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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作者根据《中国减灾》所载1990～ 1994年月灾情记录, 经统一编码和标准化处理,

建立了以行政县为基本单元的数据库。进而对近五年来中国自然灾害空间分布及其

月动态变化进行分析, 并与1949～ 1990年中国自然灾害的平均状况进行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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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1 ]曾利用省级报刊1949～ 1990年的灾害记录, 以县域为统计单元, 对这一时期中国

自然灾害的时空分异进行了研究, 指出近几十年来灾情明显增长与高风险区开发力度加大有

直接关系, 并证明中国自然灾害一级分异为东西分异, 二级分异为南北分异。文献[2 ]也对1950

～ 1988年的中国自然灾害进行了综合分析, 指出存在以南北向的贺兰山- 龙门山和东西向的

秦岭- 昆仑山为界的4个一级灾害区, 即认为中国自然灾害空间分布在同一级上存在东西分异

和南北分异。本文根据《中国减灾》所载的1990～ 1994年月灾情记录, 经统一的编码和标准化处

理[ 1 ] , 建立了以行政县为基本单元的灾害数据库。在此基础上, 对近五年中国自然灾害空间分

布及其月动态变化进行分析, 以期进一步探讨中国自然灾害的空间分异规律, 为中国自然灾害

区划提供依据。

1　1990～ 1994年中国自然灾害动态变化

1. 1　中国自然灾害相对位次和比重变化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49671001)资助。　　台湾省缺资料。

王静爱: 副教授　　　　　　收稿日期: 1996203218

依据文献[1 ]的建库方法, 建立了1990～ 1994年以行政县为基本单元的中国自然灾害数据

库。据此, 在这五年期间, 中国共发生自然灾害1263次, 有23种自然灾害发生 (表1)。

与1949～ 1990年平均状况[ 1 ]相比, 病虫害的位次与比重下降极为突出, 旱灾与洪水灾害

的相对位次和比重明显下降, 但暴雨、冰雹和暴风雪的位次和比重明显上升。这一方面显示出

“八õ五”期间加大病虫害治理与水旱灾害的防治已有明显效果, 另一方面也反映出近五年来天

气与气候的不稳定性增加。从灾种的年际动态看, 近五年中, 除1990年达到20种外, 其它年

均在16～ 17种, 变化不明显, 即多度在70%～ 80% 之间, 但整体较1949～ 1990年平均状况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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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1990～ 1994年中国主要灾种发生次数的年变化

灾种 W 1W 2W 3W 5W 6 H S1 S2 S3 S4 T 1 T 2 T 3 T 4 X1 X2 X3 D 1 D 2 D 3 D 4 B F 灾种数 灾次

90 69 21 3 4 18 60 2 2 4 12 9 39 4 3 1 5 1 2 1 1 20 261

91 61 26 7 2 23 32 2 6 8 6 20 6 1 17 9 17 16 243

92 59 20 7 2 1 21 32 4 1 8 6 20 1 2 9 1 16 194

93 79 36 17 1 11 61 3 10 4 44 1 4 15 4 1 1 16 292

94 65 30 13 13 53 1 7 4 8 12 35 8 18 1 2 1 1 17 272

小计 333 133 47 9 1 86 238 5 19 12 46 37 158 1 23 6 1 64 16 22 2 2 1 23 1263

　　说明:W 1- 暴雨,W 2- 洪水,W 3- 涝灾,W 5- 阴雨,W 6- 海潮, H - 干旱, S1- 冰雹, S2- 霜冻, S3- 低温,

S4- 冻雨, T 1- 台风, T 2- 龙卷风, T 3- 暴风, T 4- 寒潮, X1- 积雪, X2- 暴风雪, X3- 其它雪灾,

D 1- 地震, D 2- 滑坡, D 3- 泥石流, D 4- 塌方, B- 作物病虫害, F- 火灾

显增多。灾次变化较灾种变化明显, 波动在190～ 280次之间, 即灾次比在15%～ 23% 之间, 比

图1　1990～ 1994中国自然灾害发生次数月动态变化

1949～ 1990年平均状况明显增加。这

反映出近五年, 中国自然灾害发生种

类与频率增多与人类空间活动范围扩

大, 特别是与人类活动向高风险区扩

展有密切关系。

1. 2　中国自然灾害月际变化

图1表明, 近五年内中国自然灾害

主要发生在6～ 8月份, 且以7月份为最

甚, 11月份至次年1月份较少, 其中12

月份最少; 春季较秋季为多。由此可以

认为中国自然灾害上半年明显多于下

半年。从发生趋势看, 5年中上半年各

月份灾害发生频率呈明显增加趋势,

而下半年则呈现出一定的减少趋势。

因而, 加强中国夏秋作物的减灾防御

与增加秋收作物的播种面积, 都将有利于增加中国的农业生产能力。

1. 3　中国自然灾害空间分布范围的动态变化

从表2中看到, 1990～ 1993年无论是自然灾害种类, 还是灾次, 出现的县数均呈下降趋势,

但在1994年则明显增加。全国2358个县级统计单元 (不包括县级市和区) , 有灾害分布的县数已

达26%～ 33% , 其中有3种或3种以上自然灾害出现的县数达7%～ 14% , 而且呈现逐年波动增

加的趋势。从灾次看, 发生3次或3次以上灾害的县数占到全国总县数的4%～ 8% , 也呈现明显

增加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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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1990～ 1994年中国自然灾害种类、次数的发生县数统计

年　份
灾　　种

1 2 3 ≥4

灾　　次

1 2 3 ≥4

发生灾

害县数

未发生灾

害的县数

1990 403 184 147 85 485 242 54 38 819 1539

1991 365 243 108 65 288 307 93 103 791 1567

1992 191 207 159 65 363 155 42 62 622 1736

1993 87 189 283 51 264 255 38 53 610 1748

1994 201 215 205 70 384 190 41 76 691 1667

2　1990～ 1994年中国自然灾害空间分布格局

2. 1　中国主要自然灾害空间集中分布区

图2　1990～ 1994年中国主要自然灾害点位图

近五年, 中国主要自然灾害在空间上呈现明显的扩散格局 (图2) , 形成10个自然灾害集中

分布区, 即: 海南岛、东南沿海带 (杭州湾以南)、苏北至胶东沿海带、云贵高原西南与东北北部、

四川盆地、两湖平原、鄱阳湖平原、华北地区中部、陕北至宁夏中部及河西走廓一带、黑龙江省

中部等。在胡焕庸线以西的地区[ 3 ] , 自然灾害不仅在空间分布上, 而且在灾种类型上都比历史

时期有了明显的增加[ 4 ] , 显示出中国农牧业开发向西部地区有明显的扩张, 且向自然致灾高风

险地段明显扩散。与1949～ 1990年的中国自然灾害多度分布[ 1 ]相比, 云贵高原、海南岛、东南沿

海、河西走廊、山东半岛等地区灾害种类明显增加; 相反大兴安岭北部、内蒙古高原、藏南谷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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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平原、华南丘陵地区灾害种类则有不同程度减少。

图3　1990～ 1994年中国自然灾害灾次分布

2. 2　中国自然灾害灾次空间分布格局

图3给出中国自然灾害灾次空间分布格局。

自然灾害灾次高值区集中分布于两条带上, 即

东部平原、低山丘陵带和青藏高原东部边缘带。

与1949～ 1990年相比, 灾次高值区有明显向中

西部地区移动的特征, 最为突出的在青藏高原

东部边缘、云贵高原西南地区、河西走廊, 这些

地区灾次呈明显增加。另一个突出特征是, 在

陕、鄂、湘、川交界地带为明显的低值区, 但在

1949～ 1990年, 这一地带却是灾次高值区。

2. 3　中国水旱灾害空间分布格局

从图4中看出, 近五年中国旱灾在空间分布

上明显扩散。在整体呈现东西分异的基础上, 东

部形成从东北向西南延伸的一条突出的旱灾高值带, 带中有三个高值中心, 即黑龙江中部、华

北中部和云贵高原中部。与1949～ 1990年的旱灾相比, 东北和山东半岛旱灾明显增加, 而处在

西部的青藏高原旱灾明显减少。与文献[2 ]的结果相比, 近五年, 在岭南及东南沿海的旱灾呈减

少趋势, 而云贵高原的旱灾则呈明显加重趋势。从整体上看, 与文献[ 2 ]的分布格局相反, 首先

表现的是东西分异, 次一级为南北分异, 而与文献[1 ]的结果一致。

图4　1990～ 1994年中国旱灾分布图 图5　1990～ 1994年中国水灾分布图

从图5看出, 近五年中国水灾在空间上的分布也呈现出明显的扩散格局。总体上看, 与文献

[2 ]的分布格局大体一致, 所不同的是中部地带的水灾, 以及西部部分地段、浙闽沿海地带的水

灾有明显增加趋势。其中云贵高原中东部、广西中部、川陕甘接壤区、新疆天山南北麓呈高值分

布。造成这种分布格局的原因有两个, 一是土地利用扩散到多年暴雨的高致灾区域中心[ 5 ] , 二

是人类经济活动同时扩展到这一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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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论与讨论

通过上述分析, 可得出如下结论:

(1) 近五年来, 中国10种主要自然灾害发生次数的多少依次为暴雨、冰雹、暴风、洪水、旱

灾、地震、洪涝、台风、龙卷风和雪灾。与1949～ 1990年的情况有很大差异, 其中最为突出的是病

虫害分布区域及发生次数大幅度降低, 旱灾与水灾的相对位次及比重下降, 而暴雨、冰雹和暴

风雪的比重和位次明显上升。

(2)近5年, 中国自然灾害主要发生在6～ 8月份, 其中7月份最多, 春季次之, 秋季较少, 冬季

最少。上半年灾害发生次数明显多于下半年, 且上半年呈增加趋势, 下半年呈减少趋势。

(3) 作为自然致灾因子, 近5年来, 受其影响的县数占到全国的26%～ 33% , 灾害种类集中

(有3种或3种以上) 的县份占全国的7%～ 14% , 且有增加趋势; 灾情严重 (灾次在3次或3次以

上)的县份占全国的4%～ 8% , 且也有明显增加趋势。

(4) 近5年, 中国自然灾害空间分布有明显向中西部扩散的特征, 其中重灾中心与1949～

1990年的平均状况相比有明显的空间转移特征, 并显示出东西分异较南北分异更为突出。

(5)近5年来, 中国水旱灾害在空间上呈现扩散格局, 中部地带特别是云贵高原水旱灾害有

明显增加趋势。

(6)近5年中国自然灾害时空分布格局与1949～ 1990年时空分布格局不同的主要原因是人

类向高风险区开发的力度加强、人类土地利用的范围扩大、以及自然致灾因子受全球变化的影

响加大三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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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IONAL PATTERNS AND MONTHLY
CHANGES OF NATURAL D ISASTERS IN CH INA

D UR ING LAST F IVE Y EARS

W ang J ing’a i　Sh i Peijun　Zhao Xuelei
(D epartm en t of R esou rces and Environm en tal Sciences,BNU ;

Open R esearch L abo rato ry of Environm en tal Change and N atu ral D isaster, SEC; Beijing)

ABSTRACT

A cco rd ing to the m on th ly d isaster reco rds repo rted by Jou rna l of D isaster R educt ion in

Ch ina (1990～ 1994) , the da tabase w as estab lished on the coun ty un it. O n the basis of the

da tabase, the reg iona l pa t tern s and m on th ly changes of na tu ra l d isasters in Ch ina du ring last

f ive years w ere charted and analysed. T he reg iona l d isaster pa t tern s du ring 1990～ 1994 w ere

com pared w ith the d isaster situa t ion du ring 1949～ 1990 in Ch ina. T he conclu sion s are as fo l2
low s:

a. T he dom inan t ly k inds of na tu ra l d isasters w ere thundersto rm、hail、st rong w ind、

f lood、drough t、earthquake、w aterlogging、typhoon、to rnado and snow 2cover in Ch ina. W ith

com paring the o rder of dom inan t ly k inds of na tu ra l d isasters du ring 1949～ 1990, the con tro l2
ling act ion s of flood、w aterlogging、drough t and diseases and in sects in Ch ina have decreased

dist inct ly du ring last f ive years, bu t thundersto rm、hail、st rong w ind and snow 2cover in Ch ina

w ere increasing in the sam e periods.

b. T he natu ra l d isasters occu rred m ain ly in June、Ju ly and A ugu st. T he natu ra l d isasters

frequency in the first ha lf of a year w as la rger than tha t in the la t ter ha lf of a year, and the

fo rm er tends to increasing and the la t ter tends to decreasing.

c. R egiona liza t ion of na tu ra l d isasters in Ch ina (1990～ 1994) w as p roved again tha t the

east2w est d ifferen t ia t ion of the na tu ra l d isasters w as clearer than the no rth2sou th d ifferen t ia2
t ion, the reg iona l d ist ribu t ion of na tu ra l d isasters in Ch ina show ed tha t na tu ra l d isaster w ere

sp read ing tow ard the m iddle and w est area of Ch ina. T he cen ters of seriou s na tu ra l d isasters

in Ch ina du ring 1990～ 1994 have been tran sfered. T he cen ter t ran sfo rm at ion of the reg iona l

pa t tern s of na tu ra l d isasters in Ch ina w as m ain ly cau sed by the hum an developm en t in h igh

risk area and the g loba l clim ate change im pacts du ring the last f ive years.

KEY WORD S: N atu ra l d isaster　R egional pa t tern s　M on th ly change　Ch 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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