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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云南主要自然灾害特点及减灾对策研究
!

周桂华! 吴惠标! 谢亚萍

$云南省灾害防御协会! 云南 昆明 BA%$$#%

摘!要! $%&> 年云南先后发生了低温冷冻' 雪灾' 风雹' 洪涝' 地震' 干旱' 滑坡' 泥石流' 山体崩塌' 台风

等一系列自然灾害! 主要呈现以下特点& 灾情总体较往年偏轻( 洪涝及地质灾害分布点多面广! 灾害频发! 灾

害影响范围和频次均居近 A 年来最高值( 旱涝急转特征突出! 局地灾害叠加明显! 受灾较严重( 受)天鸽*' )帕

卡*$ 个台风连续影响! 灾害损失较重( 灾情分布不均衡! 受灾区域相对集中+ 该文综合描述了 $%&> 年云南主要

自然灾害灾情! 分灾种对发生特点及原因进行了初步分析! 并给出了 $%&' 年综合减灾对策及建议+

关键词! 自然灾害( 特点分析( 减灾对策( 云南( $%&> 年

中图分类号! L#"!!文献标志码! -!!文章编号! &%%% @'&&L"$%&'#%# @%&#? @%'

K8E& &%:"?B?XV:ESSJ:&%%% @'&&L:$%&':%#:%$A

!!云南自然灾害频发! 灾害损失较重"&#

! 据

&??& @$%&> 年自然灾害灾情统计! $> 年间因灾死

亡及失踪人口高达 && A&? 人! 直接经济损失 "

$B#:$% 亿元! 占5Y3总值的 $:&Z+ 进入 &??% 年

代后!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灾害损失有明显增

长趋势"$#

! 年均自然灾害损失占同期国内生产总

值的 ":AZ [AZ

""#

+ 表 & 给出了 &??& @$%&> 年云

南自然灾害受灾情况+

&!$%&> 年云南省自然灾害灾情

&:&!灾情概况

$%&> 年! 云南省先后遭受低温冷冻' 雪灾'

风雹' 洪涝' 地震' 干旱' 滑坡' 泥石流' 山体

崩塌' 台风等灾害! 特别是漾濞 A:& 级地震' )天

鸽*台风灾害! 给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造成了严重

影响+ 截至 &$ 月 "& 日! 灾害造成全省 &B 个州

$市%&$? 个县$市' 区%共 B"#:&> 万人次受灾! 因

灾死亡及失踪 &&% 人! 紧急转移安置 #:>' 万人次!

民房倒塌 $ %'$ 户 A >B" 间' 严重损坏 A #"B 户 &>

"?" 间' 一般损坏 $:>B 万户 ':%> 万间! 农作物受

灾 #&':? \FU

$

' 绝收 B&:%? \FU

$

! 灾害造成直接

经济损失 >A:'# 亿元+

与 $%&B 年相比! 所有灾情指标均有所下降!

并且多数指标的减幅均超过 #%Z以上+ 与 $%%& @

$%&B 年同期均值对比! 多数指标减幅均达 >%Z以

上+ 综合判断! 灾情总体较往年偏轻"##

$表 $%+

&:$!灾情特点

$&%洪涝及地质灾害分布点多面广! 灾害频

发+ $%&> 年 & 月 & 日@&% 月 && 日! 全省平均降水

量为 & %#':> UU! 较历史同期偏多 A>:$ UU$偏多

A:'Z%+ 受降水偏多影响! 全省洪涝及地质灾害

多发频发! 所有县$市' 区%先后发生洪涝及地质

灾害 A"" 县次! 灾害影响范围和频次均居近 A 年来

最高值$图 &%+

图&!$%&> 年云南省洪涝及地质灾害受灾范围' 频次与近年对比图

$$%旱涝急转特征突出! 局地灾害叠加明显+

A 月上旬至 B 月上旬! 全省平均降水量仅 '%:$

UU! 较常年同期偏少 '%:? UU$偏少 A%:$Z%! 为

&?B& 年以来同期降水第 " 少的年份! 曲靖' 红河'

!

收稿日期& $%&' @%" @$B!!!修回日期& $%&' @%A @$"

基金项目& 云南省地震局)中国@东南亚毗邻区大震活动地球动力学研究*$$%&AY/-$&$B%%

第一作者简介& 周桂华$&?>> @%! 女! 云南楚雄人! 高级工程师! 主要从事自然灾害研究=N]UGE9& \U@̂PF_&B":;8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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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江' 昆明等地旱情较为突出+ B 月中旬! 全省全

面进入雨季! B 月 && @"% 日! 平均降水量为

&#B:B UU! 较常年偏多 $":B UU$偏多 &?:$Z%!

滇中及以东大部分地区偏多 A%Z以上! 强降雨天

气造成多地发生洪涝及地质灾害! 局地旱涝急转!

灾害叠加明显! 受灾较严重+

$"%$个台风连续影响云南省! 灾害损失较重+ '

月 $" @$A! $' @$?日!受台风)天鸽*' )帕卡*低压西

行影响! 全省自东向西出现强降水天气过程! 导致全

省 &# 个州$市%>B 个县$市' 区%受灾! 多地重复受

灾! 造成严重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绝大部分灾情

指标均为近 A年来第 $高值! 灾害损失突出$表 "%+

表 &!&??& @$%&> 年云南自然灾害灾情统计

年份 受灾人口X万人 受伤人数X人 失踪人数X人 死亡人数X人 直接经济损失X亿元 5Y3X亿元 占5Y3百分比XZ

&??& $$">:'B ##? ?&# &$ A&>:#& $:"$

&??$ $BB? '%% ' A%" &':" B&':B? $:?B

&??" $'?":# &&"" #$' "B:B >'":$> #:B>

&??# $#$B:"# &#$A >$> "&:#" ?'":>'> ":&?

&??A $'%?:# &?$B B>' #?:" &$$$:&A #:%"

&??B $?""$:#B $A&%% ?#% '$:>'> &A&>:B? A:#A

&??> $'?% &'B%% A?& &%> &B>B:&> B:"'

&??' $BB':> &"?>A >&' >' &'"&:"" #:$B

&??? $'B> ?#B" #'A &$":? &'??:'$ B:A$

$%%% "#BB:& &#$%?> #?# &$':$# $%&&:&? B:"'

$%%& $ABB:#' A#>%& AA' ?$:# $&"':"& #:"$

$%%$ $A## $$&'# AA" B#:# $"&$:'$ $:>'

$%%" $"#&:$ ?B>A $$? B%:> $AAB:%$ $:">

$%%# &'#A:B "$"%$ ?B "$? >" "%':? $:">

$%%A $B#$:> $#BAA &A $>& ?>:$ "#>$:'? $:'%

$%%B $&B& B%%% #%? '$:A& #%%B:>$ $:%B

$%%> $%>&:'$ &&%%% ">' &%$:>B #>#&:"> $:&>

$%%' ""%%% "#? &?':$& A>%%:& ":#'

$%%? &'%%% &B$ &"":%& B&B' $:&B

$%&% "%"A:B$ $$B%%% &B $$" "#$:#> >$$#:&' #:>#

$%&& &''&:#? & &&$ &?B:" '>A%:?A $:$#

$%&$ $"%B:"A &% $"$ $%&:> &%"%?:' &:?B

$%&" $#>?:&" &# &BA $%>:$" &&>$%:?& &:>>

$%&# &A$%:%A &BA >>% "'":A# $>$B# &:#&

$%&A &""&:>> &> '> &##:'" &$'&#:A? &:&"

$%&B &&B#:"> $B &%# &#%:A# &#'B%:?A %:?A

$%&> B"#:&> &&% >A:'# &BA"&:"# %:#B

表 $!$%&> 年云南省自然灾害灾情与近年灾情对比

年份
受灾人口

X万人

死亡' 失踪

人口X人

农作物受灾

面积X\FU

$

农作物绝收

面积X\FU

$

倒塌房屋间数

X万间

损坏房屋间数

X万间

直接经济损失

X亿元

$%&> B"#:&> &&% #&':?% B&:%? %:A' ?:'$ >A:'#

$%&B 年 &%'&:A% &"% A%A:'% &%?:B% %:?% "%:'% &#$:&%

$%&> 年与 $%&B 年对比XZ @#&:"BZ @&A:"'Z @&>:&'Z @##:$BZ @"A:ABZ @B':&$Z @#B:B"Z

$%%& @$%&> 年均值 $$%$:B% ""B &>%':#% "%$:>% &%:>% '$:?% &A':$%

与年均值对比XZ @>&:$&Z @B>:$BZ @>A:#'Z @>?:'$Z @?#:A'Z @'':&AZ @A$:%BZ

表 "!$%&> 年主要台风灾害灾情表

台风

名称

人口受灾情况 农作物受灾情况 房屋倒损情况

受灾

人口

死亡失踪

人口X人

紧急转移安

置人口X万人

受灾面积

X\FU

$

绝收面积

X\FU

$

倒塌房屋

X间
严重损坏X间 一般损坏X间

直接经济

损失X亿元

天鸽 >%:>" &' &:&? "?:&A >:&& BAA &#$? >?$% &":'#

帕卡 ":'# ? %:&B &:>? %:"' A# &"# $>A %:#?

合计 >#:A> $> &:"A #%:?# >:#? >%? &AB" '&?A &#:""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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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情分布不均衡! 受灾区域相对集中+

$%&> 年! 全省各地区灾情差异较大! 灾害损失主

要集中于滇东北' 滇中' 滇南部分地区! 昆明'

曲靖' 玉溪' 昭通' 红河' 文山大部分灾情均占

全省的 >%Z左右! 其中红河' 玉溪两地因灾死亡

失踪人口为近 A 年来最高值! 较近年均值增长

?%Z以上+

$!$%&> 年主要自然灾害描述

$:&!气象气候灾害

$:&:&!主要气象灾情概况

$%&> 年! 云南省发生了暴雨' 台风' 大风'

冰雹' 雷电等气象及其衍生灾害+ 据省民政厅救

灾处的年初报统计! 气象及其衍生灾害共造成

B$":# 万人受灾! 紧急转移安置 #:" 万人! 因灾死

亡 ?% 人' 失踪 $% 人( 房屋受损 A# >$B 间! 倒塌 #

'>& 间( 农作物受灾面积 #%':? \FU

$

! 绝收面积

A':? \FU

$

( 直接经济损失 >%:' 亿元! 其中农业经

济损失 "':% 亿元+ 与 $%%> @$%&B 年均值相比!

$%&> 年灾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为近 &% 年来的最

低值! 因灾造成的人员死亡' 失踪数为近 &% 年来

的第 " 少年份"A#

+

$:&:$!主要气象灾害分布

$%&> 年云南省春季阶段性低温雨雪天气造成

低温冷害和雪灾! 局地强对流天气引发大风' 冰

雹$雷电%灾害频繁! 春季滇西北出现地质灾害!

春末夏初滇中以东出现干旱! B 月中旬滇中及以东

出现旱涝急转! 汛期洪涝' 地质灾害突出! ' 月下

旬两个台风相继影响云南并造成人员伤亡+

$%&> 年气象灾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 按各

州市大小排列依次是曲靖市' 昭通市' 红河州'

昆明市' 普洱市' 文山州' 玉溪市' 保山市' 迪

庆州' 临沧市' 大理州' 怒江州' 丽江市' 楚雄

州' 西双版纳州' 德宏州( 按死亡失踪人数排列!

依次是红河州$$B 人%' 昭通市$$# 人%' 文山州$?

人%' 玉溪市$? 人%' 昆明市$> 人%' 保山市$>

人%' 普洱市$B 人%' 临沧市$# 人%' 怒江州$#

人%' 楚雄州$# 人%' 曲靖市$" 人%' 迪庆州$$

人%' 大理州$$ 人%' 西双版纳州$$ 人%' 丽江市

$& 人%! 德宏州无人员死亡+

从灾害的直接经济损失来看! 暴雨洪涝造成

的直接经济损失占全年总经济损失的比重最大!

为 A>Z( 其次是台风灾害占 $%Z! 大风冰雹灾害

占 &#Z! 干旱灾害占 BZ! 低温冻害和雪灾' 气象

地质灾害' 其他灾害各占 &Z+

就气象灾害造成的人员死亡和失踪分类而言! 洪

涝灾害最多$#B 人%! 其次是气象地质灾害$#$ 人%!

再次是台风灾害$&B人%! 第四位是雷电灾害$B人%+

$:&:"!主要气象灾害

$&%雪灾' 低温冷害

$%&> 年云南冬' 春季阶段性低温次数多! 造

成滇中及以东发生低温冷害! 滇西北' 滇中北部

发生雪灾+ $ 月下旬全省气温偏低明显! 昭通' 曲

靖' 文山' 红河等地的 $# 县$市%出现倒春寒天

气( # 月中' 下旬! 全省气温再次偏低! # 月下旬

全省平均气温偏低了 &:>`! 滇东地区的 &" 县

$市%平均气温突破历史同期最低值+ $ 月下旬至 #

月! 全省共出现 B 次阶段性低温天气! 造成滇西

北' 滇中及以东发生低温冷害+ 灾害共造成 $":?

万人次受灾! 农作物受灾面积 &$:> \FU

$

' 绝收面

积 &:" \FU

$

! 损坏房屋 "" 间! 直接经济损失 %:>

亿元! 其中农业经济损失 %:B 亿元+ 灾害损失在近

&% 年中属偏轻的年份+

$$%春' 夏季冰雹' 大风和雷电灾害

$%&> 年云南春季强对流天气频繁! 冰雹' 大

风灾害造成滇南等地受灾较重! 夏季冰雹' 大风

灾害点多面广+ 大风' 冰雹灾害共造成 &B 个州市

'>:> 万人受灾! 紧急转移安置 & B&B 人+ 房屋受损

> ?#$ 间' 倒塌 $"A 间! 农作物受灾面积 BB:>

\FU

$

' 绝收面积 &":" \FU

$

! 直接经济损失 ?:' 亿

元! 其中农业经济损失 ':# 亿元+ 灾害造成的经济

损失属近 &% 年来的次轻年份+

$%&> 年云南雷电灾害初发期偏晚! 造成的灾

害偏轻! 人员伤亡为近 &% 年最少年份+ # @? 月!

曲靖' 红河' 昆明' 大理' 西双版纳等州市发生

雷电灾害+ 雷电灾害共造成 B 人死亡! 其中 > 月

$> 日! 富源县墨红镇发生雷电灾害! 造成 $ 人

死亡+

$"%强降水造成的局地洪涝灾害

$%&> 年全省大部雨季开始期偏晚! 但 B 月中

旬滇中及以东地区旱涝急转+ B 月中旬至 ? 月! 全

省强降雨和单点性暴雨天气明显! 局地洪涝灾害

频发+ 特别是雨季开始后至 > 月! 云南省出现阴雨

寡照天气! 持续降雨及强降雨造成滇中及以东以

北' 滇西边缘' 滇南等地频发洪涝灾害+ 洪涝灾

害共造成 ""#:> 万人受灾! "B 人死亡' &% 人失踪!

转移安置 $A "$& 人+ 农作物受灾面积 &'B:& \FU

$

'

绝收面积 "&:> \FU

$

! 房屋受损 "B "&? 间' 倒塌 "

>>" 间! 直接经济损失 #%:> 亿元! 其中农业经济

损失 &?:# 亿元+ 灾害造成的损失略高于近 &% 年的

平均值! 因灾死亡失踪人数为近 &% 年的次低值!

总体来说灾害较去年偏轻+

$#%春' 夏季局地崩塌' 滑坡' 泥石流

$%&> 年滇西北春季局地崩塌' 滑坡' 泥石流

灾害明显( 入汛后红河' 大理' 普洱' 迪庆' 怒

江' 昆明' 曲靖等州市发生地质灾害! 人员伤亡

较重+ 灾害共造成 &:B 万人受灾! "> 人死亡' A 人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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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年云南a

"

A:% 级地震烈度及震害统计表

地震参数 宏观震中 极震区烈度 经济损失X万元 死亡人数X人 受伤人数X人 受灾人口X人

$%&>:":$> 大理州

漾濞县 A:& 级地震

漾濞县漾江镇阿家村' 普坪

村,洱源县炼铁乡翠屏村一带
!

&>$%% X & #>$&&

失踪! 紧急转移安置 $ #%> 人+ 农作物受灾面积

%:B \FU

$

' 绝收面积 %:$ \FU

$

! 房屋受损 A#? 间'

倒塌 >' 间! 直接经济损失 %:? 亿元+ 灾害较历年

偏轻+

$A%夏季台风低压登陆! 造成较重损失

' 月 $" @$A 日' $' @$? 日! 受台风)天鸽*'

)帕卡*登陆后的低压西行影响! 云南中东部' 西

南部地区出现强降水及强对流天气! 引发洪涝'

地质灾害! 以及冰雹' 大风和雷电灾害+ 其中昭

通' 文山' 红河' 普洱' 玉溪等州市受灾较重!

因灾造成 && 人死亡' A 人失踪+ 灾害造成 >":% 万

人受灾! && 人死亡' A 人失踪' 紧急转移安置 &"

""" 人+ 农作物受灾面积 #%:B \FU

$

' 绝收面积 >:"

\FU

$

! 房屋受损 ? '>$ 间' 倒塌 >"& 间! 直接经济

损失 &#:$ 亿元! 其中农业经济损失 #:? 亿元+ 灾

害造成的损失仅次于 $%&# 年+

$:$!地震灾害

$:$:&!概况

$%&> 年云南地区共发生 a

"

":% 级地震 &'&

次! 其中 ":% [":? 级 &B# 次! #:% [#:? 级 &B 次!

A:% [A:? 级 & 次"B#

+

$:$:$!云南 $%&> 年a

"

A:% 级地震及灾害情况

$%&> 年云南a

"

A:% 级地震为 $%&> 年 " 月 $>

日漾濞 A:& 级地震! 表 # 给出了地震灾害损失

统计+

$:"!地质灾害灾情

$:":&!概况

截止 $%&> 年 &$ 月 "& 日! 全省发生地质灾害

""' 起! 其中& 滑坡 $#B 起' 崩塌 #? 起' 泥石流

"B 起' 地面塌陷 $ 起' 地裂缝 " 起' 地面沉降 $

起+ 按地质灾害灾情等级划分& 特大型 & 起! 大型

A 起! 中型 &> 起! 小型 "&A 起+ 地质灾害共造成

$% 人死亡' ' 人失踪' $? 人受伤! 直接经济损失

&" "'A 万元">#

+

图 $!$%&> 年度云南省各地州地质灾害数量统计图

$%&> 年全省 &B 个州' 市$含滇中产业新区%!

均有达到统计标准的地质灾害发生! 地质灾害发

生最多的州$市%有普洱' 临沧' 红河$图 $%+ 其

中红河' 昭通因灾死亡人数居全省前两位$图 "%!

昭通' 大理' 普洱因灾直接经济损失居全省前三

位$图 #%+ $%&> 年云南省成功预报地质灾害 A&

起! 转移群众 & B"> 人! 避免人员伤亡 & "A& 人!

避免直接经济损失 # %'$ 万元+

图 "!$%&> 年度云南省各地州因地质灾害死亡人数统计图

图 #!$%&> 年度云南省各地州因地质灾害经济损失统计图

$:":$!地质灾害特点

$&%与多年同期相比灾情平稳

自 $%%& 年以来! 云南省年均发灾 >'B 起! 年

均造成人员死亡失踪 B> 人' 年均直接经济损失

#:&$ 亿元+ $%&> 年云南省地质灾害发生数量' 因

灾死亡$失踪%人数' 因灾直接经济损失均低于多

年平均水平! 与 $%&B 年相比! 地质灾害发生数量'

造成死亡失踪人数和造成直接经济损失均有所减

少! 分别减少 $B:A$Z' ?:B'Z和 '%:#?Z$表 A%+

表 A!$%&> 年与 $%&B 年地质灾害基本情况对比表

发生数量X起 死亡失踪X人
直接经济

损失X亿元

$%&> 年 ""' $' &:"#

$%&B 年 #B% "& B:'>

$%&> 较 $%&B 年

同期增减数量
@&$$ @" @A:A"

$%&> 较 $%&B 年

同期增减比例XZ

@$B:A$ @?:B' @'%:#?

!!$$% 滇东北' 滇东南局部地区灾情严重

由于云南省昭通' 红河' 普洱等地山高坡陡!

$A&



!# 期 周桂华! 等& $%&> 年云南主要自然灾害特点及减灾对策研究

江河深切! 新构造运动活跃! 地质环境条件脆弱!

是地质灾害高易发区+ 其中 $%&> 年 > 月 $& 日! 红

河州金平县勐桥乡苦竹寨发生山洪泥石流灾害!

造成 A 人死亡( $%&> 年 ' 月 $A 日! 昭通市彝良县

两河镇两河村坪子组龙洞河梅子坝沟汇口处右岸

发生滑坡地质灾害! 本次滑坡造成 "% 户 &$> 人家

园毁坏' 彝良县城至两河镇长 &:A \U县乡公路埙

毁! 直接经济损失 $ %%% 万余元+

$:#!洪涝灾情

$:#:&!概况

据各流域代表水文站实测资料分析! $%&> 年

全省河道来水与多年同期相比持平! 较 $%&B 年同

期偏多 &"Z! 为 $%&$ 年以来最多年份+ 其中长江

流域偏多 BZ! 珠江流域偏多 $%Z! 红河流域偏少

&"Z! 澜沧流域' 怒江流域持平! 伊洛瓦底江流域

偏少 $BZ

"'#

+

$:#:$!超警戒!超保证"水位洪水情况

$%&> 年汛前$& @# 月%! 受强降雨影响! 怒江

流域主要支流南汀河大文水文站 # 月 &' 日 & 时超

警戒水位 %:&A U! 流量 ?%:% U

"

XS! 为 A 年一遇以

下小洪水! 汛前超警为多年来少见+

$%&>年汛期$A @&% 月%! 主要发生 A 次大的洪

水过程! B月 $% @B 月 $A 日滇东北' 滇东' 滇东南

强降雨洪水( >月> @&%日澜沧江' 怒江及金沙江干

流上段洪水( >月 $%日昆明暴雨洪水和 > 月 $$ @$"

日澜沧江下段地区洪水( ' 月 $# @"% 日台风)天

鸽*' )帕卡*影响及 ? 月 ? @&% 日的大范围洪水过

程+ 全省六大流域共发生 &?B 站次超警戒水位' 其

中 ""站次超保证水位' # 站次超历史水位水情+ 从

流域看! 长江' 珠江' 澜沧江流域超警戒站次分别

为全省的 "#Z' $?Z' $$Z! 长江流域 $ 站次' 澜

沧江流域 $站次超历史水情$表 B%+

$%&> 年汛后$&& @&$ 月%! 受强降雨影响! 澜

沧江流域支流南阿河曼广掌水文站 && 月 $# 日 > 时

超警戒水位 %:&" U+

$:#:"!$%&> 年雨水情特点

$&% 全年降雨量较常年偏多! 且时空分布不

均! 汛前降水多! 初夏旱涝急转! 主汛期降水偏

多且持续强降水频发+

$$% 主汛期暴雨频发多发! 局部暴雨量级大+

)>-$%*昆明主城普降大到暴雨多站次降雨量超过

&%% UU! 导致盘龙江河道水位暴涨! 发生有实测

资料以来第四大洪水+

$"% 受强台风影响大! 省境内灾情严重+

$#% 是超警超保河流为近年来最多! 部分江河

洪水量级大! 超警时间长+ 全省有 &?' 站次发生超

警以上洪水! 为近 B 年以来超警洪水最多的一年+

$A% 汛期超汛限水库座数为近 B 年来同期最

多+ 全省有 B" 座报汛水库超汛限水位! 其中柴石

滩水库 > 月 &A 日最高超汛限 ":B" U+

$:A!农业有害生物

$:A:&!概况

$%&> 年云南省农作物病虫害中等发生! 轻于

$%&B 年! 累计发生面积 &% %%% \FU

$ 次! 比 $%&B

年减少 &"":"" \FU

$ 次+ 小麦' 油菜' 水稻' 玉

米' 蔬菜病虫害发生面积比去年分别减少 #:?Z'

%:'Z' A:?Z' ":>Z' &$:$Z+ 局部区域小麦条

锈病' 马铃薯晚疫病' 甘蔗粘虫' 果树实蝇' 蔬

菜蓟马严重发生"?#

+

$:A:$!特点

$&%病虫基数

$%&> 年全省病虫害中等发生! 累计发生面积

&% %%% \FU

$ 次! 总体轻于往年+ 但因冬季雨水偏

多! 小麦条锈病重于往年! 滇东北主产区马铃薯

晚疫病发病敏感期遇上雨水增多! 发病严重! 面

积为近几年最大! 达 $#% \FU

$ 次+ 为 $%&' 年农作

物病虫害发生提供了丰富' 多样的病虫基数+

$$%栽培' 品种条件

近年来! 受气候影响! 全省农作物栽种时间'

生育期参差不齐! 加上桥梁田! 对害虫害迁移和辗

转为害非常有利( 另一方面! 水稻主栽品种仍以粗

秆大穗' 优质高产型为主! 生长量大' 田间郁蔽!

易形成适温高湿的田间小气候! 有利于水稻病虫害

的发生+ 马铃薯晚疫病主栽品种抗病性差+

$"% 气象条件

云南省气候中心预测& 今冬$$%&> 年 &$ 月 @

$%&'年 $月%降水与常年同期相比! 西南部降水量

比常年同期偏多! 其余大部分地区降水为正常至偏

少+ 气温北部' 西北部比常年同期偏低! 其余大部

地区为正常至偏高+ 对病虫害冬季死亡率影响小+

表 B!$%&> 年云南全省六大流域主要江河汛期超警戒洪水站次统计

流域 # 月 A 月 B 月 > 月 ' 月 ? 月 &% 月 && 月 合计

全省 & & ' '& B" #$ & & &?'

长江流域 & & "" &A &# B#

珠江流域 B $& $% && A'

红河流域 & ? > # $&

澜沧江流域 &% &# ? & & "A

怒江流域 & ' # # &>

伊洛瓦底江流域 " "

"A&



灾!害!学 "" 卷

$:B!林业有害生物

$:B:&!概况

云南省 $%&> 年共发生林业有害生物 ###:$$

\FU

$

! 其中& 病害 >":'& \FU

$

! 虫害 "#A:#$ \FU

$

!

鼠害 A:BA \FU

$

! 有害植物 &?:"" \FU

$

+ 总体态势

为& 发生总面积较去年同期基本持平! 以小蠹虫

为主的蛀干害虫较去年同期基本持平! 以松毛虫

为主的食叶害虫较去年同期有所增加+ $%&> 年全省

防治面积为 #$":& \FU

$

! 防治率 ?A:$AZ+ 成灾面

积 &$:%B \FU

$

! 成灾率 %:A"b+ 无公害防治面积

#%":'? \FU

$

! 无公害防治率 ?A:#BZ

"&%#

+

$:B:$!特点

与 $%&B 年同期相比! $%&> 年林业有害生物发

生总面积较去年基本持平! 发生率由 $%&B 年的

$:&BZ减少到 $%&> 年的 &:?AZ+ 其中& 病害减少

&$Z! 虫害减少 "Z! 鼠害增加 $$Z! 有害植物减

少 &%Z+

其中& 松树病害发生 $:A \FU

$

! 同比增加

&>Z( 经济林病害发生 A?:A> \FU

$

! 同比减少

'Z( 蛀干类害虫发生 &"&:$$ \FU

$

! 同比减少

BZ( 食叶类害虫发生 &>":#& \FU

$

! 同比增加

&>Z( 地下害虫发生 "A:$" \FU

$

! 同比增加 &"Z+

主要特点为& 常发性林业有害生物如小蠹虫' 松

毛虫发生总面积与上年基本持平! 但桉树病害'

竹类病害' 蝉类' 天牛' 松叶蜂同比有所减少(

外来有害植物扩散蔓延趋势严峻! 由于控制良好!

薇甘菊发生面积较去年有所减少+

$:>!环境污染

$:>:&!概况

$%&>年总体上全省城市空气质量总体良好! 主

要污染物为可吸入颗粒物( 出现酸雨面积及酸雨区

面积均有所下降! 酸雨污染呈下降趋势( 河流总体

水质为良好! 六大水系主要河流受污染的程度由大

到小的排序依次为长江水系' 珠江水系' 澜沧江水

系' 红河水系' 伊洛瓦底江水系和怒江水系! 主要

出境' 跨界河流断面达到水环境功能要求! 特别是

六大水系干流断面重金属污染物全面达标! 支流断

面偶有重金属污染物超标! 南北河' 卡房大沟等重

金属污染重点河流水质继续好转( 九大高原湖泊水

质总体保持稳定! 部分湖泊水质重度污染( 危险废

物环境管理进一步规范( 重金属污染防治继续按照

规划实施! 全省生态环境状况保持稳定+ 环境管理

进一步规范( 重金属污染防治继续按照规划实施!

全省生态环境状况保持稳定+ $%&> 年度云南省没有

发生M7级以上环境污染事件"&&#

+

$:>:$!特点

$&%重金属' 危险废物潜在的环境污染

云南省是国家重金属污染防治重点省份之

一"&$#

+ 全国 &"' 个重点防控区域中的 && 个在云南

省! 历史遗留重金属污染治理推进缓慢! 新的污

染不断增加导致大量危险废物得不到集中无害化

处置"&"#

+

$$%矿山开发潜在的生态环境影响及生态破坏

云南省矿山开发主要涉及铅锌' 磷' 铜' 煤'

铁' 硅和石灰石等! 全省土地复垦欠帐较多! 一

些废弃矿山存在地质灾害隐患! 如易门铜矿+ 从

破坏程度上看! 金属矿山引起的生态环境破坏要

比非金属矿上严重( 露天开采的破坏要比地下开

采严重+

$"%危险品运输潜在的环境污染

危险品的生产' 使用' 存储过程中都要涉及

到运输问题+ 云南省公路等级不高! 为了适应社

会经济的发展! 公路网的建设往往又要经过一些

敏感区域! 如城镇' 河流' 水库' 自然保护区等!

危险品运输造成环境污染具有偶然性和地点不确

定性' 主要有泄漏突发事故' 燃烧爆炸突发事故'

突发事故救援不当等+

$#% 医疗废物管理存在安全隐患

全省 &B 个州$市%已建成医疗废物处置中心 &B

个! 但全省普遍存在医疗废物处置中心收集覆盖

率较低! 大部分州$市%医疗废物处置中心只覆盖

州$市%政府所在地区域! 县' 乡所在地区域基本

没有覆盖+

$A%环境突发事件应急管理存在风险

全省环境突发事件应急管理普遍存在辖区

内风险源不清' 风险源等级不清! 应急资源不

清+ 管理部门应急预案和企业应急预案可操作

性差! 相互无法进行有效对接! 一旦发生突发

环境事件无法做到及时有效的控制! 把危害降

到最低+

$:'!森林火险

$:':&!概况

$%&> 年! 全省发生火灾次数 #? 起! 受害森林

面积 "?A:%? FU

$

! $ 人死亡' & 人重伤! # 人轻伤!

有效阻止了多起境外火入境! 没有发生重大森林

火灾和重大人员伤亡事故$表 >%

"&##

+

$:':$!特点

高危森林火险气象等级$# [A 级%于 $%&B 年

&$ 月 ' 日首次在迪庆出现! 至 &$ 月 $% 日! 迪庆

持续出现 &" K! 丽江西部出现 # K+ 前期全省大部

地区降水偏多! $%&B 年 &$ 月高危森林火险气象等

级仅出现在迪庆和丽江西部+ $%&> 年 & 月 &> 日!

高危森林火险气象等级在迪庆' 丽江西部再次出

现! 由于持续的气温偏高' 大风' 少雨' 空气干

燥! 高危森林火险气象等级区域逐渐扩大! 至 $ 月

> 日! 丽江东部' 怒江南部' 大理' 楚雄' 昆明'

#A&



!# 期 周桂华! 等& $%&> 年云南主要自然灾害特点及减灾对策研究

表 >!$%&B 年全省 &B 个州市森林火灾次数表

地区 普洱 曲靖 昆明 玉溪 怒江 保山 昭通 文山 大理 楚雄 丽江 红河 迪庆 德宏 临沧 版纳

% " & & && $ B && " & $ % B & & %

曲靖北部' 昭通南部相继出现高危森林火险气象

等级+ 此次高危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过程自 & 月 &>

日开始! 至 $ 月 $% 日结束! 持续 "A K! 为本森防

期内持续时间最长' 区域范围最大' 森林火险气

象等级最高的一次过程+ " 月高危等级仅出现在丽

江东南部' 大理东部' 楚雄北部边缘( 最长持续

时间为 > K! 出现在丽江东南部+ # 月 &% @&> 日!

丽江' 大理东部' 楚雄' 昆明' 玉溪北部' 曲靖

北部' 昭通南部相继出现高危森林火险气象等级(

最长持续时间为 'K! 出现在丽江+ # 月 &' 日至本

次森防期结束! 云南省未再出现高危森林火险气

象等级+

"!抗灾救灾概况

$&%灾害应对有力有序+ 截至 &$ 月 "& 日! 云

南省减灾委办公室' 省民政厅共启动救灾应急响

应 # 次! 其中!

"

级响应 & 次!

#

级响应 " 次! 累

计向灾区派出 ?% 余人次赴灾区帮助指导防灾减灾

救灾工作! 向省内灾区调拨帐篷 B &>> 顶' 棉被

A:# 万床' 大衣 #:> 万件' 衣服 $:' 万套等 $% 多个

品种物资( &$ 月中旬! 向重灾地区' 高寒冷凉山

区调拨发放总价值约 & %%% 万元的过冬御寒物资

$省级物资%! 共计 &% 万件+

$$ %备灾工作扎实有效+ 一是加强应急值

守( 二是加强灾害预警( 三是及时补充物资储

备( 四是加强储备库建设( 五是科学调整储备

格局( 六是制定出台了 .云南省综合防灾减灾

)十三五*规划/ ' .中共云南省委 云南省人民政

府关于云南省防灾减灾救灾体制机制改革的实

施意见/ +

$"%加强信息化建设+ 一是开展安宁储备库

物资管理信息化建设+ 以安宁仓库为试点! 采

用库位细分' +/MY标识' 仓库实景 7+模型'

智能广播' 视频监控等手段! 实现物资精准存

储' 快速有效装卸! 提高物资储备管理信息化

水平+ 二是改造升级云南省救灾物资储备库管

理系统+ 通过流程简化' 库位细分' 精准指引

等手段! 进一步实现救灾物资存储规范化' 精

细化管理+ 三是优化云南省民政自然灾害综合

指挥调度系统+ 对现有功能扩展完善! 运用大

数据理念! 提升灾情数据的获取和分析水平!

推动灾情数据资源的开放与共享! 为建立共享'

服务' 查询' 应用于一体的面向社会组织和公

众的自然灾害应急救助资源共享与服务平台奠

定基础+ 四是建设云南省防灾减灾微信公众平

台+ 进一步推动安全知识普及' 防灾减灾信息

宣传与服务! 提高公众与基层防灾减灾宣教的

信息化水平+

#!综合减灾对策与建议

$&%加强防震减灾能力建设的科学统筹! 最大

限度减少地震灾害损失+ 加强对城市建构筑物'

重大基础设施和生命线工程的抗震设防性能检查

和鉴定加固工作! 强化地震高风险区特别是农村

贫困地区民居的抗震设防! 在救灾物资储备与管

理的标准化' 应急避难场所建设' 救援队伍装备

与能力等方面加强科学统筹! 提升监督管理水平!

提高地震安全保障水平"&A#

+

$$%加大地质灾害防治工作+ 落实地灾防治责

任! 着力开展地质灾害风险的定点排查与动态巡

查! 划定重点监测防护区! 对重点单位' 重点村

庄实施搬迁! 对不能搬迁的! 要实施工程治理"&B#

(

对存在隐患的地方建立群测群防体系! 加大演练

力度要! 强化监测预警' 应急值守和专家驻守

工作"&>#

+

$"%强化监测预警! 狠抓防控! 确保农业安全

生产+ 完善农作物病虫害监测预警网络信息化建

设! 加强常发' 突发病虫害监测' 预警和防控!

切实做好农作物病虫监测防控! 大力推进绿色防

控和统防统治"&'#

+

$#%进一步加强环境保护工作+ 开展区域环境

风险评估掌握风险源变化! 督促隐患治理! 严厉

打击违法行为! 进一步加强应急管理能力建设!

加快推进重金属污染治理工程建设! 开展矿山地

质环境恢复和综合治理+ 加强医疗废物的收集'

管理和处置! 预防和减少污染事件发生"&?#

+

$A%进一步加强水情监测! 做好抗旱防汛' 度

汛工作+ 汛前加强对大' 中' 小型水库! 病险水

库' 主要防洪河段' 重点防洪保护区! 洪灾发生

高风险区及小型水库' 病险水库' 在建工程等的

检查工作"$%#

+ 同时! 做好库塘蓄水工作+

$B%进一步加强林业有害生物防治工作+ 落实

防治责任! 加强森林经营! 增强森林生态系统自

己抗逆能力( 加强监测预警和检疫监管! 实施绿

色防治! 突出抓好小蠹虫' 松毛虫' 金龟子' 天

牛' 毒蛾' 经济林病虫害林业有害生物的综合

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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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

$>%进一步加强森林防火工作+ 强化火源管

理! 加大监督检查! 加强联防联控工作( 加大森

林防火宣传教育力度( 进一步做好森林火灾扑救

的应急准备! 严防重大森林火灾和群死群伤事故

发生( 做好商品林投保理赔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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