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Journal of Water Resources Research 水资源研究, 2024, 13(1), 51-59 
Published Online February 2024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jwrr 
https://doi.org/10.12677/jwrr.2024.131006  

文章引用: 尹航, 秦鹏程, 黄鹏程, 张丽文, 邓艳君. 洪湖市 2022年高温干旱特征及其影响[J]. 水资源研究, 2024, 13(1): 51-59.  
DOI: 10.12677/jwrr.2024.131006 

 
 

洪湖市2022年高温干旱特征及其影响 

尹  航1,2*，秦鹏程3#，黄鹏程4，张丽文3，邓艳君5 
1洪湖市气象局，湖北 洪湖 
2暴雨监测预警湖北重点实验室，湖北 武汉 
3武汉区域气候中心，湖北 武汉 
4兰州区域气候中心，甘肃 兰州 
5荆州市气象局，湖北 荆州 
 
收稿日期：2023年12月8日；录用日期：2024年1月30日；发布日期：2024年2月21日 
 

 
 
摘  要 

2022年夏秋季发生在洪湖市的异常高温干旱事件强度大、持续时间长，对当地的社会经济和自然生态系统造成

了严重影响。为深入剖析此次干旱过程及其致灾特点，利用洪湖市长序列气象观测资料，基于干旱事件客观化

识别与评估方法，建立历史干旱过程事件库，结合典型年干旱过程灾情资料，对2022年夏秋季干旱的极端性及

其影响进行评估。结果表明：2022年洪湖市干旱过程持续139 d，过程内降水距平百分率达−75.4%，相对湿润

度指数达−0.79，过程综合强度指数达22.4，为特强等级，在1961年以来113次干旱过程中综合强度位居第一；

2022年洪湖市干旱与异常高温和长江流域性干旱叠加，造成地表土壤相对湿度大部时段低于65%，洪湖水体

面积缩减近10%，长江螺山站水位较历史最低水位偏低1.5~3.3m，洪湖水位创2010年以来同期新低，连续多

日低于最低生态水位，东荆河下游38.9 km河段断流；2022年干旱过程与典型干旱年相比，呈现出气象干旱达

极值、水文干旱创极值、旱情发展快、骤旱特征明显等新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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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summer and autumn of 2022, the abnormally high temperature and drought event occurred in 
Honghu City with high intensity and long duration, which had a serious impact on the local social and 
natural ecosystem. To investigat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rought hazard and disaster-forming process, 
the historical drought process event database was established based on the objective identification and 
evaluation method of drought events based on the meteorological observation data of Honghu long se-
quence. Followingly, the extremeness and impacts of the drought in summer and autumn of 2022 were 
evaluated, by combining with the disaster census data of drought events in typical year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drought process lasted for 139 days and the percentage of precipitation anomaly in the 
process reached −75.4%. The relative wetness index reached −0.79, and the drought intensity index 
reached 22.4. The comprehensive intensity level was “extremely strong”, ranking the first among 113 
drought processes since 1961. In 2022, the combination of drought and abnormally high temperature in 
Honghu City and drought in the Yangtze River basin caused the relative humidity of farmland soil lower 
than 65% in most days during the drought process, and the surface water area of Honghu Lake reduced 
by nearly 10%. The water level of Luoshan Station on the Yangtze River declined to 1.5~3.3 m lower than 
the lowest water level in history, and the water level of Honghu Lake declined to the lowest in the same 
period since 2010, which was lower than the lowest ecological water level for many consecutive days. 
The river was cut off for 38.9 km at the lower reaches of Dongjing River. Compared with typical dry years, 
the drought process in 2022 presents some new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the meteorological and hydro-
logical drought intensity ranked the first in histor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rought process were 
characterized by a flash drought with rapid 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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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干旱是一种常见的、对人类经济社会和自然生态系统具有较大影响的自然灾害，干旱能否造成灾害，既取

决于降水、气温、蒸发等自然因素，也取决于土地利用、种植结构、人口规模、产业布局、生产水平以及水利

工程供水能力等经济社会因素[1]。我国是干旱灾害发生频率最高、影响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每年因干旱灾害造

成的直接经济损失高达 440 亿元[2]。已有研究表明，我国北方是干旱频发的主要区域，许多学者针对北方干旱

灾害的特征和形成机理进行了大量研究，形成了很多有意义的成果[3]。然而，随着气候变暖，近年来我国南方

地区(包括长江流域)的干旱事件也逐渐增多，并呈现出与高温并发以及极端性增强等新特点，21 世纪以来湖北

省极端高温和干旱事件频率明显增加，2022 年夏秋季湖北省乃至长江流域再次发生异常高温干旱事件，多地高

温强度、持续时间和极端少雨的程度历史罕见，对水资源、农业、生态和社会经济系统造成了广泛影响，其呈

现出的新特点和内在成因应引起足够的重视和深入的研究[4] [5]。虽然已有研究对南方地区干旱灾害的风险特征

及成因进行了一些初步分析[6] [7] [8]，但由于对其科学认识仍然不足，许多问题还有待进一步了解，严重影响

了南方地区干旱减灾防灾能力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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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夏季，我国中东部地区出现 1961 年有完整气象观测记录以来的最强高温过程，长江流域大部地区

自 6 月中旬开始降水持续偏少，发生严重伏秋干旱，造成大范围地表土壤失墒、流域径流减少，导致农作物产

量和品质下降，农业生产成本增加，流域供水、发电和航运功能受到严重影响，生态系统生产力和生态质量下

降、森林火险频发，居民生活用水和用电受到严重影响[9]。洪湖市地处长江中游江汉平原腹地，境内有全国第

七大淡水湖——洪湖，共有大小湖泊 102 个，被誉为“湖北之肾”。2022 年 7 月上旬洪湖市旱象初现，8 月 23
日启动干旱防御四级响应，直至 10 月 12 日结束，持续时间达 51 d。持续性干旱与极端高温叠加，对洪湖市水

产养殖、农业生产、人畜饮水以及湿地生态系统等造成了严重影响，发生在洪湖市的高温干旱事件及其影响是

长江流域大范围高温干旱的缩影。 
本文旨在利用洪湖市长序列气象观测资料，基于干旱事件客观化识别与评估方法，建立历史典型干旱过程

事件库，并对 2022 年夏秋季干旱的极端性进行评估，结合典型年干旱过程灾情资料，剖析干旱对农业、水文、

生态等方面的影响及其致灾特点，为科学认识气候变化背景下高温干旱发生发展规律，助力防灾减灾和应对气

候变化提供科技支撑。 

2. 资料与方法 

2.1. 资料 

本文所使用气象资料为洪湖市国家气象站 1961~2022 年逐日降水、气温(日平均气温、最高气温、最低气温)、
日照时数、蒸发量、相对湿度、平均风速等观测数据，由湖北省气象信息保障中心提供，均经过质控检验。 

高分卫星遥感资料来自武汉区域气候中心，干旱灾情统计资料、高温干旱期间江河水情及农作物生长发育

等数据分别来自于洪湖市应急管理局、统计局、水利局、农业农村局等相关部门。 

2.2. 方法 

干旱事件定义和识别方法 
根据区域性干旱过程监测评估方法(QX/T 597-2021) [10]中单站干旱过程监测方法，基于气象干旱综合监测

指数(Meteorological Drought Composite Index, MCI)，对洪湖市历史干旱事件进行识别，并对干旱事件进行分析。 
1) 气象干旱综合监测指数(MCI) 
MCI 考虑了 60 d 内的有效降水(权重累积降水)、30 d 内蒸散(相对湿润度)以及季度尺度(90 d)和近半年尺度

(150 d)降水的综合影响，计算公式如下： 

( )60 30 90 150aMCI K a SPIW b MI c SPI d SPI= × × + × + × + ×                      (1) 

式中：SPIW60为近 60 d 标准化权重降水指数；MI30为近 30 d 相对湿润度指数；SPI90、SPI150为 90 d 和 150 d 标

准化降水指数；Ka为季节调节系数；a、b、c、d 为权重系数。相关指数的计算和参数取值参见气象干旱等级标

准(GB/T20481-2017) [11]，MCI 干旱等级划分标准件表 1。 
 

表 1. 气象干旱综合监测指数(MCI)的气象干旱等级划分 

干旱等级 MCI 

无旱 −0.5 < MCI 

轻旱 −1.0 < MCI ≤ −0.5 

中旱 −1.5 < MCI ≤ −1.0 

重旱 −2.0 < MCI ≤ −1.5 

特旱 MCI ≤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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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干旱过程的确定 
以 MCI 为干旱过程识别的判别指标，当某日干旱强度的等级达到轻旱及以上，且持续 15 d 及以上，其中至

少有一日达中旱及以上等级，则确定发生一次干旱过程。干旱过程时段内第一次出现轻旱的日期，为干旱开始

日。干旱过程发生后，当连续 5 d 出现日干旱等级为无旱时，则确定为过程结束，干旱过程结束前最后一天日

干旱等级达轻旱及以上的日期为干旱结束日。干旱开始日到结束日(包含结束日)的总天数为干旱过程日数[10]。 
3) 干旱过程强度 
通过滑动干旱过程内持续干旱天数计算累计干旱强度，取干旱过程内累计最强干旱强度作为干旱过程强度

Z，计算公式如下： 

( )1, ; 1,maxk m n kZ D n= ==                                      (2) 

式中： ( )1, ; 1,maxk m n k= = 为通过不断滑动比较寻找 n 时段内，累计干旱强度的最大值；m 为干旱过程总天数；n 为

干旱过程内干旱的持续天数，D(n)为累计干旱强度，按公式(3)计算： 

( ) ( )1

1

n
a

i
D n n l i−

=

= ∑                                      (3) 

式中：a 为权重系数，一般取 0.5~1.0，本文在干旱过程强度计算时取 0.5，在过程累计干旱强度时取值 1.0；l(i)
为干旱过程内第 i 天的区域日干旱强度的绝对值。 

干旱过程强度等级采用百分位数分法进行划分，基于洪湖市国家站 1961~2022 年历次干旱过程强度 Z，分

别以 50%、80%、95%分位数将干旱过程强度划分为一般、较强、强和特强 4 个等级。 

3. 结果与分析 

3.1. 洪湖市历史干旱过程 

根据干旱过程监测评估方法识别出洪湖市 1961~2022 年共发生 113 次干旱过程，平均每年发生 1.8 次，其

中特强干旱过程有 5 次，强干旱过程有 17 次，较强干旱过程有 29 次，一般干旱过程有 62 次。根据干旱过程综

合强度指数将洪湖市 1961~2022 年历次干旱过程排序，最强的 10 次过程如表 2 所示。其中，特强等级干旱过程

有 5 次，分别发生于 2022 年、2019 年、1968 年、1992 年和 2011 年，其持续时间最长达 190 d，最短为 70 d。
从季节上来看，夏秋季居多，其次为春季，部份年份干旱可持续 3 个季度或贯穿全年。干旱期间降水量距平百

分率一般低于−60%，相对湿润度指数−0.79~−0.23，最长连续无降水日数 13~38 d。 
 
表 2. 洪湖市最强 10 次典型干旱过程(1961~2022 年) 

序号 过程起始时间 
(年月日) 

过程结束时间 
(年月日) 

干旱过程 
强度指数 

过程评 
估等级 

过程持续 
天数(天) 

过程内降水距平 
百分率(%) 

最长连续无雨 
日数(天) 

过程相对 
湿润度指数 

日最高≥35℃ 
日数(天) 

1 20220720 20221205 22.4 特强 139 −75.4 37 −0.79 36 

2 20190803 20200108 21.2 特强 159 −68.6 38 −0.71 23 

3 19680531 19681206 20.2 特强 190 −64.0 19 −0.51 12 

4 19920722 19930102 19.5 特强 165 −65.8 31 −0.70 20 

5 20110124 20110603 16.9 特强 131 −57.4 16 −0.26 1 

6 19981113 19990328 14.9 强 136 −54.7 26 −0.23 0 

7 19720605 19721001 14.5 强 119 −60.2 13 −0.53 18 

8 19660729 19661006 13.3 强 70 −69.0 28 −0.79 19 

9 19791011 19791230 13.0 强 81 −69.8 25 −0.67 0 

10 19731114 19740122 12.1 强 70 −63.3 25 −0.5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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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2022 年干旱过程特征 

根据 MCI 气象干旱指数监测(图 1)，2022 年 7 月 12 日起，洪湖东部沿江一带开始出现轻度气象干旱，随

着降水持续偏少，气温持续偏高，干旱逐步西扩并加剧，至 8 月 4 日，洪湖大部地区达中度气象干旱等级；8
月 16 日，洪湖大部乡镇气象干旱达重旱，8 月 23 日，洪湖市区、螺山镇、乌林镇、龙口镇、大沙镇等地区出

现特旱，随后，受人工增雨作业影响，8 月底上述地区缓解为重旱；9 月开始，特旱范围从沿江一带逐渐向北、

向东发展，至 9 月 22 日全市出现特旱并持续至 10 月 6 日，受降水过程影响，旱情缓解为中旱；10 月下旬，

旱情再度加剧达至重旱，11 月 8 日全市特旱，后因冷空气活动带来的降水影响，旱情逐渐缓解，部分地区达

到无旱标准。此次过程持续时间达 139 d，最长连续无雨日数达 37 d，综合强度为 1961 年以来历史最强，呈现

以下显著特点： 
 

 

图 1. 2022 年 7 月~12 月洪湖市逐日气象干旱指数变化图 
 

1) 降水异常偏少 
2022 年 7~9 月洪湖市降水总量较历史同期偏少 8 成以上，期间仅出现短时分散性局地阵雨，未出现明显的

区域性降水过程。在旱象初现的 7 月 20 日至干旱结束的 12 月 5 日，洪湖站累积雨量为 96.6 mm，比历年同期

偏少 7 成以上，位列历史同期倒数第三位，雨日 27 d，比历史同期偏少 12.4 d，位列历史同期倒数第四位，期

间出现两段少雨时段：7 月 20 日~10 月 4 日(仅 8 月 26 日 1.8 mm、29 日 1.5 mm，9 月 22 日 1.3 mm)、10 月 10
日~11 月 20 日(仅 10 月 27 日 2.8 mm、28 日 0.8 mm、29 日 1.4 mm，11 月 18 日 5.0 mm)。 

2) 气温异常偏高 
2022 年 7~11 月洪湖国家气象站平均气温 24.9℃，较历史同期偏高 2.0℃，位列历史同期第 1 高；日极端最

高气温 ≥ 35℃的高温天气共 46 d，比常年同期偏多 26 d，居 1961 年有完整气象观测记录以来同期第 1 位。7 月

9~16 日、7 月 21 日~8 月 27 日洪湖出现两端大范围高温天气过程，7 月 31 日~8 月 23 日连续 24 d 日最高气温超

过 35℃，7 月 7 日出梅至 8 月 28 日连续 51 d 日最高气温超过 30℃，其中 8 月 18 日最高气温达 39.4℃，为建站

以来历史第 2 高。 
3) 蒸发大，土壤失墒快 
受持续晴热高温天气影响，7~11 月洪湖市累计蒸发量达 727.8 mm，其中 8 月 1~29 日连续 29 d 日蒸发量超

过 5 mm，日蒸发量最大达 10.1 mm，导致土壤失墒快，8 月 1 日与 7 月 24 日相比 10 cm 地表土壤相对湿度下降

了 12%、20 cm 地表土壤相对湿度下降了 10%。其中 8 月 12 日~10 月 7 日、11 月 1 日~20 日 10 cm 地表土壤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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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湿度连续 77 d 在 65%以下。 

3.3. 2022 年干旱事件影响 

3.3.1. 对农业生产的影响 
2022 年洪湖市极端干旱发生在夏秋季节，正值农作物生长关键期，蒸腾旺盛、需水量大，持续高温干旱造

成洪湖市共 16 个乡镇 228 个村 83,975 人受灾，农作物受旱面积 23,141 hm2，受灾面积 12,947 hm2，其中成灾面

积 5872 hm2，绝收面积 206 hm2，主要受灾作物有棉花、水稻、芝麻、大豆、玉米、黄豆、蔬菜、花生、中稻，

鱼、蟹等水产养殖业生产成本骤增，效益严重下降。 

3.3.2. 对湖泊生态的影响 
洪湖挖沟咀站水位监测显示(图 2)，自 8 月起洪湖水位持续下降，位居 2010 年以来最低值，连续多日低于

最低生态水位，8 月 29 日水位下降至 24.25 m，较多年平均偏低 0.96 m。 
 

 

图 2. 2018 年以来洪湖挖沟咀水位监测 
 

利用 2022 年 7~8 月 3 期高分卫星数据开展洪湖水体面积监测显示(表 3、图 3)，8 月洪湖水体面积持续走低，

8 月下旬洪湖水体面积仅 322.92 km2，较 7 月初减少 28.42 km2，缩减幅度为 8.1%。洪湖水位持续下降、面积缩

小、水资源短缺，对湖区生态系统、农业生产和居民生活造成了一定影响。 

3.3.3. 与典型年灾情特点的比较 
1) 2011 年干旱 
2011 年 1 月下旬~6 月上旬洪湖市发生严重冬春连旱，过程持续 130 余 d。据挖沟咀站水位监测，5 月 21 日

水位 23.20 m，平均水深为 0.48 m，较常年偏低 0.87 m，蓄水量 0.54 亿 m3，较历史同期偏少 3.45 亿 m3，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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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2022 年 7~8 月洪湖水体面积监测表 

监测时间 7 月 2 日 8 月 9 日 8 月 25 日 

洪湖水体面积(km2) 351.34 328.21 322.92 
 

 

图 3. 2022 年 7 月 2 日、8 月 9 日、8 月 25 日洪湖水体遥感监测 
 
初减少 3.31 亿 m3，减少幅度达 86.0%，水面面积 113.2 km2，较历史同期偏少 280.2 km2。干旱导致湿地疏干、

面积萎缩，洪湖湿地水面积相比 2010 年同期减少了 83.93 km2，减小比例为 26%，超过湖区面积的 1/4，洪水调

蓄、水质净化等湿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下降，据估算，洪湖水生植物损失 80%以上，天然鱼损失 95%以上，水

草以及其它水生植物死亡，并造成水源涵养、保护生物多样性、物质生产和水质净化功能均受到严重损害。干

旱对水产养殖业造成严重危害，环湖部分地区和湖心茶坛岛、船头嘴等区域见底，成鱼死亡达 3.25 万 t，蟹苗

死亡 1500 t，直接经济损失 5.3 亿元。棉花幼苗因缺水无法移栽，迟播中稻因缺水无法育秧，农作物受灾面积 6
万 hm2，直接经济损失约 9800 万元[12]。此次过程综合强度位列 1961 年以来历史第五强，但由于发生在冬春季

节，湖泊水位较低，对湖泊湿地生态系统影响极大。 
2) 2019 年干旱 
2019 年 7 月下旬后期，受高温、少雨天气影响，洪湖市出现中到重度气象干旱，并持续至次年 1 月上旬，发

生夏秋冬连旱。7 月 21 日以来至 10 月 9 日，洪湖市累计抗旱 80 d，陆续开启沿长江燕窝站闸、沿东荆河 5 座涵闸、

沿洪湖及以下内荆河相关涵闸泵站引水抗旱，累计通过长江引水 11,952.1 万 m3，东荆河引水 5542 万 m3。此次气

象干旱过程综合强度位列 1961 年以来历史第二强，但由于抗旱水源得到基本保障，有效减轻了旱灾损失。据统计，

干旱导致洪湖市受灾人口 133,842 人，受灾面积 15,039 hm2，成灾 4858 hm2，绝收 1005 hm2，直接损失 8607 万元。 
3) 2022 年干旱 
2022 年夏秋季洪湖市异常高温与干旱叠加，本地干旱与流域干旱叠加造成历史极端干旱现象[13] [14]，相

比与 2011、2019 典型干旱年有以下新的特点：① 气象干旱达极值。7 月 7 日出梅后至 12 月上旬降水异常偏少，

洪湖国家站累计降水量仅 41.2 mm，较历年同期偏少 88.5%，最长连续无雨日数 37 d，相对湿润度指数达−0.79 (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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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水蒸发亏缺率达 79%)，均为历次干旱过程之最，气象干旱综合强度为 1961 年以来历史最强。② 水文干旱创

极值。一是长江水位创历史新低。2022 年 7~10 月，长江流域累计降水量较常年偏少近五成，为 1961 年以来历

史同期最少。导致长江上游来水偏少、中下游水位偏低。洪湖市长江螺山站水位较历史最低水位偏低 1.5~3.3 m，

最低水位低至 18.04 m (10 月 2 日)。二是东荆河下游 38.9 km 河段断流。为确保沿东荆河府场、曹市、峰口、万

全、黄家口等乡镇生产生活用水，7 月 15 日洪湖市运用东荆河马口橡胶坝和黄家口橡胶坝抬高东荆河黄家口以

上河段水位，致使 8 月 7 日起东荆河黄家口橡胶坝下游河段 38.9 km (黄家口段 8.5 km、大同湖段 19.7 km、新滩

段 10.7 km)断流，并持续至年底。③ 旱情发展快，骤旱特征明显。2022 年 1~4 月，洪湖市累计降水量较历史同

期偏多 7.4%，6 月中旬入梅，7 月上旬出梅，梅雨期降水偏少，出梅后出现持续晴热高温天气，日最高气温 ≥ 35℃
的天数达 44 d，创历史极值，受高温少雨和地表蒸发增强影响，旱情迅速发展，自 7 月中旬出现轻度干旱，7
月下旬发展为重旱，8 月中旬前期发展为特旱，并持续至 10 月上旬，丰枯转换和旱情发展之快，历史少见。 

4. 结论与启示 

4.1. 结论 

2022 年夏秋季发生在洪湖市的异常高温干旱事件强度大、持续时间长，对当地社会经济和自然生态系统造

成了严重影响。本文系统分析了 2022 年干旱过程及其致灾特点，取得的主要结论如下： 
1) 从干旱过程来看，洪湖市 1961~2022 年共发生 113 次干旱过程，平均每年发生 1.8 次。2022 年洪湖市干

旱自 7 月中下旬开始至 12 月上旬结束，过程持续 139 d，过程内降水距平百分率为−75.4%，相对湿润度指数为

−0.79，过程综合强度指数达 22.4，等级为“特强”，在 1961 年以来典型干旱过程中综合强度位居第一。 
2) 2022 年洪湖市干旱与异常高温和长江流域干旱叠加，造成地表土壤失墒严重，地表土壤相对湿度大部时

段低于 65%，湿地萎缩，洪湖水体面积缩减近 10%，湖泊和支流水位下降，长江螺山站水位较历史最低水位偏

低 1.5~3.3 m，洪湖水位位居 2010 年以来最低值，连续多日低于最低生态水位，东荆河下游 38.9 km 河段断流。

干旱对湖区农业生产、居民生活、湿地生态系统产生了严重影响。 
3) 2022 年干旱过程与典型干旱年相比，呈现出气象干旱达极值、水文干旱创极值、旱情发展快、骤旱特征

明显等新特点。 

4.2. 启示 

1) 需加强对 2022 年旱灾和抗旱工作的总结，开展气候变化背景下防御特大干旱以及复合型灾害的对策与

措施研究，加强沿江灌溉、供水取水口的改造，优化水源精准调度预案，做到既满足沿河乡镇灌溉需求，又厉

行节约用水。 
2) 需加强部门联动抗旱，完善防汛抗旱责任体系建设，建立健全干旱灾害防御信息的共享机制，修订防旱

抗旱应急预案，为抗旱决策提供更加及时、精准、有效的支撑。 
3) 需加强基层干部和社会公众防灾减灾知识普及，号召社会公众节约用水。加大干旱与抗旱知识的科普宣

传，提高社会公众对干旱的认知和关注，通过科普教育，提高基层管理组织对干旱灾害尤其是极端干旱灾害的

认知力、承受力、应急反应能力，形成全民抵御干旱的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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