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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阳市气象灾害性天气及预警服务 

马婧 

(安阳市气象局  河南 安阳 455000) 
 

摘要：本文主要结合安阳市气候实际，首先阐述了安阳市经常出现的暴雨洪涝、干旱、冰雹、低温冷冻等气象灾害性天气及其影响，并给
出了气象灾害预警服务措施，以供相关人士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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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安阳市隶属于河南省，位于河南省北部，豫、晋、冀三省交界
地带，地理坐标处于北纬 35°41′～36°21′，东经 113°38′～
114°59′之间，属大陆性季风气候。因安阳市特殊地理位置与气
候环境的共同影响，安阳市的暴雨洪涝、干旱、冰雹、低温冷冻等
各种气象灾害性天气出现几率较高，尤其是在全球气候变暖的大形
势下，灾害性天气的区域性、突发性特征十分显著，对当地群众的
正常生活以及农业生产均会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因此，加强气象
灾害分析及预警服务工作就显得尤为重要。本文首先分析安阳市主
要气象灾害性及其影响，并给出了几点预警服务措施，以尽可能降
低灾害性天气造成的各项损失。 
1.安阳市气象灾害性天气分析 
1.1 暴雨洪涝 

暴雨是短时内亦或者连续的一次强降雨天气过程，在地势低洼
以及地形闭塞的区域，雨水常常无法及时排泄造成农田积水和土壤
水分过度饱以及给农业带来灾害，甚至会引起洪涝灾害、江河泛滥
以及堤坝决口给广大群众以及国家带来巨大经济损失。安阳市暴雨
标准：24h 降水量为 50mm 或以上的雨。安阳市降水时空分布不均，
大部分降水集中于 4-9 月份，尤其是夏季（6-8 月）降水特别多，
经常出现暴雨洪涝灾害，对当地工农业生产以及人们生命财产造成
的威胁极大，灾害损失特别严重。例如 2016 年 7 月 19-20 日，安
阳市发生一次暴雨天气，平均降雨量 112mm，最大点雨量发生于林
州市东岗雨量站，达到 607mm。暴雨天气致使安阳市河流水位上涨，
城市出现大范围积水。安阳市市启动防汛Ⅰ级应急响。据相关统计
不完全统计，受该次暴雨天气影响，安阳市林州市、安阳县受灾乡
镇达 20 个，受灾群众 65923 人，转移人口 98486 人，其中死亡人
数 2 人。倒塌房屋 130 间，农作物受灾 9.1 万亩，直接损失 3 亿元，
其中水利设施直接损失 8000 万元。 
1.2 干旱 

干旱是在相对长的一段时间内，降水量严重不足，使得土壤因蒸
发而水分亏损，地下水量大大减少，对作物生长以及人类活动造成破
坏的一种气象灾害性天气。安阳市降水变率大以及季节分配不均，出
现干旱灾害的频率较高，一年四季均可能会出现干旱灾害，时常导致
农作物与果树减产，人民、牲畜饮水困难，及工业用水缺乏等灾害。
若干旱灾害发生于春季，此时正好是安阳市春耕春播季节，是冬小麦
返青以及大春作物播种及育苗的时间，春旱主要影响冬小麦返青后的
生长，该时间段主要为小麦的拔节至孕穗期，若长期缺水受旱，会导
致小花退化，穗粒数大大减少，不利于小麦穗分化，影响小麦产量；
春旱会影响到到大春作物的正常播种以及育苗；若干旱出现在夏季，
此时是安阳市农业生产的关键期，同时气温较高，促使空气中的水分
蒸发速率，若大田内水分不足，则难以满足农作物生长发育对水分的
需求，长期高温干旱会使得作物萎蔫，甚至直接死亡。 
1.3 冰雹 

冰雹属于一类固态降水，在其发生过程中，时常伴随着大风、
雷雨等强对流天气。由于冰雹从高空中降落，会造成农作物遭受不
同程度的损害。冰雹灾害出现时对作物的危害以机械损伤为主，严
重的情况则会将作物砸成光杆，造成作物绝收，还会破坏农业基础
设施。安阳市的冰雹灾害一般发生于每年的 4~9 月份，对作物的危
害十分严重。例如 2015 年 6 月 10 日下午 2 点左右，安阳滑县留固
镇王庄村出现了一次冰雹天气过程，在冰雹发生的过程中还出现了
大风天气，冰雹持续约 15 分钟左右，冰雹最大直径有 2cm，导致
安阳滑县部分乡镇小麦遭受严重损害。 
1.4 低温冷冻 

所谓低温冷冻灾害指的是冷空气及寒潮侵入造成的连续多日
气温下降，造成作物损伤或者减产的一类农业气象灾害。低温冷冻

灾害主要涉及到低温连阴雨、低温冷害、霜冻以及寒潮等类型。由
于不同地区作物的种类不同，在某个发育期对温度条件要求有所差
异，因此，冷害具有明显的地域性。安阳市低温冷冻灾害主要发生
于春季、秋季以及冬季，尤以春季对于农业生产的危害最大。例如
2014 年 4 月 20 日~21 日，河南省部分地区出现极端雨雪天气，局
部地区温度骤降至-2℃，造成安阳市的林州市、濮阳市局部地区，
三门峡市的卢氏县等 7 个县（市）、区遭遇低温冷冻灾害，造成部
分农作物受损严重，经济作物减产，甚至绝收。据不完全统计，受
灾人口约 40.72 万人，农作物受灾面积 29.97 千公顷，其中成灾面
积 4.54 千公顷，绝收面积 0.16 千公顷，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9765.2
万元，其中农业损失 9485.2 万元。 
2.气象灾害性天气预警服务措施 
2.1 强化气象灾害性天气预警支持系统建设 

安阳市各级气象部门应结合地方实际需要与地方政府的统一
规划，强化气象灾害性天气预警支持系统建设，确保防灾减灾应急
工作的有序开展。市气象部门应建立和完善以灾害性天气监测、气象
预报分析处理、气象信息传输以及气象灾害信息综合加工处理为主体
的气象灾害预警系统，不断增强气象灾害性天气预警服务能力。 
2.2 加强气象灾害信息的及时传递 

一旦监测到气象灾害性挺起，安阳市气象局首先应及时将灾害
性天气预警信号信息发送到政府部门，并通过决策服务预警平台将
灾害性天气预警信息发送到相关单位，便于政府部门及时作出科学
有效的防灾减灾决策。此外，要利用电视台、广播、微信、微博、
手机短信、LED、气象专线（12121）、网络等方式第一时间内向公
众传播预警信号，便于广大群众及时应对，减少灾害损失。 
2.3 建立健全气象灾害预警服务联动机制 

为充分发挥部门联动防灾减灾作用，安阳市气象部门应加强与
水水利、农业、林业、国土、民政、交通等相关部门的合作，进一
步建立健全气象灾害预警服务联动机制，会议提出将依托部门联动
会议制度，切实发挥预警服务信息在气象灾害防御工作中的重要作
用。各部门应督促本单位做好气象灾害预警服务产品的接收和应用
工作，及时更新联络人员相关信息；气象部门要制定部门联动相关
章程，明确达到级别的灾害性天气要及时召开部门联络员会议，进
一步完善联动机制。要求各级气象部门要加强与水利、农业、林业、
国土、民政、交通等部门的预警联动与灾害联防，密切关注灾情信
息，不断提高气象灾害预警服务的针对性与敏感性。各单位应第一
时间反馈气象需求信息，站在用户角度协助进一步提升气象防灾减
灾服务质量，以便更好地发挥气象灾害预警服务的实际效益，尽可
能避免气象灾害所产生恶劣影响以及灾难性后果。 
3.结语 

综上所述，安阳市经常出现暴雨洪涝、干旱、冰雹、低温冷冻
等气象灾害，这些气象灾害给当地农业生产以及群众生活往往带来
不同程度的危害。由于气象灾害性天气的突发性、复杂性特征，要
想精确预测和预报难度较大。所以，安阳市各级气象部门应不断强
化气象灾害性天气预警支持系统建设，加强气象灾害信息的及时传
递，建立健全气象灾害预警服务联动机制，尽可能发挥预警服务的
实际作用，降低气象灾害对于群众日常生活生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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