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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过去<千年重庆干旱记录分析表明"!$$"年在重庆及其周边地区所 发 生 的 $特 大 干

旱%事件在历史上曾经多次出现!并非历 史 仅 见(这 样 极 端 气 候 事 件 的 发 生 仅 仅 是 气 候 波 动

中一个正常的自然现象!无论是干旱的 持 续 时 间)严 重 程 度!还 是 发 生 的 范 围 都 可 能 并 未 超

出气候波动的正常幅度(
关 键 词"重庆#大旱#历史记录#温度变化

文章编号"<$$$9$>:>&!$$%’$#9$:!:9$%

!!干旱是对社会影响最严重的气候灾害之一(尽管干旱是一种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存在的

自然现象!但它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政治)社会公共安全和居住环境的影响却是不容忽

视的(干旱直接影响地表水和地下水资源!从而导致水资源供应量的减少和质量的下降!
农田灌溉和发电能力的降低!粮食严重减产等后果(美国的许多研究表明"在最近数百年

中!<:#>!<:>"年的美国西部大平原大旱*<+)!$世纪;$年代和>$年代美国的 $黑风暴%
事件与持续性大旱*!!;+及!$世纪:$!?$年代的持续性大旱!不仅直接影响工农业生产与

人类的生活!而且还导致了一些地区的自然生态系统发生明显退化(其中仅<?:%!<?:?
年的持续干旱!就造成高达近!#$$亿美元的直接社会经济损失(在中国也有类似的现象!
有研究表明"明末持续数十年的干旱不仅使农业生产遭受毁灭性打击)民不聊生!而且还

影响了社会的稳定!甚至可能直接触发了明朝的灭亡*#+#!$世纪!$年代发生的华北及其

周边地区的大旱!直接导致甘肃)陕西)内蒙古)宁夏和青海等地近#$$万人饿死)病死*>+(

!!正值干旱事件的发生及其影响日益受到学者们广泛关注之时!!$$"年>月中旬到?
月初!我国重庆和四川东部出现了持续高温)少雨的天气!从而导致这些地区发生了新中

国成 立 以 来 最 严 重 的 干 旱(据 资 料 记 载!重 庆 市 &沙 坪 坝 站’"!:月 降 水 量 仅 为

!%<4<NN!比常年同期偏少了!<!4;NN!为<?><年以来同期降水最少的年份之一#"!:
月!重庆全市;>M以上的高温天数达;<!>%天!其中<%个区县#$M以上的酷暑天数达

到<$!<?天(直至?月#!:日!重庆)四川等地连续出现了两次明显降雨过程!部分地

区甚至出现暴雨!高温天气结束!大部地区干旱得到有效缓解(其间!重庆市有三分之二

的溪河断流!;4;:万口山坪塘干涸见底!全市#$个区县中有;%个达到或超过重旱标准!

!<$$万人受灾$(据有关部门截止!$$"年?月<$日的统计"重庆全市因旱所造成的直接

损失达:!4>>亿元!其中农业经济损失为"$4%>亿元%(这次特大干旱持续时间之长)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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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强度之大)抗旱水源之少)干旱范围之广)旱灾损失之重均为历史少见(对如此严重的

大旱!社会众说纷纭!有人甚至还怀疑这样的干旱是由于三峡工程建设所致(本文根据近

<$$$多年的历史资料记载!对这次大旱的气候与历史背景作一分析!并与历史上曾经出

现的干旱进行了对比与评估(

<!重庆市夏季发生干旱的气候背景

!!分析重庆夏季干旱的气候背景!首先要明确一下重庆所处的地理位置!重庆位于北纬

;$L左右的长江中游地区!处于青藏高原与长江下游的交会地带(这里虽然属亚热带湿润

气候!即冬季温 暖!无 霜 期 长&!<$!;#?天’!雨 量 也 较 充 沛&<$$$!<#$$NN’(但 在 夏

季!这里经常受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下沉气流的影响!不但炎热 &重庆夏季素有 $火炉%
之称’!伏期也较少降雨&%月份平均降水量仅占全年的<#4;i’!而且降水的年际变率也

非常大!特别是在夏季&>!?月’!最大年份的降水量是最少年份降水量的;倍以上(这

些特定的自然因素造成了重庆地区自古以来就干旱频发(此外!在夏季!除了重庆!整个

长江中下游流域都受副热带高压下沉气流控制和影响!这就必然会造成这些地区的少雨与

高温!形成 $伏旱%(因此!在夏季发生干旱!特别是 $伏旱%!本来就是这些地区重要的

气候特征之一!它是与这些地区所处的地理位置紧密相关的(当然!由于!$$"年夏季全

球及东亚地区的大气环流比较异常!特别是夏季副热带高压活动的异常!干旱才更为明显

而已(具体表现在"由于太平洋海温较常年明显偏高!而且青藏高原积雪明显偏少*"!%+!
致使!$$"年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强度明显偏强!位置偏西)偏北#加上南下的冷空气较

往年偏弱!造成持续的副高系统稳定控制在川东)重庆上方!天气表现为晴热少雨!从而

使得!$$"年夏伏连旱!加剧了旱情(同时!全球变暖的背景使得这里的夏季连续出现高

温!导致地表蒸发加大!从而也加重了旱情的发展(

!!重庆市及其邻近地区的历史干旱记录

!!图<给出了重庆)万州)广元和成都#地自公元?>$年以来逐年旱涝等级序列 &定级

方法见文献 *:+!数据由本课题组提供’及<:?<年以来重庆沙坪坝气象站的夏季 &>!?
月’降水量序列!由于<#%$年以前的干旱频次为不完全统计!特用虚线示出(从图中可

以看出"近<$$$多 年 来!这 些 地 区 发 生 旱 灾 的 年 份 就 非 常 多!其 中 有 记 录 的 被 确 定 为

$旱%$ 的重庆为;:次!万州!"次!广元#;次!成都<"次(由于历史记录往往存在一定

程度的缺失!因此可以认为上述记录只是一种不完全统计(如果从有较完整记录的<#%$
年开始统计!也 可 以 看 出!这 些 地 区 发 生 $旱%的 频 次 同 样 很 高(在<#%$!<?>$年 的

#:<年间!重庆共发生!?次!万州<%次!广元;#次!成都<$次!发生频率分别为"i!

#i!%i和!i!平均而言!约为!$年一遇(有些时段!如<"#"!<"#?年及<:<<!<:<#
年甚至连续多年出现*?+(而自<:?<年有气象记录以来至!$$$年三峡库区蓄水前!$旱%
同样还出现在<?;$)<?;")<?;?和<?"<年等#个年份(尽管在这些被确定为 $旱%的年

份中!并不一定是所有的年份都达到了像!$$"年这样的 $特大干旱%程度!但从一些历

$由于历史文献记载大多为文字描述 记 录!因 而 一 般 只 能 根 据 内 容 描 述 采 用 分 等 定 级 的 方 法 对 旱 涝 程 度 进 行 定

级#其中干旱分为 $偏旱%与 $旱%!个级别(其中被确定为 $旱%的年份!约较同期多年平均降水量至少偏少<4<%
倍标准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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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H’重庆&沙坪坝站’<:?<年以来夏季&>!?月’降水量及其>年滑动平均值!图中黑直线为

<:?<!!$$>年平均值#&F!E’重庆与四川各地历史上&公元?>$年以来’发生偏旱&低柱’
与旱&高柱’的年份及每<$年干旱频次的时间变化

@CQ4<!&H’07NNEDWDESCWCTHTC2V&BD2N_H8T20EWTENFED’HVKUCVSE>98EHDUN22TGCVQ
HIEDHQE<:?<CV.G2VQ̂CVQ&0GHWCVQFHUTHTC2V’#TGCSXU23CK3CVE"TGCVU23CK3CVE"

HIEDHQEIH37EBD2N<:?<!!$$>#&F!E’N2KEDHTEKD27QGT&32RFHD’HVKUEIEDE
KD27QGT&GCQGFHD’EIEVT!HVK<$98EHDKD27QGTBDÊ7EVS8

史上的记载!仍可以看出类似!$$"年的 $特大干旱%虽说是少见的!但绝不是 $仅见%(
如<"#"!<"#?年是重庆有较完整文字记录的)距今最远的一个连续#年发生重大或特大

干旱的时段(其 中 有 关 记 载 有"<"#"年!重 庆"大 旱!大 疫$#綦 江"大 旱#<"#%年!
綦江"五月 &即"月<;日至%月<!日’大旱!斗米十 二 金!难 民 无 所 得 食!兼 瘟 疫 盛

行!死者朽卧床榻!无人掩葬%#<"#:年!重庆$!巴县&"大旱!人相食#<"#?年!綦

江"大旱!赤地千里%(

!!又如<:<<!<:<#年的连旱(其中<:<<年!据 /忠州直隶州志0载" $自三月不雨!
八月乃雨%#綦江"大旱%#隆昌"旱!半收#江 津"夏 旱!至 次 年 夏 犹 不 雨#丰 都"大

$
%
&

道光 /重庆府志0卷九 /祥异0(
道光 /綦江县志0卷十 /祥异0(
乾隆 /巴县志0卷十六 /灾祥0(



!#期 郝志新 等"!$$"年重庆大旱的历史透视 :;<!!

旱$#万县"夏!雨泽 愆 期%#云 阳"大 旱!出 米 济 饥&#广 安"旱’!辛 未 &<:<<年’)
壬申 &<:<!年’岁荒!民饥!道 路 多 遗 弃 婴 儿(#岳 池"夏 六 月 旱!禾 无 收!民 大 饥)#
邻水"大旱-(<:<!年!綦江"大旱.#江北"大旱!岁歉/#涪陵"壬申 &<:<!年’)癸

酉 &<:<;年’)甲戌 &<:<#年’岁屡旱!壬申)甲戌大饥!升米百钱012#垫江"城乡各设

粥以赈!多有死者#丰都"大旱#忠县"春大饥!斗米千五百钱!有食土者(22是年又

旱!六月不雨013(<:<;年!/綦江县志0载"$自辛未以来 &<:<<年’!连旱三载!饥民无

所得食!搬南隆者纷纷塞道(加以疫症传染!计死于疫)死于南隆及去不复返者不可以数

计%.#隆昌"大饥!江津流民来此掘土而食之014#城口"大旱!自立夏后!至秋始得雨!
田地皆歉收015#云阳"岁 大 旱!荒 歉016(<:<#年!綦 江"瘟 疫 流 行!死 者 无 算.#垫 江"
大旱017!奉节"春旱!斗米千钱018#广元"大荒019#南部"夏大旱01:(

!!<:%%年!四川)重庆等地又发生了特大干旱(四川总督丁宝桢于该年六月二十九日

&<:%%年:月:日’向光绪奏道"$五月份 &即"月<<日至%月<$日’成都府之简州)汉

州!龙安)保宁)顺庆)绥定)夔州)绵州)资州所属州县!或仅得微雨!或未沾雨泽!
田水干涸!禾苗渐槁!待泽孔殷%#七月二十九日 &即?月"日’又奏"六月份 &即%月

<<日至:月:日’重 庆 府 属 之 长 寿)璧 山)定 远!绥 定 府 属 之 达 县!保 宁 府 属 之 南 部!
顺庆府属之南充)西充)蓬州)岳池)广安!资州属之仁寿)井研!绵州及所属之绵竹)
罗江等县田水干涸!早禾多槁!晚禾未种!现交秋令!节候已迟!经饬令于得雨后赶种冬

粮!藉资补救!并清查各属仓谷确数!以备缓急!其被旱较甚之处委员前往确勘!受灾较

重禀候核办%#后又于次年三月二十七日&<:%:年#月!?日’奏"$川北保)顺)潼)绥

四府属田少山多!上年六)七两月&<:%%年%月<<日至?月"日’地方亢旱!收成欠薄!
自去冬&公元<:%%年’以来迄正月&<:%:年!月!日至;月;日’雨泽亦少!豆麦未能长

发!情形已奏#巴州)南 江)达 县 等 属 虽 经 得 雨!而 豆 麦 多 已 受 伤!灾 情 甚 重!查 巴)
南)通各属地处高山!本荆饶薄!且贫户极多!值此荒欠!灾民饥饿流离!苦不堪言%01;(

!!<?;"年的特大干旱是这些地区!$世纪最为严重的干旱之一(从有关记载看!该年干

旱所造成的灾情也极为严重(<?;%年的 /四川月报0载"$川省去年度 &<?;"年’各县旱

灾!灾区共达<#<县%(特别是重庆与万州等地!灾情更为惨重(据<?;%年的一份 /万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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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 /重修丰都县志0卷四 /祥异0(
同治 /增修万县志0卷二十 /寺观0(
道光 /涪州志0卷十 /义举0(
嘉庆 /广安州志0卷三 /祥异0(
光绪 /广安州新志0卷三十 /卓行0(
道光 /岳池县志0卷二十六 /政0(
道光十五年 /邻水县志0卷一 /祥异0(
道光 /綦江县志0卷十 /祥异0(
道光 /江北厅志0人物(
道光 /垫江县志0卷六 /祥异0(
道光 /忠州直隶州志0卷四 /祥异0(
道光 /重庆府志0卷九 /祥异0(
道光 /城口厅志0卷十九 /杂类0(
咸丰 /云阳县志0卷十 /艺文0(
道光 /垫江县志0卷六 /祥异0(
道光 /夔州府志0卷三十七 /人物0(
道光 /重修昭化县志0卷四十八 /祥异0(
道光 /南部县志0卷二十六 /祥异0(
清光绪朝奏折!<:%%年 /新目录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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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报0载"$万县去岁 &<?;"年’因整年少雨!致造成数十年来罕见之奇旱!使农村愈为

破产!人民生活极感艰难!由农民而变为灾民者难以数计22!去岁秋收即无望!一般农

民均尽量种麦子!胡豆!豌豆等!以作补救!殊由秋交冬!由冬交春!仍未下过大雨!微

雨亦仅三四次!以致本年小麦绝望!收获不过十之二三而已%(为此当时万州的大多数地

方都出现了 $吃观音米 &土’%充饥的事件!重庆仅<?;%年的一)二月就死亡流民二千余

人!至于 $桐树干死)秧田无水)粮食枯萎%等记载更是比比皆是*<$+(

;!!$$"年重庆大旱与历史大旱记录的对比

!!从史书上关于重庆和四川干旱灾情的记录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干旱事件及其影响的

严重程度(从干旱事件的持续时间上看!历史上就明显有较!$$"年旱期更长的记录(如

<:<<年的特大干旱年!$自三月不雨!八月乃雨%!旱期就至少持续了>个月(从气象记

录看!<?;"年的旱期也出现在>!?月!也长达>个月之久(另外!从对农业生产的影响

看!$田塘干涸)赤地千里)无法下种)禾苗成槁%等等现象也不是今天所仅见(至于历

史上所记载的 $无所得食)饥饿流离)瘟疫盛行)死者相枕%等灾情更是 今 天 所 无 法 想

象的(

!!对比!$$"年与<?;"年重庆干旱时期的降水可以看出"!$$"年重庆沙坪坝>!:月的

降水总计为#!>4"NN &表<’!而<?;"年>!:月的降水是#"%4!NN!二者在降水偏少程

度上几乎相当(如果再从两年>!:月降水的月际分布差异来看!<?;"年>)"两月的降

水约为!$$"年同期的"$i!而!$$"年%):两月的降水约为<?;"年同期降水的一半(由

于>!:月是温度最高)地表水蒸发最快)土壤墒情降低最迅速)农业生产需水最为旺盛

的时段!因此!<?;"和!$$"年 的 干 旱 范 围 与 程 度 也 较 为 相 似(但 从 所 造 成 的 灾 情 记 载

看!<?;"年所造成的灾情还在!$$"年之上!这可能是因为<?;"年>)"两月降水较!$$"
年更少!当地农作物正处于播种)移栽及苗期生长等关键阶段!所以更容易造成 $无法下

种)禾苗成槁%等毁灭性的影响(当然!<?;"年的灾情之所以更为严重!可能还与当时

的社会与政治等因素相关*<<+(

!!此外!对比重庆市<:?<!!$$$年>!:月极端最少降水量与!$$"年降水量统计结果

看!!$$"年重庆沙 坪 坝 站>!:月 的 降 水 量 还 高 于 出 现 在<?;$年>!:月 的 降 水 量

&;!#4!NN’(因此!仅从降水条件看!!$$"年的 $特大干旱%并不是百年来最为严重的#
而且其>!:月中任何一个月的降水都并未低于有观测记录以来的极值#即便是降水最少)
旱情表现最明显的:月份!降水量也还有;$4>NN!明显高于有记录以来的该月极端最小

值;4?NN &表<’(

表#!重庆市#QR#!!KKK年U!Q月降水量与#R’H&!KKH年同期降水量对比

*+,"#!Y+:6@$?<?/684148?8S.5A4S46+64@12?.41<#QR#!!KKK+126=5A@8S+.4/@1@3

S.5A4S46+64@1,56;551#R’H+12!KKH41)=@1<[41<

月份 >月 "月 %月 :月 >!:月

月最少降水量 &NN’ ><4$ <%4; <#4> ;4? ;!#4!

逐月最少降水量出现的年份 <??# <?"< <:?? <?%" <?;$

<?;"年降水量 &NN’ ?;4% %"4< !$:4; :?4< #"%4!

!$$"年降水量 &NN’ <>#4> <!?4$ <<<4" ;$4> #!>4"



!#期 郝志新 等"!$$"年重庆大旱的历史透视 :;;!!

#!重庆历史时期温度变化

!!不仅干旱等灾害事件!历史上温度也同样存在明显的变化(我国黄河与长江中下游地

区历史文献记载 &其 中 主 要 为 物 候 与 冷 暖 事 件 记 录’重 建 的 过 去!$$$年 来 温 度 变 化 显

示*<!!<;+!在过去!$$$年中!我 国 温 度 已 经 历 了 多 个 冷 暖 波 动 过 程(而 自!$世 纪 初 起!
我国又进入了一个温暖期(从<?!#年以来重庆年平均温度变化图 &图!’可以看出"在

!$世纪以来的这个温暖期中!重庆的年平均气温变化趋势大致经历了 $暖,冷,暖%;个

时期(其中!$世纪!$年代中期至"$年代中期偏暖!"$年代后期至?$年代初偏冷!而

自!$世纪?$年代以来!重庆又进入一个新的增暖期(因此!从历史时期温度变化的冷暖

波动和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温度变化来看!!$$"年重庆的高温并不是偶然!而是处在一个

新的增暖期内的温度正常反应(

图!!重庆 &沙坪坝’<?!#年以来的温度变化&以<?><!<?:$平均值为标准’#粗实线"<$年滑动平均

@CQ4!!YENWEDHT7DEHV2NH38&<?><!<?:$HUDEBEDEVSEKIH37E’UCVSE<?!#CV.G2VQ̂CVQ
&0GHWCVQFHUTHTC2V’#TGCSXU23CK3CVE"<$98EHDUN22TGCVQHIEDHQE

>!结语

!!综上所述!虽然!$$"年在重庆及四川东部发生的干旱确实非常严重!其所造成的损

失也非常巨大!但干旱本身是一种自然现象!像这样的大旱在历史上曾多次发生过!而且

无论是从持续时间)影响范围)对农业生产的影响程度!还是从所造成的 灾 情 严 重 程 度

看!这样的干旱虽属于历史罕见!但其并未超出气候周期的正常波动幅度!也非历史上所

仅见(同时!!$$"年重 庆 大 旱 也 提 醒 我 们!气 候 变 暖 可 能 会 导 致 极 端 暖 事 件 &如 高 温)
热浪等’的发生频率明显增加!今后类似的灾害性事件可能会较频繁出现!这也是未来非

常值得我们去关注和深入研究的重点科学问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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