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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市主要灾害性天气特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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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利用１９５３—２００８年合肥国家基本气象站地面观测资料，分析了合肥城市暴雨、大雾、雷电、冰雪冻害、大风和高温６
类主要城市灾害性天气的统计特征，并利用线性倾向估计法对其进行了趋势分析。结果表明：合肥市大雾天气呈增加趋势，２０
世纪９０年代以后增加更为明显；暴雨发生日数基本维持不变，２０００年以后大暴雨发生概率增大；大风、雷电和高温的年发生日
数呈减少趋势；降雪日数减少，年极端最低气温４９１％出现在雪后第一天或第二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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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合肥市区地处北纬３１°４１′５４″—３１°５７′５９″、东经
１１７°０３′４４″—１１７°２５′３３″，属南北气候过渡带，冷暖气
团易在此交汇造成恶劣天气。合肥是从 １９５２年一
个不到５００００人口、面积５ｋｍ２的小县城逐渐建设
发展成为今天已有２２４万人口和２２４ｋｍ２的中型城
市。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势必造成区域气候的变化，

在全球气候变暖大背景影响下，各种极端灾害性天

气频繁袭击合肥，气象灾害及其次生灾害成为制约

城市健康和谐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关于合肥市灾

害性天气的特征，目前研究的比较少，魏文华等［１］对

５０ａ来合肥地区大雾进行了分析，指出合肥大雾发
生具体明显的季节性，而对暴雨、大风等灾害性天气

研究较少。本文从统计学角度分析了合肥市暴雨、

大雾、雷电、冰雪冻害、高温和大风６类主要城市灾害
性天气的特征，以便在城市建设、规划中避开气象灾害

的影响［２－４］，合理防灾避灾减灾提供科学参考。

２　资料与方法

气象资料为１９５３—２００８年合肥国家基本气象站
地面观测资料，灾情信息来自合肥市民政、交通等涉

灾部门。分析方法：采取线性方程 ｙ^（ｔ）＝ａ０＋ａ１ｔ（其
中ｔ＝１，２，３，…，ｎ）对气象要素序列ｙ进行拟合，回归
系数ａ１称为气候变量的倾向率或倾向度，反映气候
变量的趋势变化，其符号正负表示升降，ａ１×１０表示
气候变量每１０ａ的变化［５］。

３　合肥市主要灾害性天气统计特征

３１　暴雨灾害
合肥市呈岗冲相间、波状起伏的形态，西南、东

南和北部高，中南部低，境内地形较平缓，一旦出现

集中强降水，极易造成内涝，暴雨是诱发城市积涝的

主要因素。１９５３—２００８年合肥共出现暴雨日（日降
水量大于等于５０ｍｍ）为１４２ｄ，年平均为２５ｄ，主
要出现在６—８月，７月最多共４６ｄ，占３２４％。３月
和１１月历史上只出现过１次暴雨过程，１、２月和１２
月无暴雨记录（图１）。由图２可知，年暴雨日数呈平

图１　合肥市暴雨日数月变化

图２　１９５３—２００８年合肥市暴雨日数年变化

稳变化趋势，气候倾向率为 －００００８ｄ／ａ。１９９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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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暴雨日９ｄ为最多，有１３ａ每年只有１次暴雨过
程，１９６６、１９８６年和１９９７年无暴雨记录。
　　１９５３—２００８年合肥市大暴雨日数（日降水量
１００—１９９ｍｍ）共１７ｄ。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为２ｄ；６０年
为３ｄ；７０年代为４ｄ；８０年代为２ｄ；９０年代无大暴
雨记录；２０００—２００８年共有６ｄ，仅２００５年就有２ｄ。
特大暴雨（日降水量大于等于２００ｍｍ）合肥历史上
只出现过 １次，为 １９８４年 ６月 １３日降水量 ２３８４
ｍｍ。２０００年以后合肥市出现大暴雨频率增多，降水
集中，强度大。据不完全统计，１９５３—２００８年合肥市
有１８ａ因涝致灾，因暴雨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超过亿
元，１９９１年７月因暴雨死亡６人。２００５年７月６日
的大暴雨，造成市内地势低洼的街道积水较深，一些

商铺和民居进水，交通严重受阻。

３２　大雾灾害
大雾是指大量微小水滴浮游空中，常呈乳白色，

使水平能见度小于１０ｋｍ。大雾对人类社会的危害
相当严重，大雾形成的恶劣能见度对交通运输影响

甚大，特别是对航空和高速公路运输，经常引发严重

交通事故。

图３是合肥市１９５３—２００８年大雾日数分布曲线

图３　１９５３—２００８年合肥市大雾日数年变化

及趋势线，大雾出现日数呈逐年略有增多趋势，气候

倾向率为００８４３ｄ／ａ。５６ａ共出现大雾日９７２ｄ，年
平均为１７４ｄ，１９８５年最多为３７０ｄ，１９５６年最少为
７０ｄ。大雾主要出现在１２月，月平均为３１ｄ，其次
是１月，月平均为 ２７ｄ，最少的是 ８月，月平均为
０３ｄ。大雾日数的月分布呈现“凹”型（图４），分析
发现：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后合肥市大雾发生日数明显增
多，气候倾向率为 ０３９８２ｄ／ａ，即每 １０ａ增加 ４ｄ。
可能是城市高大密集的建筑群使城市风速减小，不

利于大气污染物扩散等原因造成的。

大雾带来的灾害相当严重。２００７年１２月７日
０７时，因大雾合宁高速６辆车连环相撞；０８时，合肥
机场入口，又有约５０辆汽车发生连环相撞，２８人受
重伤，损失惨重。

３３　雷电灾害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因雷电引发的灾害在不

图４　合肥市大雾日数月变化

断增加。全国每年大约有３０００—４０００人因遭受雷
电伤亡。雷电灾害已经被联合国列为“最严重的十

种自然灾害之一”［６］。１９５３—２００８年合肥共发生雷
电日数１５６６ｄ，年平均为２８ｄ。图５为合肥市雷电

图５　１９５３—２００８年合肥市雷暴日数年变化

日数年分布曲线和趋势线。由图５可知，雷电发生
日数呈逐年下降趋势，气候倾向率为 －０１６８８ｄ／ａ。
１９６３年雷电日最多为４９ｄ，１９９７年和２００１年雷电日
最少为１４ｄ。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后雷电日数呈缓慢增
加趋势，特别是２０００年以后增加明显。从雷电日数
的月分布图可以看出（图６），４—８月为雷电高峰期，

图６　合肥市雷暴日数月变化

其中７月发生率最高，月平均为９ｄ，９月开始明显减
少，１０月—翌年３月是雷电的低发期。６—８月闪电
电流９０％以上大于５０ｋＡ，是强雷暴的多发期〔４〕，易

造成雷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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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电灾害有两类，一类是直接雷电灾害，会直接

击伤人畜，击坏变压器、建筑物，引起火灾等。２００５
年７月６日，合淮路岗集镇附近一男子遭直击雷身
亡。另一类是感应雷击，主要以电磁感应和过电压

波的形式对微电子设备造成损坏。据不完全统计，

近年来合肥市每年发生雷击灾害事故都有近百起，

且均有人员伤亡发生，直接经济损失均在千万元以

上。因雷灾事故造成的财产损失呈逐年上升趋势。

３４　冰雪冻害
１９５３—２００８年合肥共出现降雪日５８１ｄ，年平均

为１０ｄ。其中 １９７４年最多为 ２９ｄ，２００７年最少为
１ｄ。图７为降雪日数年分布曲线及趋势线。由图７

图７　１９５３—２００８年合肥市年降雪日数变化

图８　１９５３—２００８年合肥市年极端最低气温变化

可知，降雪日数呈 减 少 趋 势，气 候 倾 向 率 为

－００５０２ｄ／ａ。降雪主要集中在１月，占全年降雪日
的４０４％；其次是２月，占２９３％。１９５４年１２月３１
日合肥市雪深４５ｃｍ为历史极大值；其次是１９８４年
１月１９日和２００８年１月２９日雪深４４ｃｍ，为历史次
高值。

雪融化需要大量的热量，气温下降，形成道路结

冰，影响交通运输、供水供电、农副产品供应等。分

析发现，５６ａ中有１４ａ年极端最低气温出现在雪后
第一天，１３ａ出现在雪后的第二天。合肥市历史极
端最低气温为 －２０６℃，出现在１９５５年１月６日，
为雪后第二天。雪后须防寒防冻。

２００８年１月２６日０８—１４时，因雪灾造成合肥

机场临时关闭，１７个航班延误，１３个航班取消，滞留
旅客近２２００人次；２３：５５，机场再次关闭，连续关闭
近４０ｈ。３０日上午，因雪后冻雾，７个进港航班备降
外地，部分航班延飞。严重影响交通。

３５　城市风灾
城市风灾是指瞬时风力达到或超过８级（风速

１７ｍ／ｓ）以上。合肥市冬季大风主要是强冷空气南
下形成的大风，一般持续时间较长，温度剧烈下降。

夏季大风主要是局地强对流引起的，一般与雷雨相

伴，来得突然，时间短，危害大，人们猝不及防。

１９５３—２００８年合肥市共出现大风日４２３ｄ，年平均为
７５ｄ。每月均有可能出现大风，主要出现在３—４月
和 ６—７月，其中 ３—４月占 ２９１％，６—７月占
２５５％。９月出现频率最低。大风出现日数呈明显
的递减趋势，气候倾向率－０２７４９ｄ／ａ，即每１０ａ减
少２７ｄ。
２００５年８月７日，受大风造成合肥市２人死亡，

发生停电故障１０８起。
３６　高温灾害

高温是指日最高气温大于等于３５℃以上的天
气。１９５３—２００８年合肥市共出现高温日８５１ｄ，年平
均为 １５２ｄ。主要出现在 ７—８月，７月占全年的
４９７％，８月占 ４０４％，６月和 ９月高温天气较少。
高温发生日数呈逐年减少趋势，气候倾向率为

－００４１４ｄ／ａ。１９６７年高温日 ４５ｄ为历史最多年
份，１９８７年高温日最少为１ｄ。１９５９年８月２３日最
高气温４１℃为历史极大值。高温日数一般持续３—
５ｄ，１９６７年７月２４日—８月１３日连续２１ｄ高温为
历史持续日数最长。

城市高温容易发生职业性中暑；会造成用电、用

水量剧增，易断水断电，影响生产生活。合肥市高温

天气主要是受副热带高压中心控制造成的，一般风

速都很小，容易诱发巢湖蓝藻暴发，影响城市用水安

全。

４　合肥城市气象防灾减灾建议

多年来，随着气象现代化建设的飞速发展，气象

灾害监测、预报预警及服务能力得到提升，群众防灾

避灾意识增强。但气象灾害及衍生灾害仍然危及人

民生命财产安全，因此仍需加大对气象灾害的监测、

预警预报，需要多部门配合共同防灾减灾抗灾。为

此提出以下建议。

（１）加强气象灾害监测和提高预警信息发布时
效及覆盖面。目前合肥城区有８个自动站，１部多普
勒雷达，随时捕捉气象灾害信息。但随着城区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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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仍需加大城区多要素无人自动站的建设密度；

同时可利用卫星、多普勒天气雷达，多时空、多方位

密切监视灾害性天气系统的发生发展、位置、强度和

移动方向，及时发布预警信息。除了发布到政府、涉

灾部门外，还需扩大预警信息覆盖面，将地质灾害易

发地段监测信息发布到广大群众。学校、社区和种

养殖大户等也应加入到预警信息发布平台数据库。

（２）加强部门间协调合作和提升抵御气象灾害
能力。气象部门发布灾害性天气预警信息后，政府、

涉灾部门要积极响应。一旦出现连续性、区域性的

气象灾害，要统一指挥，统一调配，防汛、民政、卫生、

广电、水利、气象、地震、交通、公安和国土资源等部

门要相互合作，形成抗灾救灾网络。要充分发挥乡

镇（社区）气象信息员的作用，及时将灾害预警信息

传递到农村最基层，及时收集报送灾情，确保应急物

资调拨、配送、储备到位，减轻灾害损失。

（３）加强城市规避气象灾害建设规划。城市新
建、改建工程要做好规避气象灾害规划，重要建筑工

程要科学选址。首先要制作出各类灾害风险度的区

划图。如低洼建筑要防内涝，加强排水管网的建设；

主城区上风方向不应建设向大气排放污染物的工业

企业；建设规划中将房屋纵向对着合肥城市的主导

风向ＮＥ，可以使横向受到的风力降低；做好建筑物
的防雷设施，防止雷电袭击。

（４）做好防灾减灾科普教育宣传并提高全民防
灾意识。利用气象日、科普宣传日和防灾减灾日等

向群众广泛宣传防灾减灾避险知识，提高全民减灾

意识和防灾抗灾技能。当突发重大灾害时，要充分

利用广播、电视、报纸和网络媒体宣传灾害知识，讲

解应急处理办法和预防、避险、避灾和自救、互救的

常识，有效避免和减轻人民生命财产损失。

５　结论与讨论

通过对合肥城市六种主要灾害性天气进行统计

分析表明：

（１）城市发展环境下，合肥城市大雾发生呈逐年
增加趋势，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后增加更为明显。暴雨
发生日数呈平稳趋势，２０００年以后大暴雨发生概率
增加，降水集中强度大。

（２）雷电发生日数总体呈下降趋势，但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后却呈缓慢增加趋势。高温发生日数呈逐年
减少趋势。大风日数逐年减少明显，即每１０ａ减少
２７ｄ。降雪日数呈逐年减少趋势，年极端最低气温
４９１％出现在雪后第一天或第二天，雪后明显减少
了因道路结冰而引起的交通事故。

（３）在城市建设规划中，应综合考虑气象致灾因
素；要加强对灾害性天气的监测和预警，提高预警时

效及信息覆盖面；要加强对气象防灾减灾知识的宣

传，提高全民防灾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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