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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主要气象灾害时空变化的统计分析

孙　霞，俞海洋，孙　斌，刘怀玉，郭丽丽

（河北省气象灾害防御中心，河北　石家庄　０５００２１）

摘　要：根据１９８４～２０１１年河北省气象灾害统计数据和河北省气候影响评价资料，分析了河北省气
象灾害灾次和灾情的时空分布特征。研究表明：河北省主要的气象灾害有暴雨洪涝、旱灾、雹灾、风灾

和雷灾等５类，５类气象灾害存在明显的时空分布特征。河北省暴雨洪涝主要集中在河北省西北部，
灾次比最大值０．０３８；冰雹灾情主要集中在张家口、承德以及位于太行山东麓的保定西部地区，灾次
比最大值为０．０２７；干旱灾情主要集中在邯郸以及沧州南部，灾次比最大值为０．０３６；大风灾情主要集
中在河北中部，高值中心在唐山北部，灾次比最大值为０．０３０；雷电灾情主要集中在秦皇岛、张家口以
及石家庄，灾次比最大值为０．０３４。河北省暴雨日数分布与暴雨洪涝灾情分布的不一致表明气象灾
害灾情除与致灾因子有关外，还与承灾体脆弱性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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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河北省东临渤海湾，地形、地貌和气候类型复

杂多样，属于灾害多发省份。在各类自然灾害中，

气象灾害占７０％以上。在全球气候变暖的大背景
下［１］，河北省高温、干旱、大雾、雷电等灾害性天气

频繁发生，破坏程度越来越强，随着经济的快速发

展和人口密度的增长，气象灾害对河北省的影响

也会越来越大。

国内学者对我国气象灾害的时空特征、天

气成因和一些个例进行了大量深入的研究探

讨。叶彩华等［２］利用北京地区 １９７８～２００６年
冰雹发生数据资料，统计分析了北京地区冰雹

发生的时空分布特征，发现冰雹发生频率和雹

日都是山区多于城区；伍红雨等［３］分析了华南

寒潮频次的气候特征及其变化，发现华南区域

单站寒潮的平均发生频次和平均降温持续天数

从内陆向沿海递减；张可慧等［４］对河北地区

１９５６～２００９年高温热浪的时空特征进行了分
析，结果表明河北地区高温热浪由北向南逐渐

增强，形成以南宫为中心的高温热浪中南部中

心；顾光芹等［５］分析了１９６１～２００７年来河北省
冰雹天气的时空分布特征、历史演变规律以及

多雹年与少雹年的环流特征。针对气象灾害灾

情分布的统计研究较少，解明恩等［６］分析了云

南主要灾害的时空分布规律，发现气象灾害存

在明显的时空分布特征。

河北省东临渤海，西依太行山，北靠蒙古高原，

南部为华北大平原，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地形复杂，

各类地形对气候的干扰因素很大，容易引起自然灾

害的发生［７］。目前针对河北省的气象灾害及灾情

分析研究较少。分析河北省气象灾害的时空分布特

征，合理调整区域作物种植结构，是减少气象灾害对

农业造成损失的重要手段，也是生产实践中有效防

灾减灾的基础［８］。

本文利用河北省气象灾害统计数据，分析研究

河北省气象灾害灾情的时空变化特征及变化趋势，

以期为气象灾害天气的监测预警提供观测事实和参

考，为河北省防灾减灾及气象灾害风险管理提供科

学依据和技术支持。



１　资料与方法
采用河北省１９８４～２０１１年间气象灾害统计数

据，数据为河北省气象灾情普查资料，来源包括《中

国气象灾害大典（河北卷）》，各县气象局、民政局

等。统计的气象直接灾害包括暴雨洪涝、干旱、大

风、冰雹、雷电、雪灾、冰冻等，气象衍生灾害包括气

象地质灾害、森林草原火灾、病虫害等。研究数据是

在已获得的多来源气象灾情数据基础上，结合河北

省气候影响评价资料，进行了进一步的数据控制，包

括数据的逐条核对、除重等。此外，当同一灾种出现

重复统计或数据矛盾时，均以民政等权威部门数据

为准，数据具有一定的精度与可比性。需要说明的

是本文统计的是指有记录的、已经致灾的气象灾害。

参照自然灾害特征值的定义和指标选择［９］，选

取气象灾害灾次比特征值来衡量河北省主要气象灾

害的时空分布特征。气象灾害灾次比（Ｍｚｃ
ｉ）是指县

域气象灾害的群聚程度，是气象灾害综合强度模型

的基本特征指数：

Ｍｚｃ
ｉ＝ｎｉ／Ｎｉ （１）

　　其中，ｉ为河北省主要气象灾害种类，ｎ为某县
一定时段气象灾害发生日次，Ｎ为全省一定时段气
象灾害发生总日次。利用Ｓｕｆｅｒ１１软件对气象灾害
数据的散点分布进行了插值运算，从而得出了河北

省气象灾害的空间分布。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主要气象灾次特征
２．１．１　时间分布

根据对１９８４～２０１１年河北省气象灾害数据的
分析，基于直接经济损失和发生次数，选取５种主要
气象灾害作为研究对象，分别是暴雨洪涝、冰雹、干

旱、大风和雷电，其中前４种是造成直接经济损失和
发生次数均最多的灾害，最后一种属于发生次数较

多的灾害。总体上河北省 ５种气象灾害共发生 ８
４９７次（图１），５种气象灾害发生次数所占比例依次
为２７％、２３％、２２％、１７％和１１％ 。

由于干旱灾害发生的持续时间较长，这里仅分

析暴雨、冰雹、雷电和大风４类河北省主要气象灾害
发生次数的季节变化。总体来看，４类气象灾害发
生次数主要集中在夏季（６、７和８月），夏季灾害发
生平均总次数依次为１７１６、１７７６、１５１１和９５３次。
除冰雹（６月）外，其余３类气象灾害发生次数最多
的月份均在７月。暴雨洪涝是河北省主要的气象灾
害之一，河北省水灾平均发生次数春季（３、４和 ５

月）和秋季（９、１０和１１月）相当，分别为１０８和９６
次，冬季（１２、１和２月）最少。雹灾是伴随飑线、局
地强风暴等强对流系统出现的一种天气现象，破坏

性很大，主要发生在春、夏及早秋。雷电发生时，常

会由于强大电流的通过而杀伤人畜，破坏农作物、电

力交通设施、建筑物，引发森林火灾，是一种常见的

气象灾害，８１．９％的雷电灾害主要发生在夏季，年均
雷灾日数为６８．３ｄ。河北各月均有风灾出现，其中
夏季最多，春季次之，冬季最少。

图１　１９８４～２０１１年河北省主要
５种气象灾害发生总次数

Ｆｉｇ．１　Ｔｏｔａｌ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ｔｈｅｍａｉｎ５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ｅｖｅｎｔｓｉｎＨｅｂｅｉ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ｄｕｒｉｎｇ１９８４－２０１１

图２　１９８４～２０１１年河北省暴雨洪涝、冰雹、
雷电和大风灾害发生次数平均月变化

Ｆｉｇ．２　Ｍｏｎｔｈｌｙ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ｉｅｓｏｆ
ｆｌｏｏｄｓ，ｈａｉｌ，ｔｈｕｎｄｅｒｓｔｏｒｍ，ａｎｄｇａｌｅｅｖｅｎｔｓ
ｉｎＨｅｂｅｉ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ｄｕｒｉｎｇ１９８４－２０１１

２．１．２　空间分布
对１９８４～２０１１年河北省气象灾害数据进行分

析，２８ａ间河北省各类气象灾害共发生１００９５次。
应用Ｓｕｆｅｒ软件技术编制河北省主要５种气象灾害
灾次比分布图（图３）。从图３可以看出，河北省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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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洪涝主要集中在河北省西北部，灾次比最大值为

０．０３８，暴雨洪涝灾情有２个高值中心，即山区高海
拔地区的承德北部和张家口北部。冰雹灾情主要集

中在张家口、承德以及位于太行山东麓的保定西部

地区，灾次比最大值为０．０２７。干旱灾情主要集中
在邯郸以及沧州南部，灾次比最大值为０．０３６，位于
沧州市南皮县。大风灾情主要集中在河北中部，高

值中心在唐山北部，灾次比最大值为０．０３０。雷电
灾情主要集中在秦皇岛、张家口以及石家庄，灾次比

最大值为０．０３４，位于秦皇岛抚宁县。
河北省暴雨出现最多的地区是燕山南麓及沿海

地区［１０］，张家口、承德北部暴雨日数最少，平均每年

仅出现０．５ｄ，但张承地区的暴雨洪涝的灾次比却是
全省的高值区，这说明气象灾害灾情除与致灾因子

有关外，还与承灾体的脆弱性密切相关，这里的脆弱

性是指受灾区社会或环境承受气象灾害影响的程

度［１１］，影响因素包括地形种类、人口分布和经济发

展水平等［１２］。

图３　河北省５种气象灾害灾次比的空间分布
（ａ）暴雨洪涝；（ｂ）冰雹；（ｃ）干旱；（ｄ）大风；（ｅ）雷电

Ｆｉｇ．３　Ｓｐａｔｉ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ｒａｔｉｏｏｆｓｉｎｇｌｅ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ｄｉｓａｓｔｅｒ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ｔｏｔｈｅｔｏｔａｌ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ｉｅｓｉｎＨｅｂｅｉ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ａ）ｆｌｏｏｄｓ；（ｂ）ｈａｉｌ；（ｃ）ｄｒｏｕｇｈｔ；（ｄ）ｇａｌｅ；（ｅ）ｔｈｕｎｄｅｒｓｔｏｒｍ

０９３ 干　　旱　　气　　象 ３２卷　



２．２　主要气象灾情特征
１９８４～２０１１年河北省累计气象灾害（包括渍涝

等农业灾害以及气象地质灾害、森林草原火灾等）

总面积为３０９８．４１万ｈｍ２。河北的气象灾害造成的
直接经济损失主要集中在暴雨洪涝、冰雹、干旱和大

风，它们造成的损失占全部气象灾害损失的比例依

次是３５．２４％、２３．２４％、１４．９７％和１３．７３％。雷电
虽然发生次数较多，但它占全部气象灾害损失的比

例仅为０．８２％，这可能是由于雷电灾害造成的损失
较其他气象灾害更难统计的原因。

据统计，１９８４～２０１１年河北省平均每年有 ７２
个县（市）次出现暴雨洪涝灾害，全省受洪涝灾害影

响农作物受灾面积为５８５．６万 ｈｍ２，占气象灾害总
面积的１８．９％；全省每年约有８５个县次遭受不同
程度的雹灾，受灾面积总计７１４．２万ｈｍ２，占气象灾

害面积的 ２３．０％；农作物受旱面积高达 ８９４．３万
ｈｍ２，占气象灾害总面积的２８．９％，成灾面积４５６．５
万ｈｍ２，成灾率高达５１．０％；河北风灾平均每年约
５３县次，最多年份可达 １１９县次，受灾面积总计
４３１．３万ｈｍ２，占气象灾害总面积的１３．９％。

用发生在河北省范围内气象灾害（包括衍生灾

害等）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农业经济损失、农作物

受灾面积、倒损房屋和受灾人口等作为衡量河北省

气象灾害灾情分布的量来表述其年分布特征。由图

４可以看出，１９８４～２０１１年，河北省因气象灾害造成
的直接经济损失平均４９．７亿元／ａ，直接经济损失占
ＧＤＰ的比例平均值为２．０３％，全省直接经济损失在
１９８４～２０００和２００１～２０１１占ＧＤＰ比例平均值分别
为３．０２％和０．５２％。总体看来，直接经济损失呈增
长趋势，而直接经济损失占ＧＤＰ的比例呈下降趋

图４　１９８４～２０１１年河北省气象灾害损失年变化
Ｆｉｇ．４　Ａｎｎｕａｌ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ｌｏｓｓｅｓｉｎＨｅｂｅｉｄｕｒｉｎｇ１９８４－２０１１

１９３　第３期 孙　霞等：河北省主要气象灾害时空变化的统计分析



势。１９９６年为河北省特重洪涝灾年，全省有６６．７％
的县不同程度受灾，部分县灾情严重，另外受灾严重

的县大部分位于太行山区和黑龙港流域，灾害使得

这些贫困县的薄弱经济遭到严重破坏，造成直接经

济损失在该年达到极值，倒损房屋１１７．１７万间。河
北省因气象灾害造成的农业经济损失总计 ４３２亿
元，平均１５亿元／ａ。整体来看，１９８６～１９９２年期间
缓慢增长，１９９２年之后，因气象灾害造成的农业经
济损失增长趋势明显。１９８５年全省的冰雹总次数
比历年平均偏多５０％以上，特大冰雹出现的次数也
比较多，局部灾情严重［１３］，全省全年农业经济损失

高达７２．５亿元，直接经济损失占ＧＤＰ比例达到１９．
６％。１９８４～２０１１年农作物受灾面积平均值为１１０．
５万ｈｍ２。

３　结　论
（１）暴雨、冰雹、雷电和大风等４类为河北省主

要气象灾害，发生次数主要集中在夏季。

（２）河北省暴雨洪涝主要集中在河北省西北
部，灾次比最大值为０．０３８；冰雹灾情主要集中在张
家口、承德以及位于太行山东麓的保定西部地区，灾

次比最大值为０．０２７；干旱灾情主要集中在邯郸以
及沧州南部，灾次比最大值为０．０３６；大风灾情主要
集中在河北中部，高值中心在唐山北部，灾次比最大

值为０．０３０；雷电灾情主要集中在秦皇岛、张家口以
及石家庄，灾次比最大值为０．０３４。

（３）河北省暴雨日数分布与暴雨洪涝灾情分布
的不一致表明：气象灾害灾情除与致灾因子有关外，

还与承灾体的脆弱性密切相关。

致谢：感谢河北省气候中心张金龙高工等对本文数

据处理过程中给予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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