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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今全球科技高度发达,经济突飞猛进,人类对大自然的破坏逐渐增多,必然会导致气象灾

害呈现多发、频发的现象,这必须引起高度重视。本文综合分析广东省部分沿海地区的主要气象灾

害危害、特征和主要气象灾害对我国农业生产的影响,进而探讨该如何科学合理制定气象灾害防御

措施与应对手段,以期提升防范气象灾害发生的能力, 大限度地降低气象灾害对生命财产造成的

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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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owadays, the glob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s highly developed, the economy is advancing by leaps 

and bounds, and the destruction of nature by human beings is gradually increasing, leading to frequent 

meteorological disasters, which must be paid great attention to. This paper comprehensively analyzes the hazard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main meteorological disasters in some coastal areas of Guangdong Province, and the 

impact of the main meteorological disasters on China's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nd then discusses how to 

formulate scientific and reasonable meteorological disaster prevention measures and response means,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ability to prevent meteorological disasters and minimize the loss of life and property caused by 

meteorological disas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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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全球人口增多、科技进

步,大自然给人类带来的灾害也相应增

加。气象灾害是指大气对人类的生命财

产和国民经济建设及国防建设等造成的

直接或间接的损害。气象灾害是自然灾

害之一,比如我国沿海城市出现的台风、

南方地区的干旱、高温、暴雨、山洪、

雷暴、冰雹、龙卷风与北方的沙尘暴等。

本文针对我国南方地区如何更有效地防

范气象灾害展开分析。  

1 气象灾害成因及风险分析 

1.1广东主要气象灾害表现概况 

广东近25年台风、暴雨、低温、

干旱和强对流等主要气象灾害造成灾

害特征主要表现为直接经济损失、死

亡人口、受灾人口、农业受灾面积和

倒房屋塌,台风造成广东的直接经济

损失 大,占气象灾害总损失的62.0%,

其次是暴雨,占23.5%,第3、第4分别是

低温10.4%和干旱2.2%,这4种灾害损

失占总损失的98.1%,强对流造成的损

失仅占 1.9%。气象灾害平均每年

(1994-2018年)造成广东直接经济损

失171.70亿元,因灾死亡149人[1]。近25

年来,气象灾害造成的广东人员伤亡

人数呈减少趋势,直接经济损失呈增

加趋势,但直接经济损失占总GDP的比

例呈显著减少的趋势。 

1.2广东主要气象灾害的形成 

据统计,广东大部分地区主要气象

灾害分别为暴雨、台风、干旱。 

1.2.1暴雨形成简述 

暴雨的形成由降水时空的时间分

布、空间分布；锋面系统的锋前暖区、

锋面过境、南海静止锋；西南低空急流

和切变线、南支槽与西风槽、热带气旋

的影响等多个或单个因素形成[2]。 

1.2.2台风形成简述 

台风,指形成于热带或副热带26℃

以上广阔海面上的热带气旋,北太平洋

西部地区通常称其为台风,而北大西洋

及东太平洋地区则一般称之为飓风。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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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夏秋季节,我国毗邻的西北太平洋

上会生成不少台风,个别消失于海上,个

别登上陆地,带来狂风暴雨,是自然灾害

的一种[3]。 

1.2.3干旱形成简述 

珠三角地区冬半年降水量变化分布

具有很高的同步性以及明显的6～7年周

期变化特征,并且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冬

半年降水量可能仍继续偏少；从大气环

流场来看,极涡偏弱,欧洲槽偏强,巴尔

喀什湖附近高压脊偏强,冷空气活跃,而

中纬度西风带扰动不足,南支槽活动偏

弱,冷暖空气对峙少,是造成广东珠三角

地区冬半年干旱的主要原因[4]。综上可

见,秋冬季节的雨水不足会直接导致来

年春夏季节的干旱现象,甚至出现秋冬

春连旱。 

1.3气象灾害风险分析 

1.3.1饶平县受气象灾害影响案例 

这里列举饶平县历年来部分地区

遭受气象灾害影响的情况：(1)2010年9

月20日白天开始,由于受“凡亚比”环

流影响我县普遍出现大暴雨,由于降雨

持续时间长、雨量大,造成部分村庄受

浸、民房倒塌,农田受淹、水利、公路

等设施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坏,特别是水

产方面损失较为严重。至9月21日15时,

汤溪镇汤溪水库水位54.99米,库容

26772万立方米,进库流量500立方米/

秒(9月21日9时 大进库流量达845立

方米/秒)；(2)2013年9月22-26日,受台

风“天兔”环流影响,22日我县沿海陆地

出现10到12级阵风,过程极大风出现在

海山镇36.4米/秒,饶平气象局遥测站出

现阵风35.2米/秒, 大风速24.2米/秒,

过程全县出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降

水；(3)2016年1月22日,受北方强冷空气

影响,当年 强寒潮影响我县,24日11时

51分我县气象部门发布了寒冷红色预警

信号,受寒潮影响,全县27个气象站中有

12个站出现0度以下低温,所有自动站

低气温均在2度以下,其中建饶镇录得全

县 低气温-5度。 

1.3.2气象灾害特征分析 

分析我国近十年的气象灾害特征,

结果表明：我国气象灾害种类繁多,对

农、林、牧业、交通运输、设施建筑、

人类安全、人类健康等都具有一定的影

响和危害；干旱灾害和强对流天气灾害

是所有灾害类型中发生 频繁的灾害；

大多数灾害都具有一定的季节性和区域

性特征,其中高温、雪灾、沙尘暴、扬沙

等灾害的季节性较为明显,低温冻雨灾

害的区域性 为突出。总的来说,我国的

气象灾害具有普遍性,持续性,区域性和

气候性等明显特征,各地市气象部门可

根据历史灾害进行分析,一是在灾害多

发地,时间段进行针对性服务,提高社会

服务水平；二是加强对本地罕见气候灾

害成因分析,能够快速、及时、准确地对

本地灾害发生做出预判,减少灾害损失,

保障人身财产安全[5]。灾害与灾情既有

联系又有质的区别,气象灾害是指严重

威胁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一种极端天气现

象。当某种天气现象的强度超出了一定

的阀值就有可能危害到人们的生命财产

安全而演变成灾害气象灾害形成的充要

条件是致灾因子、孕灾环境、承灾体共

同作用而导致灾情发生。在此,致灾因子

是指灾害性天气,孕灾环境是指灾害性

天气作用于承灾体时的地理人文经济等

环境系统,承灾体是指人类生命及赖以

生存的物质灾情的严重程度与灾害性天

气的强度有密切关系,但并不是一一对

应关系[6]。 

2 气象灾害防御 

2.1防御气象灾害部分措施 

气象灾害防御直接关系到经济建

设、国防建设、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水

平的提高,可见,防御气象灾害对农业和

农村经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以

每年广东沿海地区汛期气象灾害防御措

施为例,在汛期“龙舟水集中、强台风登

陆珠三角风险上升、春季强对流天气易

发”等几类气候风险,可参考采用以下六

种气象灾害防御手段：一是推出气象灾

害防御重点区域的风险区划图,防灾更

具针对性,根据气象灾害重点防御区,结

合广东沿海地区气候实际及特点,推出

暴雨、台风和雷暴气象灾害防御重点区

域的风险区划图；二是推出危险爆炸场

所、库区降雨预报和城市内涝风险预警,

防灾强化指导性；三是从重点沿海港口

入手,推出重点受灾可能性高区域台风

风雨定点预估服务,防灾凸显专业性；

四是台风路径预报时效由3天延长至5

天,防灾体现预见性；五是改进气象预

警信号升级的服务用语,防灾增加时效

性,为灾害防御争取更多时间；六是建

立重大天气过程市、县区联动会商机制,

防灾提升有效性,让一线防灾人员及时

掌握天气实况并提出服务需求及一线

防御意见。 

近年来,人工影响天气在防御气象

灾害工作中发挥极大的作用。就饶平县

而言,2019年全县年降水量1391.8mm,出

现秋冬连旱；去年2020年全年全县年降

水量仅872.4mm,比饶平县历年平均年降

水量1547.6mm偏少超过40%,甚至出现夏

旱、秋冬春连旱的严重干旱现象,为饶平

县有气象记录以来年降水量第四少的年

份,且目前干旱形势极可能日益加剧。在

抓住有利天气时机通过实施人工增雨科

学手段,可改善眼下干旱气象灾害。显然,

气象灾害防御措施也包含人工影响天气

等科学手段。 

2.2气象灾害防御的意义与目的 

2.2.1意义 

随着全球气候变暖,极端天气气候

事件呈多发、突发趋势,各类气象灾害及

其次生衍生灾害造成的损失和影响日趋

加重[7]。气象灾害防御与气象服务能够

及时准确地为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提供强

有力的气象技术支撑,对于各级党政机

关和决策部门的应急响应发布等级、抵

御自然灾害的措施起到积极的影响。我

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作物的生长状况

关系到经济发展,而气候变化与灾害性

天气直接影响作物生产。因此,研究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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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害的种类和特点及其产生原因,以及

如何规避气象灾害对农业发展造成的危

害,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8]。 

2.2.2目的 

对于气象灾害防御的目的,显然,

通过上文的论证,我们得到气象灾害防

御是为了提升全社会和全民气象防灾

减灾意识,旨在增强气象防灾减灾工作,

提高气象防灾减灾工作的能力和效果,

能够 大限度地实现防御和减轻气象

灾害带来的损失,及时保障人民群众生

命财产安全。特此一提,气象灾害防御

制度及规划是各级人民政府统一部署

和一定时期内气象防灾减灾工作的指

导性文件,是各级党政机关依法加强组

织领导、落实有关政策、协调各部门职

能工作及开展气象防灾减灾工作的重

要手段和途径。 

3 结论 

通过对广东省沿海地区气象灾害特

征分析、如何有效防御气象灾害及饶平

县历年气象灾害情况的描述,从而简析

气象防灾防御措施与防御气象灾害的重

要性： 

(1)依据往年气象灾害数据统计,

广东省沿海地区发生气象灾害现象较

为突出,包括饶平县,故按照各级党政

机关颁发的气象灾害防御政策实施极

为重要。 

(2)及时、有效的气象灾害防御手段

能够高效地预防气象灾害的发生,切实

降低气象灾害带来的生命财产、农业生

产等方面的损失。 

(3)作为通过运用科学手段实现天

气现象向人类预期方向转变的人工影响

天气措施,是科学防范气象灾害发生的

重要途径,对防旱减灾工作起到积极有

效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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