阵子，无

济于事，只好无可奈何地看着蝗虫毁坏庄稼……不

消一碗饭工夫，漫山遍野光秃秃的……，这只是当时

的一个镜头而已，大旱已经使灾民奄奄一息，蝗虫则

极大地加重了灾荒的严重性，造成更多的灾民饥饿

而死。由于尸体暴露，瘟疫猖獗，造成的死亡比旱灾

本身还多［６］。

表３　中国北方６省１９４０～１９４３年虫灾县数统计
Ｔａｂ．３　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ｌｏｃｕｓｔｃｏｕｎｔｉｅｓｏｆ６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ｉｎＮｏｒｔｈＣｈｉｎａ

河北 山东 河南 山西 陕西 合计

１９４０ ８ ７ １５
１９４１ ７ ７
１９４２ １０ ７ ９ ２６
１９４３ ５８ ５ ６ ６９

　　从上述史实可以看出，该次极端干旱事件持续
时间长，范围广，灾害十分严重，但和黄河流域连续

５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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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ａ（１９２２～１９３２年）特大旱灾相比较［７］，在持续时

间、范围大小和危害性３方面要差一些。这是中华
民国时期北方第２个极端干旱事件。

３　旱灾的影响

３．１　人口受到严重损失
水旱灾害所造成的最严重的后果应是灾害对生

命的破坏。其中遥遥无期的旱灾对生命的破坏尤其

严重，特别是交通不便的地区。由于这次旱灾以河

南为中心，本文的材料主要来自河南。

据初步估计，在这次河南灾荒中，３０００万人民
中，有一半困于饥馑，逃离出该省的人大约有２００～
３００万，死于饥饿和疾病的也有２００～３００万。这是
近代中国最大的灾难之一［１］。

灾荒不仅会导致人口的直接死亡，在灾荒中结

婚率肯定有所下降。而且处于灾荒中的人口由于营

养不良，必然导致生育率的下降。因此灾荒对人口

增长的抑制作用远远超过直接造成的死亡人口数。

３．２　粮价飞涨
１９４２～１９４３年河南大旱荒，导致粮价飞涨，在

汜水，“抗战前小麦每市斗六角，小米六角余。１９４２
年麦收前，小麦每市斗已涨至二十二元，小米二十三

元余。至１９４３年春，小麦每市斗涨到三百元，小米
三百元有余”。如果南阳 １９４１年 １月的物价指数
（实指粮价）为１００的话，那么１９４２年１２月该地的
物价指数为９３９．６８，由于物价上涨太快，河南省政
府于１９４３年１月９日公布《河南省管制物价实施办
法》，从１月１５日开始，南阳全区普遍开展限制物
价。尽管如此，到１９４５年９月，物价总水平实际上
涨了１４．５倍。另外，从当时城市的物价指数也可以
看出灾荒对物价的影响［６］。

表４　１９４３年洛阳市盐价指数
和物价指数统计（１９３７年＝１００）

Ｆｉｇ．４　ＰｒｉｃｅｉｎｄｅｘｏｆｓａｌｔａｎｄｍａｔｔｅｒｉｎＬｕｏｙａｎｇｉｎ１９４３

月份 盐价指数 物价指数 月份 盐价指数 物价指数

１月 ２８６３．２ ２１１５．５５ ７月 ４６３１．２ ５１１０．０８

２月 ２８６３．２ ２４３１．９ ８月 ６５２６．３ ６２０２．４

３月 ３２６３．２ ２７５３．８ ９月 ６５２６．３ ７２５０．２

４月 ３２６３．２ ３２１６．５ １０月 ７７８９．５ ６９９３．９

５月 ４６３１．６ ３６６４．９ １１月 ７７８９．５ ７３８５．０

６月 ４６３１．６ ４２６８．６ １２月 ７７８９．５ ７９４１．１

　　从表４中可以看出１９４３年大灾荒给河南带来

的物价上涨情况，１月份物价和１９３７年相比上涨了
２１倍多，盐价上涨了将近３０倍，到１２月份，则几乎
上涨了近８０倍。即使拿同一年的物价和盐价相比，
１２月份比１月份上涨了将近５倍。
３．３　生态环境恶化

灾害的发生加剧了灾民的贫困，而贫穷的灾民

为了果腹，持续不择手段地向已经不堪重负的生态

环境索取食物，灾民在荒年掘草根剥树皮为食，使植

被遭到进一步的破坏。北方地区的森林植被和野生

动植物资源，在持续不断的旱灾和饥馑的袭击之下，

遭到毁灭性的浩劫。干旱等各种灾害，还会恶化水

质，污染空气，造成大量生物体死亡腐烂或者垃圾、

粪便等地表排泄物的漂流，严重损害环境质量，导致

疾病流行，瘟疫猖獗，给灾后馀生带来更为巨大的威

胁。

由于环境恶化，加重了干旱的严重程度，在干旱

的反作用下，加之人类活动的影响，进一步引起一系

列的环境恶化现象，造成恶性循环。

４　小　结

（１）１９４１～１９４３年的中国北方大旱是中华民国
时期以河南为中心，仅次于黄河流域连续１１ａ特大
旱灾的极端干旱事件。

（２）这次极端干旱事件的特点是：发生在年代
际相对温暖期，持续时间长、范围广和受灾重，旱

蝗并发。

（３）这次极端干旱事件使人口受到严重损失，
粮价飞涨，生态环境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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