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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赤峰市地形复杂，气候多变。在目前人们尚不能完全控制和改变自然的情
况下，农牧林业生产在很大程度上还受自然因素所制约，其中气象灾害对农牧业
生产和人民生命财产损失等影响甚大，正在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但一直
缺乏表述其发生、发展、时空分布和农业年景关系等规律性、系统性的档案资料。
为方便各级领导及相关科技人员进一步了解和掌握本地区主要气象灾害的发
生、发展规律及其对当地农业年景的影响程度，我们在统计、分析、整理大量相关
资料的基础上，编写了这本《赤峰市历年主要气象灾害与农业年景》一书，供相
关人员在研究赤峰市气象灾害演变规律及其防灾减灾时参考。
《赤峰市历年主要气象灾害与农业年景》重点记述了自 1946 年以来，赤峰地

区主要气象灾害与农业年景丰歉的关系。较翔实地记载了赤峰地区从公元前
235 年的战国时期，到 2011 年所发生的各类主要气象灾害。

全书共分 4 章，第 1 章简要叙述赤峰市的地理与气候概况; 第 2 章叙述了主
要气象灾害指标; 第 3 章记述自 1946 － 2011 年共 66 年间主要气象灾害与农业
年景的关系; 第 4 章为自然灾害实录，并附有清朝以前历代主要气象灾害表。

为叙述方便，节省文字，对旗、县、区名称除首次书写时用全称外，以后均用
简称，即阿鲁科尔沁旗简称为阿旗，巴林左旗简称为左旗，巴林右旗简称为右旗，
克什克腾旗简称为克旗，翁牛特旗简称为翁旗，喀喇沁旗简称为喀旗，其余旗、
县、区不变。书中经常提到的北部系指西拉木伦河以北地区，南部指西拉木伦河
以南地区。

1983 年 10 月 10 日国务院决定撤销昭乌达盟改为赤峰市，书中 1983 年以前
所称昭乌达盟简称为昭盟或全盟。对于 1983 年以前的赤峰县系指现在的松山
区，包括元宝山区，赤峰市为现在的红山区。

书中引用的农、牧、林业数据均来源于赤峰市统计局和调查队。1951 年以
前的灾情资料来源于赤峰市档案局和自治区历代灾害史料记载，农业年景评定
公式:

年景丰歉程度( x) =当年实产 －近五年平均实产
近五年平均实产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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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定标准

年景( A) 特大歉年 大歉年 歉年 平年 偏丰年 丰年 大丰年

年成( B) ≤五 六 七 八 八．五 九 十

丰歉
程度
X( % )

旗县区 ≤ － 45 － 44 ～ － 15 － 14 ～ 1 2 ～ 15 16 ～ 25 26 ～ 44 ≥45

全市 ≤ － 35 － 34 ～ － 15 － 14 ～ 1 2 ～ 15 16 ～ 25 26 ～ 40 ≥41

在 1946 － 2011 年的 66 年中，就全市平均状况而言，出现全市平均为特大歉
年的有两年，即 1972 年和 2000 年，占总年数的 3%，平均不足五成年景。

出现全市平均为大歉年的有八年，即 1947、1949、1957、1961、1963、1980、
1986、1995、年，占总年数的 12． 1%，平均六成年景。

出现全市平均为歉年的有十三年，即 1948、1951、1959、1960、1962、1968、
1979、1981、1988、1989、2001、2003、2009 年，占总年数的 19． 7%，平均七成年景。

出现全市平均为平年的有十四年，即 1946、1965、1966、1969、1971、1974、
1976、1977、1978、1984、1999、2002、2006、2010 年，占总年数的 21． 2%，平均八成
年景。

出现全市平均为偏丰年景的有八年，即 1955、1958、1967、1983、1987、1997、
2007、2008 年，占总年数的 12． 1%，平均八成半年景。

出现全市平均为丰年的有十年，即 1950、1956、1964、1973、1975、1982、1985、
1994、2004、2011 年，占总年数的 15． 2%，平均九成年景。

出现全市平均为大丰收年景的有 11 年，即 1952、1953、1954、1970、1990、
1991、1992、1993、1996、1998、2005 年，占总年数的 16． 7%，平均十成年景。

通常将农业产量表达为:实际产量( Y) =趋势产量( Yt) －气象产量( Yw)
其中的 Yt项表示当地的生产力趋势，Yw 项表示因气候因素而导致的产量

波动量。
气候贡献率 = Yw / Yt* 100，可以用来评定气候因素对当年农业产量影响的

波动程度，以百分数表示。
在 1946 － 2011 年的 65 年中，就全市平均状况而言，气象贡献率出现≥45%

的年份有七年，即 1952、1953、1970、1990、1992、1993、1996 年，占总年数的
10． 6%。

气候贡献率为 25% ～ 44% 的年份有十四年，即 1950、1954、1956、1964、
1973、1975、1982、1985、1991、1994、1998、2004、2005、2011 年，占总年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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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2%。
气候贡献率为 0 ～ 24%的年份有二十四年，即 1946、1955、1958、1965、1966、

1967、1969、1971、1974、1976、1977、1978、1983、1984、1987、1988、1989、1997、
1999、2002、2006、2007、2008、2010 年，占总年数的 36． 4%。

气候贡献率为 － 1% ～ － 25%的年份有十六年，即 1947、1948、1949、1951、
1959、1960、1961、1962、1963、1968、1979、1981、1995、2001、2003、2009，占总年数
的 24． 2%。

气候贡献率为 －26% ～ －44%的年份有三年，即 1957、1980、1986，占总年数
的 4． 5%。

气候贡献率出现≤ －45%的年份有两年，即 1972、2000，占总年数的 3%。
本书力求翔实、准确、简单、明了，所有基本气象资料均统计到各站自建站至

2011 年底，从而使资料应用与服务更具可比性、统一性、准确性、实用性。
对于灾情资料由于时间和来源不同，难免有一定误差，在此予以说明。

编者
2012 年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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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地理概况与气候概述

1. 1 自然地理概况

赤峰市地处北纬 41°17'14″ ～ 45°13'52″，东经 116°21'54″ ～ 120°59'46″之间。
东与通辽市接壤，东南与辽宁省相连，西南与河北省承德市相邻，西部和北部与
锡林郭勒盟毗邻。全市东西最宽约 320 余千米，南北最长约 430 余千米，总面积
为 90021. 22 平方千米。全市所辖七旗二县三区，分别为阿鲁科尔沁旗( 简称阿
旗) 、巴林左旗( 简称左旗) 、巴林右旗( 简称右旗) 、克什克腾旗( 简称克旗) 、翁牛
特旗( 简称翁旗) 、喀喇沁旗( 简称喀旗) 、敖汉旗、宁城县、林西县、松山区、红山
区、元宝山区。2010 年末全市总人口 463 万人。人口密度每平方千米为 50 人。
十二个旗、县、区中以克旗面积最大为 20673 平方千米，阿旗次之为 14555 平方
千米。

赤峰市地势西高东低，境内山川交错，地形地貌复杂多样，北、西、南三面环
山，属于浑善达克沙地的一部分。翁旗东部、阿旗南部和右旗东部为比较平旷的
沙丘地带( 俗称科尔沁沙地或辽河平原沙漠) 。

境内主要河流有西拉木伦河、老哈河、乌力吉木伦河、教来河、查干沐沦河
等。西拉木伦河全长 360 余千米，横贯全市东西，在翁旗东部汇入西辽河。老哈
河发源于河北省光头山，由宁城县南端入境流经 5 个旗、县，在翁旗东部汇入西
辽河，境内全长 421. 8 千米，是市内最长的河流。

全市大部属于半农半牧地区，南部的宁城县、喀旗、松山区、红山区、元宝山
区主要以农业为主，北部的阿旗、克旗、右旗主要以牧业为主，其余多为半农半
牧区。

在全市总国土面积中，有草原总面积 573. 33 万公顷，其中可利用草原面积
486. 66 万公顷。有森林面积 280. 19 万公顷，森林蓄积量 5722 万立方米，人均
12. 5 立方米，森林覆盖率 33. 07%。耕地面积 100. 81 万公顷，耕地面积占总国
土面积的 11. 2%。

2011 年全市粮食作物总产量 43. 51 亿千克，平均单产 4875 千克 /公顷，油料
作物总产量 1. 461 亿千克，平均单产 1877 千克 /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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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 2011 年末实有大小牲畜 8978689 头( 只) ，其中大畜 1861817 头( 匹) ，
占 20. 7%，羊合计 5869390 只，占 65. 4%。牲畜数量超过百万头( 只) 的有，敖汉
旗牲畜最多为 1501754 头 ( 只) ，翁旗为 1291323 头 ( 只) ，阿旗为 1228438 头
( 只) ，右旗 1081884 头( 只) ，其他地区牲畜数量为 76703 ～ 968286 头( 只) 。

图 1 赤峰市地势图

1. 2 气候概况

本市地处中纬度、中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区。冬季漫长而寒冷; 春季干旱
多大风;夏季短促炎热，雨水集中; 秋季短促，气温下降快，霜冻来临早。全市平
均日照时数为 2500 ～ 3100 小时，≥10℃活动积温为 2100 ～ 3350℃不等。年极端
最高气温 43. 7℃，2000 年 7 月 14 日出现在敖汉旗宝国吐。年极端最低气温为
－45. 5℃，1960 年 11 月 22 日出现在克旗白音敖包镇。全市年平均气温为3. 3 ～
7. 9℃。气温自西北向东南随海拔高度降低而升高，降水变率大，年最多降水量
807. 6 毫米( 宁城 1962 年) ，年最少降水量 158. 6 毫米( 大板 1988 年) ，其次年降
水量最少的是林西( 1968 年) ，为 175 毫米。全市近 30 年( 1981 － 2010 年) 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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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降水量 391. 5 毫米，南部旗、县在 400 毫米以上，北部旗、县和翁旗为 350 ～ 400
毫米。雨热同季，大风偏多，风向规律是寒冷季节以西北气流为主，温暖季节以
偏南风为主，大部地区年平均风速 2. 5 ～ 3. 0 米 /秒，最大瞬时风速 42 米 /秒，出
现在林西站。八级以上大风日数，大部地区为 25 ～ 35 天。主要自然灾害是干
旱、洪涝、低温冷害、大风、暴雨、冰雹、霜冻、雪害( 白灾) 等。

图 2 赤峰市行政区划图

南暖北寒趋势明显，因地势高低不同造成的气候差异更为悬殊。以海拔高
度均为 500 米左右的南部天义与北部林东相比( 两地纬度差 2°22'，南北直线距
离约为 260 千米) ，年平均气温天义为 7. 4℃，林东为 6. 0℃，相差 1. 4℃。历年平
均无霜期天义 161 天，林东为 146 天，也就是说作物生长期南北约差一个节气。
这反映了热量条件纬向分布的基本趋势。而克旗大部地区在林东西南，由于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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拔高度是全市最高的地方，也是最冷的地方，经棚镇年平均气温仅为 3. 3℃，无
霜期只有 136 天，克旗西北部的白音敖包海拔高度为 1340 米，年平均气温已达
－1. 7℃，无霜期仅有 59 天。
宁城县南部和敖汉旗东南部是全市热量条件最好地区，宁城县西部山区气

候近似经棚一带。全市降水量西南多而东北少，一般林区雨水都比较多，克旗的
大局子林区年平均降水量在 580 毫米左右。西拉木伦河下游沿岸沙漠、沙丘地
带降水量最少，年平均降水量不超过 300 毫米。多雨地区年平均降水量在 400
毫米以上，少雨地区年平均降水量一般在 350 毫米以下，全市降水量的 70% ～
80%集中在夏季，春秋两季一般各占 10% ～15%。

图 3 赤峰市年平均气温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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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峰市干旱以春旱、春夏连旱、伏( 秋) 旱为主。春雨少，接墒雨晚，有 50%
左右的年份会有不同程度的春旱，阿旗、左旗、右旗、林西县和翁旗旱情较重，约
有 20% ～30%的年份第一场≥15 毫米的降水初日出现在 6 月中、下旬，旱作地
不能及时播种和抓苗，缩短了生育期，不能充分利用自然资源，从而限制了产量
的提高。夏季雨量虽然较多，但由于降水时段不匀，有 45%左右的年份会发生
不同程度的伏旱。

图 4 赤峰市≥10℃活动积温保证率分级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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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赤峰市年降水量分级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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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主要农业气象灾害指标

赤峰市属于旱作农业区，粮食产量的高低主要取决于当年气候条件的好坏。
受气候条件所制约，农业产量变幅较大，根据农业生产的实际状况，结合多年的
试验研究，总结归纳当地主要农业气象灾害指标，对科学指导农业生产活动、提
高农业科技生产力水平、发展优质高效农业，进而提高经济效益具有重要意义。

2. 1 农业干旱指标

2. 1. 1 春旱指标确定

以各站日平均气温稳定通过 5℃初日后连续 55 天累计降水量( R) 和 4 ～ 6
月间接墒雨日期( 日降水量≥10 毫米的初日或连续两天累计降水量≥15 毫米的
初日) 距平( D) 作为春旱指标，将春旱划分为不旱、旱、重旱三级。其标准为:

重旱:珔R ＜40 毫米或 D ＜ －12 天
旱: 40 毫米≤R ＜70 毫米
不旱: 即 R≥70 毫米且 D≥ －2 天
注:先取重旱，后取旱，余为不旱。

2. 1. 2 夏旱指标确定

据 6 月中旬至 8 月累计降水量的距平百分率( 珔R) 多少和连旱日数( D) 将夏
旱分为不旱、旱、重旱三级。标准为:

重旱:珔R ＜ －45%或 D ＞ 38 天
旱: －45%≤珔R ＜ －15%或 25 天 ＜ D≤38 天
不旱: 即 珔R≥ －15% 且 D≤25 天
注:先取重旱，后取旱，余为不旱。连旱日数是指 6 月中旬至 8 月期间 24 小

时降水量≤10 毫米或 48 小时降水量≤15 毫米的连续日数。

2. 1. 3 秋旱指标确定

据 8 月下旬至 9 月上旬累计降水量距平百分率( 珔R) 的多少，将秋旱分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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旱、旱二级。指标为:
不旱:珔R≥ －25% 旱:珔R ＜ －25%

2. 1. 4 季节连旱指标确定

一年中既有春旱又有夏旱( 包括旱和重旱) 发生即为春夏连旱。
一年中既有夏旱又有秋旱发生即为夏秋连旱。
一年中既有春旱、夏旱又有秋旱发生即为春夏秋连旱。

各季旱灾全市平均发生频率

类型 春旱 夏旱 秋旱 春夏连旱 夏秋连旱 春夏秋连旱

平均频率( % ) 83 50 46 42 26 21

全市春旱频率最高，平均为十年八遇;其次是夏旱，平均两年一遇;再次是秋
旱，平均两年一遇;春夏连旱平均五年二遇;夏秋连旱平均四年一遇，春夏秋连旱
的发生频率最少，平均五年一遇。

2. 1. 5 春旱的地区分布

全市各地区春旱发生频率为 73% ～ 95%。天山、林西、大板、林东发生频率
最高为 87% ～ 95%，浩尔吐、岗子、新惠最低为 73%，其他地区为 76% ～ 86%。
就全市而言，春旱平均发生频率为 83%，其中严重春旱为 30%，一般春旱为
53%，春不旱的年份仅占 17%。

2. 1. 6 夏旱的地域分布

本市虽然降水量主要集中在夏季，但受地形地势影响，降水量的时空分布极
不均匀，所以夏旱发生频率高且无明显规律性。全市夏旱( 包括旱和重旱) 的发
生频率平均为 50%，约二年一遇。其中严重夏旱频率仅为 13%，约八年一遇，一
般夏旱占 37%，约不到三年一遇，夏不旱的年份占 50%，约二年一遇。从地区分
布看，新惠、经棚、大板夏旱发生频率最低，为 41% ～ 45%，赤峰最高达 58%，其
他地区为 48% ～56%。

2. 1. 7 秋旱的地域分布

秋旱发生频率小于春旱和夏旱，约有一半的年份均有可能发生秋旱，以天
义、乌丹和天山发生频率最高，均在 50%以上，浩尔吐地区最低为 37%，其余大
部地区为 41%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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