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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喀喇沁旗气象灾害损失占所有自然灾害总损失的70%～80%以上。气象灾害种类

多、分布地域广、发生频率高、造成损失重。在全球气候持续变暖的大背景下，各类极

端天气气候事件更加频繁，气象灾害造成的损失和影响不断加重。防御气象灾害已

经成为公共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政府履行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的重要体

现，是重要的基础性公益事业。根据《国家气象灾害防御规划》指导意见，编制《喀

喇沁旗气象灾害防御规划》，是气象灾害防御工程性和非工程性设施建设及城乡规

划、重点项目建设的重要依据，也是全社会防灾减灾的科学指南。本书对于指导各级

气象防灾体系建设，强化气象防灾减灾能力和应对气候变化能力，对于落实科学发

展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构建和谐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编制依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地质灾害防治条例》、《人工影响天气管理条

例》、《国务院关于加快气象事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

气象灾害防御工作的意见》、《内蒙古自治区气象条例》、《喀喇沁旗人民政府关于编

制气象灾害防御规划的通知》以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编制《喀喇沁旗气象灾害防御

规划》。

适用范围：本“规划”是喀喇沁旗气象灾害防御工作的指导性材料，适用于喀喇

沁旗所辖区域内。

规划年限：规划期为2011－2020年，规划基准年为2011年。

“规划”灾害种类：干旱、暴雨、冰雹、大风（沙尘暴）、洪涝、雷电、低温冷害、霜

冻、黑白灾、滑坡、泥石流、森林草原火灾等。

总体规划目标：加强气象灾害防御监测预警体系建设，建成结构完善、功能先

进、软硬结合、以防为主和政府主导、部门协作、配合有力、保障到位的气象防灾减灾

体系，提高全社会防御气象灾害的能力。到2020年，气象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所占比

例显著减少，人员伤亡减少50%以上；工农牧业经济开发以及人类活动控制在气象资

源的承载力之内，城乡人居气象环境总体达到优良；气象灾害应急准备工作认证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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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达到80%以上。全面提升气象灾害监测、预警、评估及其信息发布能力，健全气象

灾害防御方案，增强全社会气象灾害防御意识和知识水平，完善“政府主导、部门联

动、社会参与”的气象灾害防御工作机制和“功能齐全、科学高效、覆盖乡村”的气象

防灾减灾体系。形成精细化的乡村气象灾害监测预报能力，建成覆盖广的农村气象

预警信息发布网络，构建有效联动的应急减灾组织体系，健全预防为主的气象灾害防

御机制，实现防御规划到旗、组织机构到乡（镇）、精细预报到乡（镇）、自动观测到乡

（镇）、气象服务站到乡（镇）、应急预案到村、风险调查到村、科普宣传进村、预警信

息发布到户、灾害防御责任到人、灾情收集到人，发展适合喀喇沁旗基本情况的气象

灾害防御体系，全面提高气象灾害防御的整体水平。建设具有喀喇沁旗特色的综合

气象观测体系、气象预报预测体系、公共气象服务体系以及科技支撑和人才保障体

系，使防灾减灾整体实力明显提升，使气象灾害对经济社会发展、对百姓的影响降到

最低。

近期目标（2011－2015）：初步建成气象灾害重点防御区的综合气象防灾减灾体

系；加强气象灾害综合监测预警网络建设；完善中心城区防洪排涝工程；加强旗、乡

（镇）、村气象信息接收、应用、反馈配套设施建设，信息覆盖率达90%以上；每个乡

（镇）完成2～5个气象灾害防御示范村标准化建设，建设2～5个农村防雷示范工程推

广项目；建立山洪、地质灾害群测群防网络；加强气象条件所引发的交通安全、疾病

流行、森林草原火灾等公共安全工作。

远期目标（2016－2020）：按着喀喇沁旗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任务和要求，建

成气象多灾种预报预警系统，完成每个乡（镇）的每个村气象灾害防御标准化建设，

建设重点村防雷工程项目；加大气象灾害易发区域的工程治理力度，按着城乡规划要

求，中心城区、经济开发区的防洪工程按100年一遇标准建设；进一步提升中心城镇和

重点农业园区防洪除涝建设能力，按着50年一遇防洪，30年一遇除涝的标准完善配

套设施；加强山区小流域治理，达到50年一遇的防洪标准；各类防洪、抗旱、交通防

灾等工程性建设基本适应本旗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发展的需求，进一步推动喀喇沁旗

气象防灾减灾事业的全面发展。

引用相关资料说明：气象资料以及各类气象灾害数据来源于喀喇沁旗气象局

1981－2010年30年的实时监测数据，同时参考使用周边地区气象监测数据。气象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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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风险区划部分采用1∶25万地理信息数据绘制。国民经济统计数据均来源于喀喇沁

旗统计局和调查队。农业、牧业、林业、水利、国土资源、电业、建设、地震、环保、交

通、规划等资料均采用相关部门最新的资料。

本“规划”由喀喇沁旗人民政府副旗长马晓军，喀喇沁旗气象局局长陈自明主编

完成，各相关部门给予了大力支持和协助，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编者

                        　　　　　　　　　　　　　　　      2013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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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自然环境与社会经济背景

气象灾害的形成及其成灾强度，既决定于自然环境变异而形成的灾害频率和

强度，也受制于人类活动的影响，还取决于经济结构和社会环境。孕灾环境是孕育

灾害的“温床”，是岩石圈、大气圈、水圈、生物圈和物质文化圈等组成的相互联

系、相互作用的综合地球表面环境，是由下垫面地理因子、气候系统、社会经济等三

部分组成。

1.1  地理位置与所辖乡镇

喀喇沁旗（以下简称为“喀旗”）位于赤峰市南部，地处七老图山脉东麓。

北与松山区相邻，东北与元宝山区相连，南与宁城县接壤，西隔七老图山与河

北省的围场县和隆化县相望，东隔老哈河与辽宁省建平县交界。全旗地处东经

118°7′46″～119°21′57″，北纬41°33′36″～42°14′09″。东西最长约102千米，南

北最宽约75千米，总面积约为3050平方千米。全旗所辖7镇（锦山镇、美林镇、王爷

府镇、小牛群镇、牛家营子镇、乃林镇、西桥镇），1乡（十家满族乡）。全旗2010年总

人口34.9925万人。地处七老图山脉的浅山丘陵区，地势西南高，东北低。海拔多为

500～1200米，位于美林镇西南部的最高峰葫芦峰高达1890.9米。山地占全旗总面积

的75%，川地和平原约占25%。由于地形复杂，全旗可大致分为沿河平川地区、浅山丘

陵区、高寒山区三大类型区。

2010年，全旗农作物总播种面积48779公顷，其中，粮食作物36915公顷，粮食总产

量160715吨。在粮食作物中，玉米播种面积22549公顷，占粮食作物总播面积的61%；

谷子播种面积4572公顷，占总播面积的12.4%；高粱播种面积1969.7公顷，占5.3%；豆

类播种面积1671公顷，占总播面积的4.5%。2010年，全旗粮食总产量160715吨，比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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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24.5%；蔬菜总产量261971吨，比上年下降28.7%。

全旗牧业所占比例较小，2010年末实有大小牲畜311980头（只）。其中大畜88554

头（匹），占28%；羊合计223426只，占72%。

全旗林业用地18.46万公顷，森林覆被率46.72%。全旗沙化和水土流失面积11.2万

公顷，其中，水土流失面积10.4万公顷，占总面积的93%；沙化面积0.8万公顷，占总面积

的7%。

全旗有草原总面积12.1万公顷, 其中，可利用草原面积9.2万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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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气候概况

按中国气候区划分类，本旗属中纬度温带半干旱大陆性季风气候区。春季干旱频

率较高，风多雨少，蒸发量大；夏季降水集中，雨热同期；秋季气温下降快，初霜降临

早；冬季漫长而寒冷，积温有效性高。

全旗年平均气温多为4.4～7.5℃，锦山镇极端最高气温为39.5℃，出现在2000年的7月

13日；极端最低气温为-30.9℃，出现在1971年1月21日。无霜期多为120～150天。≥0℃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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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温多为2750～3650℃，≥10℃活动积温多为2200～3150℃，呈自西南向东北随海拔高度

的降低而呈递增趋势。0℃以上日数多为211～236天，最少的西部高寒山区在200天以下，

最多的东南部地区可达240天左右。10月下旬自西向东开始封冻，最大冻土深度可达1.5

米左右，3月下旬自东向西开始解冻，到5月上旬基本化通。年平均降水量为370～490 毫

米，西南多，东北少，锦山镇近30年（1981－2010）平均降水量为435.4毫米。由于地形地

势、植被、山体等因素影响，降水量时空分布不均，年际波动较大。历年平均蒸发量多为

1650～1710毫米，锦山镇为1678.4毫米，为年降水量的3.8倍。全旗主要气象灾害是干旱，

其次是低温和早霜冻，其他如洪雹、大风等几乎年有发生或重复交替危害。

1.3　四季主要气候特征

1.3.1　春季气温回升快，风多雨少，气候干燥，蒸发量大，春旱频率高

本旗春季天气多变且多大风天气，蒸发剧烈，干旱频繁。4月与3月相比，日平均气

温升温幅度在8℃左右。气温日较差也是全年最大。锦山镇春季平均降水量为75.4毫

米，约占年总量的17%，在全市属同期降水量较多的地区。春季蒸发量为605.4毫米，

约是同期降水量的8倍。季平均风速多为2.5～4.0米/秒，大风日数平均为12.1天，占年大

风日数的56%。平均相对湿度为40%，是四季中最小的季节。

入春后气温迅速回升，自3月25日至4月5日，多数地区气温已稳定通过0℃，土壤可

解冻20～30厘米。4月25日至5月5日，全旗除西部少数山区外，多数地区气温将稳定通

过10℃，进入大田作物播种高峰期。

春雨偏少，接墒雨略偏晚。3～5月平均降水量多为70～85毫米，历年平均接墒雨日

期为5月8日。5月份是蒸发量最大的月份，最高可达400毫米左右，高出同期降水量的5

倍有余，致使土壤失墒迅速，导致旱情加剧。

1.3.2　夏季（6 ～ 8 月）降水集中，雨热同期，洪雹灾害频繁

全旗夏季平均降水量为250～320毫米，约占年总量的67%。透雨日期平均为6月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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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6～8月正值作物生长旺季，雨热同期是有利条件。这时的雨量虽然较多，但由于时

空分布极不均匀，因此常导致局地大到暴雨、山洪、冰雹灾害发生，也常有不同程度

的伏旱，尤其是7月下旬至8月底正值作物抽穗灌浆时期，有30%左右的年份会出现较

重伏旱而造成大幅度减产。

夏季平均气温多为18.0～22.0℃，分布趋势自西南向东北随高度递减而升高。年极

端最高气温为39.5℃，出现在2000年7月13日。

夏季主要气象灾害是大到暴雨和冰雹，每年部分地区都有不同程度发生或重复

危害现象。经常出现局地大到暴雨引发山洪暴发或雹打水冲农田，给经济建设及生

产生活造成严重损失。

1.3.3　秋季（9 ～10 月）短促，气温下降快，秋霜降临早

全旗秋季短促，只有9，10两月。进入9月后，气温急剧下降，秋霜冻往往过早降

临，常导致大秋作物遭受霜冻危害。9月15日前后由西向东多数地区日平均气温已降至

15℃以下，大田作物陆续进入成熟和收获阶段。由于所处地理位置及地形地势等影

响，本旗初霜日期东西部差异较大，历年平均无霜期锦山镇为139天，以西地区一般为

121～135天，以东地区多为138～149天，最长的年份可达160天，无霜期最短的西部山

区只有90天左右。中部地区平均秋霜日期为9月23日，西部山区最早可于9月上旬出现，

东部地区最晚可推迟到9月下旬末至10月初。1959年以来，锦山镇秋霜冻出现最早的

时间为1972年8月31日，由于秋霜冻过早降临，加之其他灾害影响，致使农作物严重受

灾，当年全旗粮食总产量只有0.53亿千克，为大歉年型。出现最晚的时间为1998年10月

16日，当年全旗粮食总产量达到2.04亿千克，为大丰收年景。

全旗秋季平均气温一般为8.8～12.1℃，中部地区平均为11.0℃左右，西部山区低于

10.0℃，东南部地区最高为12.0℃以上。

9月份是本旗大田作物的收获期，此月份平均每年有1～2次大于6级的大风，常造

成作物严重减产。9月份大部分地区平均降水量为35～50毫米，如果8月份不旱，9月份

雨水不需要太多。10月份如果有20～30毫米的降水，来年春播期一般会有较好的墒

情，对春播抓苗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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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　冬季（11 月到翌年 2 月）漫长而寒冷，降水量少

每年11月至翌年的2月期间，日平均气温多在0℃以下，大地冰封，是寒冬季节。至2

月下旬多数地区冻土深度可达1.5米左右。冬季冷空气活动频繁，平均每10天左右出现

一次。24小时降温10℃的寒潮天气多为2～3次。最大降温幅度可达13～16℃，连续降温

日数一般为5～7天，最长可达10天左右。寒潮过境时，多伴大风天气。

冬季平均气温多为-6.5～-8.7℃，西部山区最低可达-8.0℃以下，东部地区最高可

达-6.5℃以上。

本旗最冷月（1月）平均气温中部地区为-11.4℃，西部可达-13℃以下，东部

为-10～-11℃。极端最低气温可达-30.9℃，西部山区最低可达-35℃以下。冬季降水量

多为9～15毫米，只占年总量的2.5%。8级以上大风日数明显增加，约占年大风日数的

30%，仅次于春季。季平均日照时数为804.8小时，是四季中日照时数最多的季节。

1.4  主要水系与水资源

境内有老哈河、坤兑河、马架子河、楼子店河、锡伯河、半支箭河、西路嘎河7条主

要河流，最长的锡伯河流经旗内115.5千米，自西南向东北走向，流经三个镇，流域面

积1909.5平方千米，夏季河水充沛，春秋季节河水减少。其他河流为季节性河流，有时

断流。

全旗水资源总储量2.08亿立方米，水资源开发利用总量1.49亿立方米，平均地表水

资源量1.45亿立方米，水资源利用总量0.92亿立方米，地下水资源量1.06亿立方米，地下

水可开采量0.71亿立方米，人均水资源占有量595立方米，亩均水资源占有水量318立方

米，全旗节水灌溉面积9090.11公顷，微灌3321.01公顷，低压管道灌溉面积5769.10公顷。

1.5  地质构造特征

喀喇沁旗位于燕山山系的七老图山山脉北部。全旗总体地势由西南向东北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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