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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山西自羔灾害史年在事是山西省气象局离休干部张杰司志，

从浩如烟海的历史文献中，本着古为今用的原则辑录码或的，是

倾注了作者大量心血，非常宝贵的一本史料，可供自然科学和社

会科学有关部门参考之用。

历史上，山西的自然灾害于分频繁，营给人民吟生产和生活

带来很大影响，甚至造成严重损失。因此，不少单位和部门，希

望有系统的介绍全省主然史害，请况，特别是历年各县、市主要自

然灾害特点及其影响程度的材择，以便熟悉全省各地的告挨条

件，掌握各年是主要自然灾害的时空分布特点及其挽律，以达到

是利进害，更好地制定规划，安排生产.

但是，现，有的一些自然灾害史料多分散记载于地方志、史书

和天灾午在中，查阅起来于分困难。张杰坷志充分利用自己离职

休养后的宫裕时坷，查阅了数以万计的历代史料和文献，并广泛

收集了近代有关部门关于山西自然灾害影喝情况的反块辛辛辛特，

经过精心的加工、整理，编写点册，这无疑是立于社会的一大贡

献。张杰同志的这种辛勤劳动，应当受到全社会的尊重。

温克剖

一九八七年二窍穴~EI

于北京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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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写说明

出西历史上发生的各种自然灾害记载，散见于有关历史文

献、志书、碎刻与历代奏擂中。这些先人留下的珍贵遗产，建嚣以

来有的单位出于部门工作所需，对专业方面的历史灾害进行过整

理，如气象、防汛、地震、文史、地理等研究部门均在i刻印或铅印本

印发，供内部参考。但对全省范围内历史上发生的各种自然灾害

记载进行综合的、并有具体时间、地点和灾害内容的，以年表记事

体整理的印本尚未见到过。山西省地方志编寨委员会办公室副主

任刘纬毅讲z 过去由于省领导及研究部门提需要这方面有具体内

容的综合灾情史料，省图书馆曾组织专人整理过，但出于十年动

乱商拥置。并若只极支持在编寨《由西气象志》的同时，对山西历

史自然灾害的记载进行一次整理，以满足当前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及科研工作的需要。因为现有的历年气象资料，仅是各种气象

要素值的统计，如欲了解历年各地的气象灾害情况及程度、范

嚣，还需从大量历史气象资料要素佳中经过统计、对比，求出的

数量也仅是气象变化的距平告或极佳，究竟造成多大灾害，是无

法看出的。尤其对没有气象记录以前的历史灾害，只锺从古文

献、志书、奏捂、碑刻中查找。同时，建国前山西气象台站不仅

寥寥无几，旦记录断断续续，准确性很低。建国后虽逐年增多，

达到县县有站， f'旦出西地形复杂，县站有局限险，因商经常因了

解某年的旱涝灾害，需到省图书结翻阅大量文融、志书，给工作

带来很多不便。为解决这一不是，气象部门从一九八二年开始建

立了每年气候评价及灾情收集的组织措施。为弥补一九八二年以

前历史灾情整理的空白，笔者莉用离休后的充裕时间，根据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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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图书塘、省文史馆、省档案馆现存的省志，如i志、府志、县志

以及有关历史文献等历史资料，并查阅了大量气象、农业、防

凯、地震、民政、统计等部门的历史灾费资料，经过查证、鉴别

编寨成《山西自然灾害史年表》。为方便使窍，特作如下说

明 z

一、《山西自然灾害史年表>> (以下简称《年表》的上下限，

是从公元前七三0年到公元-jL八五年底止，在这期向凡志

书、文献以及其它历史资科中对山西境内发生的各种自然灾害记

载，均原文摘入，文后并注明出处。未经注明出处的，均在文前

冠就 "x x 县〈炜、府) :万。所注有关县(州、府〉的地名，

均以原志书名称地名写入。弓j文中的古地名在第一次出现时

注入今地名，以后从路。原志书名称请阅后醋 U参考书目"，以

备查考。在每年的灾害内容之后，对当年的年景状况摄据中央气

.象局气象研究所一九七四年编的《华北、东北远五百年旱潢分布

图》如1M需要综述，以补充灾害内容记载的不足。时闰从一四七

0年起到一九七四年。以远的综述文字，是提据建茵茵来的气象

资料及调查的实际情况进行的。其旱涝标准，仍按中央气象局编

的《华北、东北近五百年旱黯史料》中五级划分法表示，即一级

〈涝〉、二级〈偏涝〉、三级〈正常〉、自级〈锦旱〉、五级

〈旱) ，灾情范围大，持按时间长，灾情严重的记以严重或大

旱、大费。评级时主要考虑春、麦、软三季的情况，尤以夏季为

主F 当某一地东、旱灾情并存时，则以灾情较重者为主。由于古

代无降水量的黯案，早浩程度洒走则以主要作物生长季节和文字

记载的灾害程度以及受灾范自参考确立二，词时并考虑灾害的持续

时间。对边震等其它灾情按有关等级规完注明。

二.. <<年表》内容，包括千平、洪器、大风、寒潮、暴雨、

舔雹、霜冻、风菇、严寒、酷热、雷电、龙卷、组灾〈包捂病虫

害〉、瘟疫、星院、地震、出崩、 }ííJ溢等茄成的灾害，并对山西



• 4 • 
→一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一

历史上首次发现和记载的字〈彗星〉、 R斑〈太黯黑子) , a食

以及特异自然现象〈包括反常物侯现象〉、大稳、嘉未等丰稳年

景记载茹选择列入，供研究参考。对一些史料记载中纯属迷信的

文字则舍去 z 有的记载虽有迷信色影，但由于当时躁乏科学认

识，对有参考价值的自然现象如"龙卷风月、"黄道光"、";lt摄

光"、 u海市屡楼"等，古代往往把它认作"龙n 或"天开眼"

等记入史册。类倒有参考价值的自然特异现象苏重点搞入。对过

去有些宫吏为多领黯辞，减免程赌，有夸大灾情现象，亦作了可

能莲围内的分析、考证与鉴别。对过去历史上的灾情记载，均本

着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观点具体分析，决定取舍。如一律始就

否定，则会失去有研究意义的历史记载。正如我自著名科学家堂

可被讲z a我国史书中所载的大早、大水、严寒、风雪的记载是

否可靠?有否因为要企图减免揭税、骗取恤金币扩大灾荒的次数

租严重性?当然个别倒子一定有的，我们对历史上的记载应当给

以批判式的选择。但有人以为我们历史上的灾荒次数和人口统计

等等是一笔糊涂帐，那么就不免埋没了我们历史记载的重要挂

了。这样的态度至少说是不嬉严肃。"

三、为保持史料记载的原意，整编中除另前一些必要跑注解

舟，均原文摘入。对史料中一些古繁体字在不影响原意情况下，

有的改建第体字，有的仍黑原字。对古今地名的变迁对照，均根

据~j纬毅编的《山西历史地名录》注明，有些古代地名直接改为

今名，以方便使庭。对各毒草代年号，均根据《中国历史纪年表》

以当时在出西统治的辑代年号编写入，苗苗并记以公元年号。对

所记月佳，建国能用农历，建居后用公历。 i

四、《年表》中有些年代缺乏灾害记载的原因，据分析，一

是战乱年代或朝代更替无记载F 二是有的文献、志书迭失不全。

对此情况，均从几种省志、州志、唐志、县志中查考后，均缺记

载的别注明是历史原因造成，无法编入。文才有些志书中缺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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黯从有参考价值的碑刻、墓志以及E文大事年表中译记。这种情

况从十二世纪以前较多，以后基本不缺z 三是由于过去志书只对

一些影晓较大的灾荒和大稳年景则记入，对一般影响不大的灾情

和正常年景则极少记载或不记载。

五、《年表》中厨房j灾害内容，均经反复考证、校接与纠

正，对一些有怀疑的记载，本着宁缺勿滥原则，以保持捞到内容

的真实睦。对有的灾害内容、数字和年代是有怀疑，捏菇、 Ifl志

书蔚载均皆如此，经查证无法纠正的亦在文后注明，应备待查。

在整理中还2呈现有的灾害发生的时间、边点有矛盾和重复，县志

与省志之间记载也有矛盾，对此亦选行了考查与纠正。其原因是

由于志书大部为皖、清时代所寨，山西是罕前省志始赛于明成化

十一年(1475) ，以后又陆续重修六次，各有增舍。对萌清以前

的灾异，除省志是引自文戴黑著外，各县志的灾异记载叉均弓i 自

省志，有的原文照引，有的舍头去尾，还有的引错。尤其古代记

载中古文、古字较多，也无挥点符号，县志引用时亦未注萌出

处，发现疑问时给考证工作带来每多困难。国此，对这些祖先窜

下的珍贵遗产妇不系统选行整理鉴茄，照传下去就会以说传洗，

后人更难辨剔，就结研究工作造成德大误差。

六、为使读者对山西历史上发生的自然灾害有概括了解，

根握历史上出现的灾害种类、机遇，黯写了一嚣《出西历史自然

灾害综述>> ，内容挂一漏万，想不全面，按当引玉之砖，钗供

参考。

七、省气象局资科室于一九八二年曾派刘锡芬、再梦玲二同

志到省图书铺拴过灾情史耗，后因其它任务繁忙哥哥搁置。笔者从

一九八四年先后到省图书馆、文史馆、档案馆租省地震局等有关

部门查闰并卦、录了大量灾情资料，省气科研张建英同志参加资料

的镜计、整理与抄校。历经三年，数易其稿3 在省志办刘纬毅副

主任的具体指导帮助下，不断传改与增艇。初稿完成后，



·在·

先后经省气象局程廷江、李玉尧、刘九林等工程师审阅并提出

修改意见. :XiJ九林国志审阅后认为建国后灾需资料应具体，还提

供了一九五二至一九六四年的部分灾情资料并给予多方支持与协

助F 省图书馆、省地震局、省水利厅、省农科院、省档案局等部

门给予大力支持，提供了大量历史灾情资抖。国家气象局商局长

温克制审捕后并写了序言。部稿最后送省地方志编事委员会办公

室自:XiJ纬毅副主任进行了全面审查与指导，并根据所提意见选行

了修改。对此深表感谢。

由于编者水平不寓，错误和遗漏之处可能不少，请前者多提

宝贵意见，使之进一步充实、完善，期望能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及有关科研工作起到一定参考作用。

编者

一九八七年七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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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历史自然灾害综述

出西是我撞开发历史最旱的省之一，历虫文献中对山西自然

灾害的记载亦较早。远在公元前二十一世纪前的传说时代，唐

尧、虞舜、重禹均曾建都由西。尧时连年洪水为害，后又必十吕

并出P 焦禾杀稼，史称"男射九日月、 "大禹治水"，记载中是

带有迷信色彩，但作为上古时期山西境内出现的这种大旱、大捞

灾害远载白有一寇参考价值。从现有文献、志书等史料中看，对

自然灾害记载较早并有纪年可查的为公元前七八0年〈周幽王二

年〉的镇京大地震，震中铺京〈今西安附近〉。据《晋乘菇瞎》

记载= a幽王二年三)1(震拄下纱 (三肘，西周时指泾、渭、洛，

拄，即砾拄山，今三f1峡〉。在这次史书称作"空前大地震"之

前，公元前七八二年(周宣玉末年) i1J公元前七八0年〈周醒玉二

年〉曾发生一次大范围的大旱灾，主要发生在西周撞内〈题当时

拥有黄湾、杨子江两流域及奉天西部之地) ，这次大旱灾在历史

文献的《诗经》中都留有记载。山西一半以上地处黄前流域，这

样大范围的大旱灾山西亦应波及，但由西的省、州、府、县志中

却查无旱情记载，故未列入本《年表》内，特作说明。

从整理由西历史灾害可看出，历支上对农业生产集害较大，

范菌较广和机遇最多的首推干旱，其次为冻雹、霜冻、大风、洪

涝和病虫害，这是山西历史上威胁农业生产常晃的六种自然灾

害。至于大的地震及其它自然灾害呈可使一个地方造成严重究

难， i旦出现就遇很少，两旱灾却使广大农民族早色变，故群众有

"十年九旱押之说。至于火山爆发，在山西瑛有史料中尚未见有

记载。台风发生在沿海，直接侵袭不到山西。土壤盐溃、水土流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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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以及近年来发现的环撞污染、生态恶化等慢性灾害，过去历史

上均无记载，只是本世纪后期才引起重视@对历史常见的六大自

然灾害，建国以后握有关部门统计s 旱灾每年平均受灾面我占总

耕地富积的百分之二十五，成灾面极占百分之十六点七，雹荧受

灾茜积占百分之四点五，成灾面积占百分之二点七F 霜冻受灾面

积占百分之三点七，成灾面积占百分之一点九z 风灾受灾面积

占百分之一点九，或灾面在占百分之一点-z水灾受灾菌积占百分

之一点八，成灾面织占百分之一声病虫害受灾富积占百分之三点

八，成灾面积占百分之一。按成灾面积来看，也是首推旱灾，其次

为雹灾、霜冻灾、风灾、水灾和病虫害究，与建国以蔷历史上成

灾情况基本相似，也符合历来群众讲的"不馅窍，单怕旱纱，

"不怕大水淹，就怡旱的宽妙， "旱一片，捞一线"和必不管天

灾多大，就怕老天爷不下〈指下雨〉万的喜涝惧旱的传统认识。

-、旱灾

由于山西地处内陆高原山区，属东亚季风区北部边缘，季风

型大陆性气候较强。冬半年为南下寒潮所必经之地z 夏季东南季

J斗七叩韶山

2;512!8(11117(4(7l扑!忡11忡[37

纪
早

年

魂
早
出

大
年

和
早

早
大

性
部

省
局
数

全
或
总

其中g 全省性旱

和大早年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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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付热带高压〉接带的海洋暖远气流北上稍弱或欠及时，则大

小旱象随即发生，国之十年九早是很自然曲。

据历史记载统计，山西除出现全省桂曲大捞和大稳年外，基

本是年年有旱情，雨旦旱年出理的极遇有逐变摄繁趋势，部由多

年一遇到少年一遇。全省性旱和大旱年尤其如此。从公元一世纪到

二十世纪的八十五年中，山西全省性的旱布大早或局部地区大早

年〈非全省性早和局部一般旱年除外)，各世纪出现年份如上表 E

从上表看出，山西全省性旱和局部大旱年出现年份总的趋势

是逐增曲。这一趋势与我国著名气象学家堂可模在《中国历史上

气候之变迁》中分析出西旱年趋势基本相呵。虽有必年代愈远，

记载愈疏"的原因存在，但对勇史上出现的全省姓和局部大旱，

志书中的记载还是有一寇参考价值的。

从山西历史上记载的严重旱灾发生的间隔年代也可看出这一

逐变频繁趋势。如公元前六六一年的齐晋大旱到公元前四七0年

的法丹词绝， 1可隔一百九十年3 到公元前四二三年的晋大旱地生

盐，闰踊四十六年5 王若公元前二O五年的晋陕大旱，问摇二百一

十七年5 到公元前一五五年的晋大早日月皆赤，部踊四十九年，

到公元二二年的天下大旱盗践自起， I母搞一百七十六年F 到公元

一七六年的天下大旱，间隔一百五十三年 z 到公元一九四年的晋

陕大旱，间隔十七年，到公元三三五年至三三六年的晋大旱人梧

食，闰隔一百四十年F 到公元五三七至五三九年的九到霜旱人

钥疏散，闰隔二百年; j1j公元六一二年的天下大早百姓流亡，

间隔七十二年3 到公元六八七至六八八年的河东大旱，间隔七十

四年z 到公元八八一年的河东霜早杀稼，间隔一百九十二年; j1j 

公元九六二至九六六年的河东春夏大旱，间隔八十年; j1j 公元

-0七0至-0七六年的部东大旱， I可隔一百O三年3 到公元一

二一一至一二-三年的河东大早流孬满野，间隔一百三十四年事

到公元一二九一至一二九七年的山西天大旱地大震， I可隔七十七



• 10 • 

年F 到公元一三四0至一三西七年的部东七年连旱人相食，间隔

四十二年} Jlj公元一四八四至一四八八年的出西连年大旱瘟疫流

行，阔隔一百三十六年3 到公元一五八五至一五八七年的连年大

早赤地千里， fRj黯九十六年 F 到公元一六O九至一六一二年的全

省四年连早大挠， I间隔二十一年5 到公元一六三四至一六四一年

的八年大早捞淦漳竭伍姓湖踵，闵琦二十一年J ~骂公元一七二0

至二七二二年的全省连年大旱， i间商七十八年J '3骂公元-/\0四

至一八O五年的山西大卒读犀满路，间隔八十一年，到公元一八

七五至一八七八年大劫奇荒的光绪三年大旱，间隔六十九年F 到

被称作全国典型旱年的一九七二年只隔四年又出现了一九七七

年至一九七八年的河水断流水库子酒，问黯为九十三至九十八

年。对建国&{来出现的一九五一、一九五五、一九五七、一九六

0、)九六五、一九八西等五个全省性旱年〈非连旱年〉还未统

计在内，甚至连一九00 (清光绪二十六年〉、一九二八至一九

二九年p 一九三一年、一九三五至一九三六年、一九四五、一九

四七、一九五一年这几个全省性旱布大旱及连续二年全省性旱布

大旱年亦未统计在内。

上述严重旱年出现的问隔规捧基本是一长一短或两长两短。

十六世纪到后，长 lì可隔年均不超过百年，并由过去的长期一遇，

连旱连齿，逐变为短期一遇，短旱短法和早潜兼有。全省性的连

续旱和大旱可达五年之久〈一六三七至一六四一) , I自黯、运

模、长治运旱竟达九年之久〈一六三三至一六四一) ，太原地区'

连旱七年〈一六三七至一六四三) ，百且上述旱区是继一六三。

年逗早三年后只隔一至二年又出现的。近代的世称光绪三年大

旱，实际是全省佳运旱四年(一八七五至一八七八) ，太原、临

扮、运城、长治是从一八七民年即开始旱， 11岳汾、运城直到一八

七九年始解旱，均连孚长达五年之久。

过去历史上发生的严重旱灾给人民带来的灾难是极其惨痛



• 11 • 

的，有些旱年又往往是大风、冰雹、严寒、酷热、洪水、瘟疫、

严霜、地震、星蹋、主皇虫、狼藏等灾害相接发生，同时又易引起

众庶流移和兵变于戈，形成史书中记载的 u赤地千里、饿犀载

道、刁捡横行、持皮革自尽、母子括皖、匆子而食纱的"父子不梧

癫，夫妻各西东，孩子元人收霄，鹿行于街头号哭而死P 的悲惨

景象。

二、雹究

冰雹灾害在山西灾情程度中位居第二，历史上年年均有不民

程度的雹究发生，是全国球雹灾害较严重的省之一，但与平灾

比，毕竟雹打一条线，比旱灾一大片范围要小的多。据建国以来

统计，平均每年因雹成灾雷积为一百六、七十万亩，为旱灾成灾

面裂的六分之一。历史上从公元三六年〈东汉光武帝建武十二

年〉始见有冰雹记载。从历史上出现的辞雹记载来看，其冰雹的

大小、成灾范围、持续时间及灾害程度确徨惊人。如三三二年

〈东晋威和七年) "雹起西哥分出〈今分体绵由) ，大如鸡子，

平地三尺，辛苦下丈余〈湾，提深的污水池中获雹深达丈余) ，行

人禽兽死者万计，历太原、乐平〈今苦用〉、武乡、赵郡广平

〈今到北平山县) ~钮鹿〈今湾北永年县〉千余里，拷本握折，

禾稼荡然纱。这次大冰雹蔚蓝围竟从山西造到河北平原一带。又

如五O三年〈北魏景明四年) "五月芫茵拾到大雨霉，六月乙己

又大雨雹，草木稼维兔皆死。七月串成暴风大弱，雹起自汾州，

经井、梧、司、宠至徐邦币上，广十里，所过草本无选η 。说晓

这次薛雹起自汾陆经太原至河北邢台直去出东尧如，然后南往苏

~t徐翔。有的冰雹之大亦提出奇。如公元一六三三〈晓崇祯六

年) "必炖困月雹大如象、如斗。"一九五七年七月灵邱县一次

降雹有必大如吉普车，数目始消纱。对这样大的冰雹经剖析，实

际是由多数冰雹在云中受强大上升气流冲击集聚后下降融合而

成。在降雹厚度上，如一五二三〈明嘉靖二年) "大同在深四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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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卵押。又如一七。一年〈清康熙四十年〉 α乎意五月雹大如

确，积丈、禾俱无月。一九八五年六月十五B 扮西县一次特大冰

雹中， "雹点密集，雹大如拳，伴七、八级大风，二十分钟辞

雹，雹活漫山遍野皆白，平均积雹二至三寸，垄边、地崖达一米

多深，二天未化万。这次记载较可信，说晓过去史料研记的"雹

深四尺"、 "积丈押的说法均为垄边、地崖所幸只能深度，非指平

地深度。在降雹月份方面，山西历史上除在历十二月未见有降雹

记载外，其余月捞均有降雹记载。如九六六年〈北宋乾德四年〉

"十一月〈农历〉代然雨苞大风前田禾"，一四七二年(葫成化八年〉

6春正月陆曲弱雹。二月长治雨雹大如鸡卵飞三月降雹的记载也

不少， 1877年"孟县三月雹，深二尺万。"平定三月裙十雹"。

到农历四月就更多了。如一六五二年沁县"四月十八午至未时雹

睫降，积地盈尺竟且不消，五月初一未时降雹雨，盈沟盈整，禾

苗尽行灾伤纱。至于六、七、八、九、十月捞记载就更多了。历

史上雹灾给人民带来的灾难也是惨重的。如一六四五年"武乡五

月雹连三 EI ，大如鸡茹苦，越户提人，击死牛羊无数，伤麦七百余

顷，高岸崩折，先为巨浸，人民哭声震天，流亡载道"。

三、霜冻灾

山西每年平均国霜冻成灾面积占总耕地的百分之一点九，仅

次于雹灾。历史上的严重霜冻灾害一般均为连续数年出现，是长

可达连续七年，单独霜冻成灾年很少出现。如一六九四至一六九九

年，均有"摄霜杀稼"的记载。其中一六九五年至一六九七年，

尤为严重，南下过旱的冷空气从北入侵沿黄坷谷地直泻至省南

形成全省大范围严重秩霜冻，使正在生长的大秩作物冻害严重形

成灾荒。这次严重我霜冻灾害各县志有如下记载"永和八月鼠

霜杀未"， U辛辛州七月窥霜杀稼，将州所属无一造者"， a岚县

八丹十五陨霜，禾皆冻死，民大饥刃， 在和}辍淫雨连月，七月严

霜杀稼"，第二年但是。 t，沌源连年被霜灾，未货腾贵，民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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饥，外逃亡有死者"， "陵)IJ八月强霜杀稼大吭，民食树皮"，

a武乡夏霖雨五、六月至七另韧始雾，未兀陨霜，软末一栓未

收，大饥" 0 f.JJ第三年仍是"安泽陨霜杀禾更酷月， 44武乡春苦

雪，秋后院霜，人民逃散，饿死至半9 。在这连续三年严重秋霜

冻害的同时，又旱、震相继，造成 α临县斗米银七钱，民饥裙食。

离境外掘男、女坑，日填管t瘁，瘟亵大作，蛊琅嗷人P 的惨状。

一九五四年西月二十一目前一次严重春霜冻害，是继一九五三年

春霜冻害之后较严重的一次。当时晋南小麦正处孕穗至抽穰期，

瞌捞气温最能降到- 6.8 0C ，保渥持续时间达八小时之久。这次

春霜冻害，使全省成灾面积达二百六十五万余亩。还如一九六0

年五月发生在中南部的四次冻害〈主要是雪冻) ，使i插扮、晋中

地区正是幼苗的大秋作物和孕穗期的小麦受冻成灾，成灾菌积达

三百五十八万四千余亩。

夏季(农历五、六、七月〉损霜在山西历史上亦有记载z 如

理八五年"六另需捕灵邱照霜飞五O五年"五月主申恒#1 陨霜杀

稼。七月戊戌惺揣摸霜飞一兰六七年五月辛已大同蹋霜杀麦PO

G六月夫同踊霜杀稼"。一五八八年 u六月朔翔陨霜"。一二六

四年必六月云中黯霜牙。一六。一年广灵 α夏陨霜"。一六。一

年"七月廿六保德霜甚，禾尽萎，城中九日无市，民多商亡"。

一园。九年"静乐七月初三严霜杀禾殆尽"。一二九一年 a七月

太原院霜杀稼m 。

四、黑突

出西大风虽属常见，但不一定都能成灾。成灾的大风往往均

为夏秋期词，掉踵雷雨、冰雹等综合影响下形成。单强大风天气

成灾的情况很少，一般多出现在春冬期间的寒潮大风。由于寒潮

大凤突然降温幅度很大时，能使家禽、家畜冻死冻街，或破坏建

筑没备。夏秋期阔的雷菇、冰雹如伴有大风，可加重灾情。如史

料中记载，多为"大风雹拔木害稼"、 u大风雨酶屋杀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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