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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０ 年北上台风对东北地区农业影响特征及产量损失估算

赵秀兰ꎬ王纯枝ꎬ程路ꎬ钱永兰
(国家气象中心ꎬ北京 １０００８１)

摘　 要　 ２０２０ 年初秋东北地区连续遭受 ３ 个台风影响ꎬ为 １９４９ 年以来历史首次ꎮ 基于气象观测

资料和产量资料ꎬ系统分析了台风集中影响期间东北地区农业气象条件特征ꎬ估算了台风致灾造成

的东北三省粮食单产和总产损失ꎮ 结果表明ꎬ２０２０ 年初秋“巴威”“美莎克”和“海神”台风集中影

响期间ꎬ频繁强降雨造成东北地区平均降水量较常年同期偏多 ３.３ 倍ꎬ吉林、黑龙江两省降水量均

为近 ６０ 年历史同期最多ꎻ吉林、黑龙江土壤湿涝状况为 ２０１３—２０２０ 年同期最重ꎬ部分农田出现大

范围渍涝灾害ꎮ 吉林和黑龙江均遭受近 ４０ 年来同期最强风的影响ꎬ造成大范围作物倒伏ꎮ 吉林中

东部、黑龙江南部遭受较重产量损失ꎮ 其中ꎬ台风“美莎克”影响最重ꎬ其次为“海神”ꎬ“巴威”最

轻ꎮ 分省来看ꎬ吉林受灾最重ꎬ黑龙江次之ꎬ辽宁最轻ꎮ 分作物来看ꎬ玉米受灾最重ꎬ水稻次之ꎬ大豆

最轻ꎮ ２０２０ 年作物生长季期间ꎬ初秋 ３ 个北上台风对吉林和黑龙江的影响均是造成两省秋粮单产

较正常年景偏差的主要因素ꎮ 估算得出 ２０２０ 年台风造成东北三省秋粮总产较正常年景至少损失

约 １１５ 万 ｔꎬ约占秋粮总产的 １.０％ꎻ其中ꎬ吉林受灾最重ꎬ至少损失秋粮约 ９５ 万 ｔꎬ约占吉林秋粮总

产的 ２.５％ꎻ黑龙江秋粮总产至少损失 ０.２％ꎮ
关键词　 北上台风ꎻ东北地区ꎻ农业ꎻ影响ꎻ气象条件ꎻ单产ꎻ产量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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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台风作为影响我国的主要气象灾害之一[１]ꎬ对
农业生产的影响不容忽视ꎮ 近几年受西北太平洋副

热带高压等天气系统影响ꎬ转向北上影响华北和东

北地区的台风有增多趋势[２]ꎬ尤其是北上至东北地

区台风造成的影响更为明显[３]ꎮ 例如ꎬ２０１９ 年有 ２
个、２０２０ 年有 ４ 个、２０２３ 年有 ２ 个台风北上至东北

地区ꎬ均给东北地区农业生产带来不同程度的影响ꎮ
我国平均每年约有 ３ 个北上台风[４]ꎬ给华北和东北

地区带来暴雨和大风天气ꎬ往往会造成一定的水涝

灾害和风灾ꎻ如 ２０１９ 年“利奇马”和“玲玲”、２０１８ 年

“温比亚”、２０１５ 年“灿鸿”、２０１２ 年“布拉万”等都是

显著影响东北地区的北上台风ꎮ 由季节看ꎬ７—９ 月

是北上台风发生的关键月份ꎬ尤其 ７、８ 月是高峰期ꎬ
少数也会在 ９ 月初[５]ꎬ通常 ９ 月北上至东北地区的

台风影响一般偏轻ꎬ但个别年份台风强度也偏强ꎬ给
农业生产带来一定的灾害ꎮ 由近几十年的年际变化

看ꎬ北上台风呈增多的趋势[６－７]ꎬ２０１５、２０１６ 年影响

北方地区的北上台风数量均达到 ４ 个[８－９]ꎮ 在北上

台风中ꎬ北上至东北地区台风往往强度更大ꎬ风雨影

响相对更为突出ꎮ
台风带来的暴雨和大风常常使农业生产遭受明

显不利影响ꎬ尤其是强风和台风暴雨[１０－１１] 叠加更易

造成农田渍涝灾害和作物倒伏ꎬ加重对大宗粮食作

物、经济作物以及设施农业的危害ꎮ 对东北地区而

言ꎬ初秋时节正值秋粮灌浆的重要阶段ꎬ该时期强风

和暴雨叠加对农业影响往往偏重ꎮ 例如ꎬ２０１６ 年 ８
月 ２９ 日—９ 月 １ 日ꎬ台风“狮子山”带来的强风暴雨

使东北地区部分农田遭受较重渍涝灾害和作物倒

伏ꎬ农作物受灾面积达 ４６.５ 万 ｈｍ２、绝收面积达 ５.０
万 ｈｍ２ꎮ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７—１８ 日ꎬ受台风“三巴”和

冷空气的共同影响ꎬ吉林东北部、黑龙江东部出现了

７~９ 级瞬时大风ꎬ其中黑龙江东部局地达 １０ ~ １１
级ꎬ吉林东北部、黑龙江东南部出现大到暴雨ꎬ局地

大暴雨ꎬ致使部分地区遭受不同程度的洪涝或内涝

灾害ꎬ玉米等高秆作物出现倒伏或折断ꎬ两省农作物

受灾面积达 ８.３ 万 ｈｍ２ꎮ 在初秋时节台风带来的强

风尤其会给东北地区农业生产带来明显风灾危害ꎬ
而且风力越强ꎬ造成的灾害就越大ꎮ 受 ２０１９ 年第

１３ 号台风“玲玲”影响ꎬ９ 月 ７—８ 日东北三省中东

部出现历史同期罕见的强风暴雨ꎬ造成东北三省农

作物受灾面积达 ２１.６ 万 ｈｍ２ꎬ大宗粮食作物中高杆

作物玉米倒伏较为明显ꎮ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８—３０ 日受

台风“布拉万”影响ꎬ辽宁中东部、吉林中部、黑龙江

南部出现大风和强降雨ꎬ大风影响更为突出ꎬ造成东

北三省 １８０.０ 万 ｈｍ２作物出现大面积倒伏被淹ꎬ受
灾作物主要为玉米、水稻和大豆ꎬ其中玉米受灾最

重ꎮ
２０２０ 年北上影响东北地区的台风有 ４ 个ꎬ包括

８ 月 ５ 日第 ４ 号台风“黑格比”ꎬ８ 月 ２６—２８ 日第 ８
号台风“巴威”、９ 月 ２—５ 日第 ９ 号台风“美莎克”和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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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月 ７—９ 日第 １０ 号台风“海神”ꎮ 其中“黑格比”使
８ 月 ５ 日辽宁东部、吉林东南部出现大到暴雨以及 ５
~７ 级大风ꎬ对农业基本无不利影响ꎮ 台风“巴威”、
“美莎克”和“海神”影响我国东北地区时间则集中

在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２６ 日—９ 月 ８ 日期间ꎬ“美莎克”的
生命史最长[１２]ꎮ 半个月内连续 ３ 个台风影响东北

地区ꎬ为历史首次ꎬ２０２０ 年也成为 １９４９ 年以来东北

地区受台风影响最多的年份[１３]ꎮ 短时间频繁的强

风雨天气ꎬ使东北地区遭受较大影响ꎬ尤以农业受灾

最重ꎮ 但以往关于 ２０２０ 年北上东北地区台风的风

雨影响研究更侧重区域性ꎬ缺少东北地区整体气象

要素的气候特征及时间序列历史对比分析ꎬ也缺少

３ 个台风对农业影响的系统性分析及与粮食产量关

系分析等ꎮ 此文利用气象观测和作物产量等资料ꎬ
系统分析了 ２０２０ 年北上台风对东北地区(黑龙江、
吉林、辽宁)农业影响特点ꎬ重点探讨了台风集中影

响期间农业气象条件历史特征、台风致灾对作物单

产影响特点ꎬ初步估算了台风造成的东北三省粮食

单产和总产损失ꎬ为东北地区农业生产防台减灾、趋
利避害提供科学依据和决策参考ꎮ

１　 ２０２０ 年北上东北地区台风风雨实况特征

１９６１—２０２０ 年东北三省气象站逐日降水量、风
速等地面气象观测资料以及台风资料信息均来自国

家气象中心ꎮ
１.１　 台风“巴威”

气象监测数据统计分析显示ꎬ８ 月 ２６—２８ 日凌

晨ꎬ受台风“巴威”影响ꎬ东北地区普遍出现 ２５ ~ ６０
ｍｍ 降水ꎮ 台风移入东北地区后ꎬ以 ６ ~ ７ 级阵风为

主ꎬ局地 ８~１０ 级ꎮ “巴威”主要特点是登陆后强度

减弱较快ꎬ强风分布较为分散ꎬ雨量较为平均ꎬ强降

雨落区也较分散ꎬ风雨影响范围较广ꎮ
１.２　 台风“美莎克”

９ 月 ２ 日夜间—５ 日凌晨ꎬ受台风“美莎克”影

响ꎬ东北地区大部出现 ３０.０ ~ １００.０ ｍｍ 降水ꎬ其中

吉林中东部、黑龙江南部部分地区降水量达 １００.０ ~
１７０.０ ｍｍꎮ 台风移入东北地区后ꎬ以 ８ ~ １０ 级阵风

为主ꎬ局地 １１~１２ 级ꎻ其中吉林中北部、黑龙江中南

部等地阵风为 ９~１０ 级ꎬ吉林延边和黑龙江牡丹江、
绥化、齐齐哈尔、鸡西等地局地最大阵风达 １１ ~ １２
级ꎮ 台风“美莎克”主要特点是风雨强度大、历史罕

见ꎬ影响范围之广居历史第一位ꎬ影响时间长也为历

史少见ꎮ 与 ２０１２ 年台风“布拉万”相比ꎬ影响时间

略偏晚ꎬ大风强度与范围相近但持续时间略短ꎬ“美
莎克”移速相对较快ꎬ暴雨范围和强度更大ꎮ

受台风“美莎克”移动路径等因素影响ꎬ吉林遭

受的风雨影响范围最大、程度最重ꎬ全省平均降水量

达 ７４.２ ｍｍꎮ 与 ２０１２ 年台风“布拉万”相比ꎬ大风强

度与范围比较接近ꎻ但“美莎克”造成的暴雨范围为

吉林历史第 １ 位ꎬ远超“布拉万”ꎬ而且大暴雨站点

数偏多ꎬ造成全省 １３１ 站大暴雨ꎬ而“布拉万”导致

６２ 站大暴雨ꎮ “美莎克”带给黑龙江的风雨影响不

及吉林ꎮ 辽宁受台风“美莎克”影响期间ꎬ台风强度

已明显减弱ꎬ风雨影响较吉林和黑龙江明显偏轻ꎮ
１.３　 台风“海神”

９ 月 ７—９ 日凌晨ꎬ台风“海神”给东北地区带来

较强风雨天气ꎬ东北地区大部出现２５.０ ~ ８０.０ ｍｍ 降

水ꎬ部分地区降水量达８０.０ ~ １２０.０ ｍｍꎬ其中黑龙江

南部和东部、吉林大部、辽宁东部等地出现大到暴

雨ꎬ部分地区出现大暴雨ꎻ１４ 个国家级地面气象观

测站日降雨量突破 ９ 月历史极值ꎮ 台风“海神”移

入东北地区后以 ７~８ 级阵风为主ꎬ局地为 ９~１０ 级ꎮ
台风最主要影响时段在 ９ 月 ８ 日ꎮ “海神”主要特

点:一是累计降水量大ꎬ大风范围均与“美莎克”相

近ꎬ但降雨强度和风力强度均弱于“美莎克”ꎻ二是

影响范围广、持续时间长ꎬ为历史罕见ꎻ三是影响时

间偏晚ꎬ在登陆东北地区的秋台风中ꎬ时间明显偏

晚、强度偏强ꎮ 受台风“海神”移动路径等的影响ꎬ
吉林遭受的风雨影响仍然是三省中最大的ꎬ全省平

均降水量为７４.５ ｍｍꎮ 黑龙江风雨弱于吉林ꎬ全省平

均降水量为５３.５ ｍｍꎮ 辽宁受台风“海神”影响偏

弱ꎬ全省平均降水量为１５.２ ｍｍꎮ

２　 台风集中影响期间气象条件特征及对农
业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２６ 日—９ 月 ８ 日ꎬ３ 个台风接连影

响东北地区ꎬ期间正值东北地区大宗粮食作物产量

形成的关键阶段ꎬ玉米、水稻和大豆均处于灌浆乳熟

期ꎬ少部分作物处于蜡熟至成熟期ꎬ初秋时节的强风

暴雨对玉米、水稻、大豆产量形成产生一定不利影

响ꎮ 依据逐日降水量、土壤墒情、平均风速、空气相

对湿度及日照时数等观测资料ꎬ系统分析了台风集

中影响期间东北地区农业气象条件特征ꎮ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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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６１—２０２０ 年东北三省气象站逐日降水量、平
均风速、空气相对湿度、日照等地面气象观测资料和

土壤相对湿度等农业气象观测资料均来自国家气象

中心ꎮ 台风集中影响期间农业气象条件历史特征分

析采用数理统计方法ꎮ
２.１　 降水量

台风集中影响期间逐日降水量的统计结果显

示ꎬ东北地区平均降水量达１９６１年以来历史同期最

多(图 １ａ)ꎮ ２０２０年 ８ 月 ２６ 日—９ 月 ８ 日ꎬ东北地区

首次出现半个月内遭受 ３ 个台风影响ꎬ受台风及外

围云系影响ꎬ东北地区出现 １００~２５０ ｍｍ 降水ꎬ部分

地区达 ２５２~ ４８４ ｍｍꎮ 降水量与常年同期相比ꎬ大

部地区偏多 １~２ 倍ꎬ部分地区偏多 ２~４ 倍ꎮ 累计降

水量超过 ２５０ ｍｍ 的站点包括黑龙江 ７ 个气象站

点、吉林 １１ 个站点、辽宁 ３ 个站点ꎻ黑龙江嫩江

(１５５.７ ｍｍ)、 龙江 ( １４１.３ ｍｍ)、 和吉林烟筒山

(１４５.９ ｍｍ)、辽源(１３０.７ ｍｍ)４ 站日降水量破历史

极值[１３]ꎮ
由区域平均降水量看ꎬ东北地区平均降水量为

１７０.４ ｍｍ(图 １ａ)ꎬ较常年同期偏多达３.３倍ꎬ吉林

(２２８.３ ｍｍꎬ图 １ｂ)、黑龙江(１７９.６ ｍｍꎬ图 １ｃ)分别

偏多４.４、３.９倍ꎻ东北地区、吉林、黑龙江降水量均为

１９６１年以来历史同期最多ꎮ 辽宁降水量 ( １０６.４
ｍｍ)较常年同期偏多１.６倍ꎬ为１９６１年以来第三多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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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１９６１—２０２０ 年历年 ８ 月 ２６ 日—９ 月 ８ 日累计降水量
Ｆｉｇ.１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ｅｄ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２６ Ａｕｇｕｓｔ ａｎｄ ８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ｆｒｏｍ １９６１ ｔｏ ２０２０

２.２ 土壤墒情

由台风集中影响期间土壤墒情的平均状况

看ꎬ吉林、黑龙江土壤湿涝状况为 ２０１３—２０２０ 年

同期最重ꎮ 通过对逐日 ０ ~ ５０ ｃｍ 各层土壤墒情资

料的统计分析显示ꎬ受 ８ 月 ２６ 日—９ 月 ８ 日期间

台风型集中强降水影响ꎬ吉林、黑龙江、辽宁北部

土壤水分饱和度明显偏高ꎬ０ ~ ５０ ｃｍ 各层土壤蓄

水均较常年同期异常偏多ꎬ大部地区土壤为过湿

状态ꎬ部分农田出现内涝ꎬ局地出现洪涝ꎮ 吉林全

省平均 ２０ ｃｍ 土壤相对湿度达 １１１.４％(图 ２ａ)ꎬ黑
龙江全省平均达 １１５. ９％ (图 ２ｂ)ꎬ均为 ２０１３—
２０２０ 年同期最高ꎮ 台风型强降雨频繁影响之后ꎬ

吉林、黑龙江两省玉米、大豆等大部分旱地作物农

田土壤水分持续处于过饱和状态ꎬ对作物已经形

成湿渍害ꎬ部分地区出现农田积涝ꎬ土壤松软使旱

地作物抗倒伏能力明显减弱ꎬ水分过饱和状态超

过农作物根系耐受能力ꎬ影响干物质积累ꎬ造成籽

粒灌浆水分过多、贪青晚熟风险增加ꎬ影响玉米、
大豆灌浆乳熟和蜡熟ꎬ不利于后期正常成熟ꎮ 虽

然水稻对于水涝有一定耐涝能力ꎬ但台风集中影

响期间ꎬ水稻正处于灌浆乳熟阶段ꎬ遭受水淹后会

由于缺氧影响光合作用ꎬ适时晒田受阻ꎬ灌浆明显

减缓ꎬ抗倒伏能力下降ꎬ局地水稻倒伏被淹ꎬ影响

产量形成和后期成熟收获ꎮ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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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２０１３—２０２０ 年历年 ８ 月 ２６ 日—９ 月 ８ 日平均 ２０ ｃｍ 土壤相对湿度
Ｆｉｇ.２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ａｓ Ｆｉｇ.１ꎬ ｂｕｔ ｆｏｒ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ｓｏｉｌ ｍｏｉｓｔｕｒｅ ｏｆ ２０ ｃｍ

２.３ 平均风速

逐日的日均风速资料统计分析显示ꎬ台风集中

影响期间东北地区平均日均风速为近 ４０ 年同期最

大值ꎬ吉林和黑龙江风速之大也均较突出ꎮ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２６ 日—９ 月 ８ 日ꎬ受 ３ 个北上台风及外围云系

影响ꎬ东北地区区域平均日均风速为 ２.９ ｍｓ－１ꎬ较
常年同期(２.３ ｍｓ－１)偏大 ２６.１％ꎬ为 １９８３ 年以来同

期最大值ꎬ为 １９６１ 年以来第 ８ 高值(图 ３ａ)ꎮ 吉林

日均风速为 ２.９ ｍｓ－１ꎬ较常年同期(２.０ ｍｓ－１)偏大

４５.０％ꎬ为 １９８０ 年以来最大值(图 ３ｂ)ꎻ黑龙江日均

风速为 ３.３ ｍｓ－１ꎬ较常年同期(２.５ ｍｓ－１)偏大 ３２.
０％ꎬ为 １９８３ 年以来最大值(图 ３ｃ)ꎻ辽宁日均风速

为 ２.４ ｍｓ－１ꎬ较常年同期(２.２ ｍｓ－１)偏大 ９.１％ꎬ为
２００４ 年以来最大值ꎮ 台风频繁影响期间ꎬ东北地区

尤其是吉林和黑龙江两省遭受近 ４０ 年来同期最强

风的影响ꎬ风力之强属于历史罕见ꎬ给部分地区农作

物带来明显风灾危害ꎬ造成部分玉米、水稻、大豆等

农作物大范围倒伏ꎬ植株出现不同程度倾斜ꎬ部分遭

受茎叶折断等机械损伤ꎬ对正处于籽粒灌浆期的秋

收粮食作物造成较大危害ꎮ 台风带来的强风叠加暴

雨ꎬ加重了作物倒伏被淹ꎬ对作物光合生长以及产量

形成和后期成熟产生不利影响ꎬ由于东北地区玉米

种植广泛ꎬ因此玉米遭受大风危害就更重ꎬ相对于水

稻和大豆等矮秆作物受灾比例更大ꎻ倒伏造成玉米

等作物产量和质量下降ꎬ成熟速度偏慢ꎬ增加了后期

成熟后收获的难度ꎮ
台风影响期间ꎬ东北地区水稻因其正处于灌

浆乳熟期ꎬ有的处于即将成熟的蜡熟期ꎬ植株抗倒

伏能力相对较差[１４] ꎬ受台风大风影响水稻容易出

现倒伏ꎬ再叠加强降水造成的部分稻田明显内涝ꎬ

水稻倒伏程度加重ꎬ一部分甚至遭受水淹ꎬ导致水

稻受灾加重、产量下降ꎮ ３ 个大宗粮食作物中ꎬ玉
米受风灾最重ꎬ水稻次之ꎻ大豆因其植株高度较

矮ꎬ加之部分地区间套作等种植方式本身也具有

一定防风效应ꎬ因此台风对大豆影响偏轻ꎮ 另外ꎬ
一些玉米、大豆、水稻等植株倾斜而秸秆未折断ꎬ
或植株倾斜但还未完全平铺在地ꎬ因作物具备一

定自我修复能力ꎬ仍然能够灌浆成熟ꎬ只是产量会

有下降ꎮ
２.４　 空气相对湿度及日照

日均空气相对湿度资料统计分析显示ꎬ台风集

中影响期间东北地区平均空气相对湿度为１９６１年以

来最高、日照明显偏少ꎬ导致病虫害发生和蔓延ꎮ
２０２０年 ８ 月 ２６ 日—９ 月 ８ 日ꎬ东北地区区域平均日

均空气相对湿度为８６.２％ꎬ较常年同期(７６.６％)偏高

１２.５％ꎬ东北地区及各省均为１９６１年以来历史同期

最高值(图 ４ａ—ｄ)ꎮ 其中ꎬ黑龙江日均空气相对湿

度为８６.８％ꎬ较常年同期(７６.７％)偏高１３.２％ꎻ吉林

为 ８９.３％ꎬ 较 常 年 ( ７６.９％) 偏 高 １６.１％ꎻ 辽 宁 为

８２.８％ꎬ较常年(７６.１％)偏高８.８％ꎮ 吉林、黑龙江、
辽宁累计日照时数分别为６６.７ ｈ(图 ５)、８７.８ ｈ、９７.６
ｈꎬ较常年同期分别偏少３４.５％、１５.５％、６.１％ꎬ其中吉

林为１９６１年以来第二低(仅次于２０１８年)ꎮ 台风频

繁影响期间ꎬ吉林、黑龙江、辽宁北部等地土壤和作

物冠层始终保持较高湿度状态ꎬ田间及作物冠层湿

度大、寡照突出ꎬ有利于玉米粘虫病等病虫害的发生

及传播蔓延ꎮ 同时一些迁飞型的害虫比如稻飞虱、
稻纵卷叶螟等还会借助台风气流大规模迁入ꎬ导致

部分田块病虫害发生或蔓延ꎬ对产量形成产生一定

不利影响ꎮ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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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１９６１—２０２０ 年历年 ８ 月 ２６ 日—９ 月 ８ 日日均风速
Ｆｉｇ.３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ａｓ Ｆｉｇ.１ꎬ ｂｕｔ ｆｏｒ ｄａｉｌｙ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ｗｉｎｄ ｓｐｅｅ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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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１９６１—２０２０ 年历年 ８ 月 ２６ 日—９ 月 ８ 日日均空气相对湿度
Ｆｉｇ.４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ａｓ Ｆｉｇ.１ꎬ ｂｕｔ ｆｏｒ ｄａｉｌｙ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ａｉｒ ｈｕｍｉｄｉｔｙ

３　 台风致农业受灾情况及对作物产量影响

分析

３.１　 台风对农业影响

３ 个台风在半个月的时间内接连影响东北地

区ꎬ尤其是台风“美莎克” “海神”重创吉林和黑龙

江ꎬ两次强风雨过程影响叠加ꎬ受影响偏重的区域主

要为吉林中东部、黑龙江南部ꎬ造成较严重的农田内

涝和作物倒伏ꎬ受灾偏重ꎬ对玉米、水稻、大豆等作物

灌浆乳熟和后期成熟收获造成一定不利影响ꎬ其中

倒伏和内涝叠加的田块作物灌浆成熟受影响最重ꎬ
造成大田作物干物质积累、籽粒脱水和成熟速度降

低ꎬ部分农田贪青晚熟、秋收期偏晚ꎬ倒伏严重的作

物遭受产量损失ꎮ ３ 个台风影响时间集中、风雨强

度大、区域重叠ꎬ对农业生产影响达 ２０１３—２０２０ 年

期间最重ꎮ ３ 个台风对比来看ꎬ“美莎克”对农业不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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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影响最重ꎬ其次为“海神”ꎬ而“巴威”的不利影响

最轻且总体利大于弊ꎮ 三省对比来看ꎬ吉林受灾最

重ꎬ黑龙江次之ꎬ辽宁受影响偏轻ꎮ 从作物来看ꎬ玉
米受灾最重ꎬ水稻次之ꎬ大豆受灾相对较轻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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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吉林 １９６１—２０２０ 年历年 ８ 月 ２６ 日—９ 月 ８ 日
累计日照时数

Ｆｉｇ.５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ａｓ Ｆｉｇ.１ꎬ ｂｕｔ ｆｏｒ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ｅｄ
ｓｕｎｓｈｉｎｅ ｈｏｕｒｓ ｉｎ Ｊｉｌｉｎ

台风“巴威”对东北地区农业影响总体为利大

弊小ꎮ 台风“巴威”给东北地区带来的降雨补充了

农田土壤水分ꎬ及时缓解了东北地区西部部分地区

的旱情ꎬ对正值灌浆乳熟期的玉米、水稻、大豆等作

物明显有利ꎮ 另一方面ꎬ“巴威”造成农田内涝和作

物倒伏ꎬ但以局地性为主ꎬ受灾范围也较小ꎮ 由其不

利影响看ꎬ三省中吉林略重于黑龙江、辽宁ꎮ 台风

“美莎克”造成吉林中部和黑龙江南部农田发生明

显内涝和作物倒伏灾害ꎬ其中吉林受灾最重ꎬ黑龙江

次之ꎻ台风型暴雨造成部分农田发生明显内涝ꎬ致作

物根系土壤松软ꎬ加之阵风风力大ꎬ农田中出现大范

围作物倒伏ꎬ对玉米、水稻、大豆等作物灌浆乳熟和

后期成熟收获产生不利影响ꎻ据统计ꎬ“美莎克”造

成吉林、黑龙江、辽宁共计 ８５ 个县部分农作物不同

程度受灾ꎮ “美莎克”对辽宁农业不利影响在三省

中最小ꎮ 台风“海神”造成吉林中东部、黑龙江南部

等地出现明显内涝和作物倒伏灾害ꎬ对玉米、水稻、
大豆等作物灌浆乳熟、蜡熟及后期成熟收获产生一

定不利影响ꎬ强风暴雨区与前期“美莎克”受灾农区

出现部分重叠ꎬ作物倒伏和农田土壤湿涝范围加大、
程度加重ꎬ前期受灾的农田灾情进一步加重ꎮ 三省

对比来看ꎬ“海神”同样使吉林受灾最重ꎬ黑龙江次

之ꎬ对辽宁农业影响较小ꎮ

３.２　 台风致灾对作物单产影响及总产损失估算

２０１５—２０２０ 年吉林、黑龙江、辽宁作物产量和

种植面积资料分别来自各省统计局ꎮ 此文以

２０１５—２０１９ 年作物单产平均值作为正常年景ꎮ
３.２.１　 吉林

在影响吉林的 ３ 个台风中ꎬ“美莎克”影响最

重ꎬ其次为“海神”ꎬ“巴威”最轻ꎮ 由于 ３ 次台风的

强风雨落区高度叠加ꎬ且持续时间长ꎬ导致吉林农田

遭受洪涝、内涝、湿渍害、大风倒伏等灾害ꎬ受灾面积

较大、影响较严重ꎬ粮食单产减产明显ꎮ 从灾情调研

情况分析ꎬ“美莎克”造成的农作物受灾轻于 ２０１２
年的“布拉万”ꎬ但“美莎克”和“海神”的叠加影响

造成的农作物受灾接近或略重于“布拉万”ꎮ
由吉林整个作物生长季来看ꎬ阶段农业干旱、低

温、病虫害等农业气象灾害对作物单产影响较轻ꎬ初
秋 ３ 个台风带来的内涝和倒伏灾害对吉林作物产量

影响最大ꎮ 由吉林作物单产[１５]来看ꎬ２０２０年吉林玉

米平均单产较２０１９年下降３.９％(图 ６ａ)ꎬ较２０１５—
２０１９年平均值偏低５.７％(图 ６ｂ)ꎬ说明２０２０年吉林玉

米单产处于一个明显偏差的年景ꎮ 水稻平均单产较

２０１９年增加１.７％ꎬ但却较２０１５—２０１９年平均值偏低

１.９％ꎬ说明２０２０年吉林水稻单产处于偏差的年景水

平ꎮ 大豆平均单产较２０１９年下降１.６％ꎬ较２０１５—
２０１９年平均值偏低０.１％ꎬ说明２０２０年吉林大豆单产

接近正常略偏差年景水平ꎮ ２０２０年吉林秋粮平均单

产较２０１９年下降２.６％ꎬ较２０１５—２０１９年平均值下降

５.８％ꎬ说明２０２０年吉林秋粮单产是减产年ꎬ处于明

显偏差的年景水平ꎮ 因此ꎬ初秋 ３ 个台风的不利影

响是造成吉林玉米、水稻以及秋粮单产均较正常年

景偏差、较２０１９年减产的主要因素ꎬ尤其玉米减产幅

度最大ꎮ
由２０２０年吉林秋粮单产较２０１９年减产的比率

(２.６％) 和 较 ２０１５—２０１９ 年 平 均 值 减 产 的 比 率

(５.８％) 计算得出秋粮单产减产的范围为１７６.１ ~
４１０.４ ｋｇｈｍ－２ꎬ在秋粮单产减产因子中ꎬ３ 个台风影

响占比为 ９５％ꎬ依据２０２０年吉林秋粮种植面积５６８.２
万 ｈｍ２ [１５]ꎬ估算得出２０２０年台风造成的吉林秋粮总

产较正常年景损失９５.１万~２２１.５万 ｔꎮ
３.２.２　 黑龙江

与吉林类似ꎬ由降水强度和范围、大风影响程度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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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看ꎬ“美莎克”造成黑龙江农业受灾最重ꎬ其次为

“海神”ꎬ“巴威”最轻ꎮ 由 ３ 次台风叠加影响来看ꎬ
松嫩平原南部偏中东部地区粮食产量损失比例最

大ꎬ主要位于哈尔滨、绥化南部、伊春南部及牡丹江

西部等地ꎬ相对于全省农区而言受灾范围相对不大ꎬ
总体来看对黑龙江粮食作物产量影响有限ꎮ 对于黑

龙江全省而言ꎬ无论是单个台风还是 ３ 个台风叠加

影响ꎬ均明显轻于 ２０１２ 年台风“布拉万”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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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吉林 ２０２０ 年单产与 ２０１９ 年、２０１５—２０１９ 年平均值相比
Ｆｉｇ.６　 Ｙｉｅｌｄ ｐｅｒ ｕｎｉｔ ａｒｅａ ｉｎ ２０２０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ａｔ ｉｎ ２０１９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ｆｒｏｍ ２０１５ ｔｏ ２０１９ ｉｎ Ｊｉｌｉｎ

　 　 由黑龙江整个作物生长季来看ꎬ６ 月中下旬阶

段性低温、７ 月阶段性局地农业干旱对产量影响较

轻ꎬ初秋 ３ 个台风带来的内涝和倒伏灾害对黑龙江

作物产量影响相对最大ꎮ 由黑龙江作物单产[１６] 来

看ꎬ２０２０年黑龙江玉米平均单产较２０１９年下降０.８％
(图 ７ａ)ꎬ但仍较２０１５—２０１９年平均值偏高６.９％(图
７ｂ)ꎬ说明２０２０年黑龙江玉米单产仍处于一个明显

偏好的年景ꎮ 水稻平均单产较２０１９年增加７.１％(图
７ａ)ꎬ较２０１５—２０１９年平均值偏高６.２％(图 ７ｂ)ꎬ说
明２０２０年黑龙江水稻单产处于一个明显偏好的年

景ꎮ 大豆平均单产较２０１９年增加４.４％(图 ７ａ)ꎬ较
２０１５—２０１９年平均值偏高４.３％(图 ７ｂ)ꎬ说明２０２０年
黑龙江大豆单产处于偏好年景ꎮ ２０２０年黑龙江秋粮

平均单产较２０１９年下降０.２％(图 ７ａ)ꎬ较２０１５—２０１９
年平均值偏低０.７％(图 ７ｂ)ꎬ说明２０２０年黑龙江秋

粮单产为接近正常略偏差年景ꎮ 因此ꎬ初秋 ３ 个台

风的不利影响是造成黑龙江玉米单产、秋粮单产较

２０１９年下降以及秋粮单产较正常年景略偏差的主要

因素ꎬ玉米出现轻度减产ꎮ
以２０２０年黑龙江秋粮单产较２０１９年减产的比率

(０.２％) 和 较 ２０１５—２０１９ 年 平 均 值 减 产 的 比 率

(０.７％)计算得出秋粮单产减产的范围为９.９ ~ ３７.７
ｋｇｈｍ－２ꎬ在秋粮单产减产因子中考虑 ３ 个台风影响

占比为 ９５％ꎬ依据 ２０２０年黑龙江秋粮种植面积

１４４３.８万 ｈｍ２ [１６]ꎬ估算得出２０２０年台风造成的黑龙

江秋粮总产较正常年景损失１３.６万~５１.７万 ｔ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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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　 黑龙江 ２０２０ 年单产与 ２０１９ 年、２０１５—２０１９ 年平均值相比
Ｆｉｇ.７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ａｓ Ｆｉｇ.６ꎬ ｂｕｔ ｆｏｒ Ｈｅｉｌｏｎｇｊｉａｎｇ

３.２.３　 辽宁

８ 月上旬、８ 月底至 ９ 月上旬先后有“黑格比”、
“巴威”、“美莎克”、“海神”４ 个台风影响辽宁ꎮ 其

中ꎬ“黑格比”和“巴威”对农业不利影响很小ꎮ 台风

“美莎克”和“海神”类似ꎬ均为侧面袭击辽宁ꎬ影响

区域均集中在辽宁东北部地区ꎬ农作物受灾在东北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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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省中最轻ꎮ 对辽宁而言ꎬ３ 个台风单次及叠加影

响受灾程度均明显轻于 ２０１２ 年台风“布拉万”ꎮ
由辽宁整个作物生长季来看ꎬ辽宁中西部等地

夏伏旱是影响最终产量的主要因素ꎬ造成的作物减

产明显大于初秋 ３ 个台风的不利影响ꎮ 由辽宁作物

单产[１７]来看ꎬ２０２０ 年辽宁玉米平均单产较 ２０１９ 年

下降 ５. ８％ꎬ但仍较 ２０１５—２０１９ 年平均值偏高 ３.
４％ꎬ说明 ２０２０ 年辽宁玉米单产仍处于偏好年景ꎮ
水稻平均单产与 ２０１９ 年持平ꎬ接近近 ５ 年平均值略

偏低ꎬ说明 ２０２０ 年辽宁水稻单产处于接近正常略偏

差年景ꎮ 大豆平均单产较 ２０１９ 年下降 ８. ９％ꎬ较
２０１５—２０１９ 年平均值偏低 ３.４％ꎬ说明 ２０２０ 年辽宁

大豆单产处于偏差年景ꎬ减产明显ꎮ 秋粮平均单产

较 ２０１９ 年下降 ４.７％ꎬ但却较 ２０１５—２０１９ 年平均值

偏高 １.６％ꎬ说明 ２０２０ 年辽宁秋粮单产处于正常偏

好年景ꎮ 因此ꎬ造成辽宁玉米、大豆及秋粮单产均较

２０１９ 年明显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夏季农业干旱ꎬ尤其

是部分产区大豆苗期和产量形成关键期均遭遇农业

干旱ꎬ导致大豆单产较 ２０１９ 年大幅度下降、处于偏

差年景ꎮ 与夏季农业干旱相比ꎬ初秋 ３ 个台风对秋

粮产量的不利影响较小ꎮ
由于 ２０１９ 年辽宁作物生长季内光温水气象条

件接近常年同期ꎬ阶段性低温影响偏轻ꎬ阶段性农业

干旱缓解及时ꎬ因此 ２０１９ 年的农业气象年景基本代

表辽宁正常年景ꎮ 以 ２０２０ 年辽宁秋粮单产较 ２０１９
年减产的比率(４.７％)ꎬ计算得出辽宁秋粮单产减产

为 ３３０.０ ｋｇｈｍ－２ꎬ在秋粮减产因子中考虑农业干旱

及其他因素影响占比 ９５％ꎬ３ 个台风影响占比 ５％ꎬ
依据 ２０２０ 年辽宁秋粮种植面积 ３５２.７ 万 ｈｍ２ [１７]ꎬ估
算得出 ２０２０ 年台风造成的辽宁秋粮总产较正常年

景损失为 ５.８ 万 ｔꎮ
因此ꎬ初秋 ３ 个北上台风造成吉林玉米单产减

产幅度较大ꎬ黑龙江较小ꎮ 依据东北三省秋粮单产

减产比率以及台风影响在各省秋粮单产减产中的占

比ꎬ依据 ２０２０ 年东北三省秋粮种植面积ꎬ初步估算

得出 ２０２０ 年台风造成的东北三省秋粮总产损失

１１５ 万~２８０ 万 ｔꎬ占东北三省 ２０２０ 年秋粮总产的 １.
０％~２.４％ꎻ其中吉林受灾最重ꎬ损失秋粮约 ９５.１ 万

~２２１.５ 万 ｔꎬ占吉林秋粮总产的 ２.５％ ~ ５.８％ꎻ黑龙

江损失秋粮约 １３.６ 万 ~ ５１.７ 万 ｔꎬ占黑龙江秋粮总

产的 ０.２％~０.７％ꎮ

４　 结论

２０２０ 年初秋ꎬ台风“巴威”、“美莎克”和“海神”
集中影响期间ꎬ正值东北地区大宗粮食作物产量形

成的关键期ꎮ 历史罕见的强风和强降雨叠加影响造

成的作物倒伏以及农田持续湿涝状况对正值灌浆乳

熟和蜡熟期的玉米、水稻、大豆等作物产生明显不利

影响ꎮ 期间东北地区区域平均降水量达 １７０.４ ｍｍꎬ
较常年同期偏多达 ３.３ 倍ꎬ为 １９６１—２０２０ 年历史同

期最多ꎮ 降水量异常偏多造成吉林、黑龙江等地土

壤湿涝状况为 ２０１３ 年以来同期最重ꎬ影响作物产量

形成和后期正常成熟ꎮ 期间ꎬ东北地区尤其是吉林

和黑龙江两省遭受近 ４０ 年来同期最大平均风影响ꎬ
风力之强属于历史罕见ꎬ造成部分地区作物大范围

倒伏、产量和质量下降ꎮ
３ 个台风在半个月的时间内接连影响东北地

区ꎬ时间集中、间隔短、影响区域重叠、风雨强度大ꎬ
对北上台风影响区域的农业生产影响为 ２０１３—
２０２０ 年期间最重ꎮ 受影响偏重的区域主要为吉林

中东部、黑龙江南部ꎬ造成较重农田内涝和作物倒

伏ꎬ部分地区产量损失明显ꎮ ３ 个台风对比来看ꎬ台
风“美莎克”对农业不利影响最重ꎬ其次为台风“海
神”ꎬ而台风“巴威”的不利影响最轻且总体利大于

弊ꎮ 三省对比来看ꎬ吉林受灾最重ꎬ黑龙江次之ꎬ辽
宁受灾最轻ꎮ 由作物来看ꎬ玉米受灾最重ꎬ水稻次

之ꎬ大豆受灾相对较轻ꎮ
台风“美莎克”和“海神”对吉林造成的灾害均

是东北三省中最重的ꎬ其次为黑龙江ꎬ辽宁最轻ꎮ 对

于吉林而言ꎬ台风“美莎克”造成的农业受灾略轻于

２０１２ 年的“布拉万” [１９]ꎬ但台风“美莎克”和“海神”
的叠加影响造成的农业灾害接近或略重于“布拉

万”ꎮ 对于黑龙江和辽宁而言ꎬ３ 个台风单次影响及

叠加影响、受灾程度均明显轻于 ２０１２ 年台风“布拉

万”ꎮ 鉴于台风大风影响涉及风速和风圈等多方面

因素[２０]ꎬ而本文仅考虑台风大风风速对作物造成的

倒伏影响及灾害ꎬ因此评估结果仅为初步结论ꎮ
在 ２０２０ 年作物生长季ꎬ初秋 ３ 个台风带来的内

涝和倒伏灾害是造成旱地作物及秋粮单产普遍较

２０１９ 年减产ꎬ玉米、水稻以及秋粮单产均较正常年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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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偏差的主要因素ꎬ尤其玉米减产幅度最大ꎬ吉林玉

米单产较 ２０１９ 年下降 ３.９％ꎬ较 ２０１５—２０１９ 年平均

偏低 ５.７％ꎮ 同样ꎬ其带来的内涝和倒伏灾害也是造

成黑龙江玉米及秋粮单产均较 ２０１９ 年下降、秋粮单

产较正常年景略偏差的主要因素ꎬ黑龙江玉米单产

较 ２０１９ 年下降 ０.８％ꎬ玉米出现轻度减产ꎮ 对辽宁

而言ꎬ初秋 ３ 个台风对产量不利影响较小ꎮ
因此ꎬ依据东北三省秋粮单产减产比率以及台

风影响在各省秋粮单产减产中的占比ꎬ依据 ２０２０ 年

东北三省秋粮种植面积ꎬ初步估算得出 ２０２０ 年北上

台风造成的东北三省秋粮总产较正常年景损失 １１５.
０ 万~２８０.０ 万 ｔꎬ占东北三省 ２０２０ 年秋粮总产的 １.
０％~２.４％ꎻ其中吉林省受灾最重ꎬ较正常年景损失

秋粮 ９５.０ 万~２２１.０ 万 ｔꎬ占吉林秋粮总产的 ２.５％ ~
５.８％ꎻ黑龙江损失秋粮约 １３.６ 万~５１.７ 万 ｔꎬ占黑龙

江秋粮总产的 ０.２％~０.７％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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