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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facePreface

前   前   
言言

　　粤港澳大湾区（简称大湾区）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

和广东省广州市、深圳市、珠海市、佛山市、惠州市、东莞市、中山市、

江门市、肇庆市，总面积5.6万平方公里，总人口约7000万人，是世界上

人口密度最大、土地面积最多、海港群空港群众多、基础设施密集的湾

区。粤港澳大湾区地处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光、热、水资源丰富，但同时

颱风、暴雨、雷电、大风、高温等災害性天气多发，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

命安全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为及时向公众提供大湾区气候状态的最新

监测信息，提升气象保护生命安全、赋能生产发展、促进生活富裕、守护

生态良好的能力，服务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

建设，从2018年开始，粤港澳三地气象部门联合发布年度《粤港澳大湾

区气候监测公报》，《2019年粤港澳大湾区气候监测公报》已编制完

成，现予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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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粤港澳大湾区总体气候特征是：气温高，高温天气多；开汛

早，局地洪涝重；初颱晚，颱风少损失小；秋冬乾燥，森林火险等级高。

　2019年大湾区平均气温23.5℃，较常年偏高1.0℃，冬季（2018年

12月 至 2019年 2月 ） 平 均 气 温 17.0℃ ， 较 常 年 同 期 偏 高 1.9℃ ， 均 为

1961年以来最高。高温日数23.8天，较常年偏多11.3天；3月上旬开汛，

较 常 年 偏 早 近 一 个 月 。 “ 龙 舟 水 ” （5月21日-6月20日 ） 较 常 年 偏 多

31%。5月底强降水致多地内涝，“6.10”暴雨致局地洪涝。年内仅“韦

帕”和“白鹿”两个热带气旋影响大湾区，初颱“韦帕”8月1日登陆湛

江，影响大湾区时间较常年偏晚37天。春夏强对流天气频繁；秋冬乾燥少

雨，森林火险等级高。年内冷空气整体偏弱。

　　2019年大湾区各种气象災害共造成直接经济损失约4.3亿元，因災死

亡16人。总体而言，2019年大湾区气候属於一般气候年景，但气温属於

異常偏暖年。

封面：港珠澳大桥

封底：

澳门圣保　大神教堂遗址、广州塔

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大厦、深圳地王大厦、珠海渔女雕像、



一、基本气候概況

1. 气温显著偏高

图1　1961-2019年大湾区平均气温历年变化(℃)

 图2　2019年大湾区平均气温分布（℃）  图3　2019年大湾区平均气温距平分布（℃）

图4　2019年大湾区逐月平均气温距平变化(℃)

表 1　2019 年大湾区市各区代表站气象要素一览表 

站名\要

素 

平均气

温(℃) 

气温距

平(℃) 

最高

气温

(℃) 

最低气

温(℃)

降水量 

（毫米）

降水距平

百分率(%)

日照时数

(小时) 

日照距平百

分率(%) 

香港  24.5  1.2  35.1 11.4 2396.2 0  1902.9  4  
澳门 23.6 1.0  35.7 8.4 2248.0 9  1791.6  1  
广州 22.7  0.3  38.0 2.6 2459.4 37  1658.5  8  
深圳 24.0  1.0  36.1 8.4 1880.1 -3  1868.7  2  
珠海 24.1  1.4  36.3 8.5 1984.6 -5  1726.4  -8  
佛山 23.6  0.9  37.9 6.5 1868.9 11  1690.7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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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高0.6℃（图1），为1961年以来最高。各地年平均气温介於22.0℃（从化）～24.5℃

（香港、顺德）之间。肇庆大部、广州北部及惠州北部平均气温20.0℃～23.0℃，其余

地区23.0℃～25.0℃（图2，表1）。与常年相比，大湾区各地平均气温一致较常年偏

高，其中香港、澳门、深圳、珠海、中山、东莞大部、广州南部、佛山东南部和江门东

部等地偏高1.0℃～1.8℃（图3，表1）。香港、澳门、深圳、珠海、中山、顺德等18个

站年平均气温创下有气象记 以来的最高纪 ，其中香港（24.5 23 6

1884 1952 ；开平、四会、增城3个站年平均气

温为有气象记 以来第二高。

　　2019年，大湾区各地年极端最高气温介於35.1℃（香港）～39.2℃（番禺）之间；

年 极 端 最 低 气 温 介 於2.6℃ （ 从 化 ） ～11.4℃ （ 香 港 ） 之 间 。 香 港 於1月1日 得 的

11.4℃全年最低气温亦是香港1884年有气象记 以来最高纪 。

2019年大湾区平均气温23.5℃，较常年（22.5℃）偏高1.0℃，比2018年（22.9℃）

錄 錄 ℃）和澳门（ . ℃）

分别为自 和 年有气象记錄以来最暖的年份

錄

錄

錄 錄

　　大 湾 区 平 均 气 温 除5月 较 常 年 同 期 偏 低0.6℃ 外 ， 其 余 各 月 均 正 常 或 偏 高 （ 图

4），其中2月大湾区平均气温18.8℃，较常年同期显著偏高3.3℃，为1961年以来历史

同期第二高，仅次於2009年的20.8℃；4月份有4个站平均气温为历史同期最高，10月

有6个站的极端最高气温破历史同期最高纪 。其余月份气温破纪 情況见表2。錄 錄



表 2  大湾区各月气温破或平同期气温的站数量（单位：个）

    月份

项目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平均气温最高 0 0 0 4 0 0 0 0 0 1 0 0 

平均气温最低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极端高温最高 0 0 0 0 0 0 1 0 0 6 0 1 

极端低温最低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2. 降水偏多

图5　1961-2019年大湾区平均降水量历年变化(毫米)

图6　2019年大湾区降水量分布(毫米)         图7　2019年大湾区降水量距平百分率分布（%）

图8　2019年大湾区平均月降水量距平百分率变化（%）

表3　大湾区各月降水量破（平）同期降水量的站数量（单位：个） 

项目 

降水量最多

降水量最少

月份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0 0 0 2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2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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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站名\要

素 

平均气

温(℃) 

气温距

平(℃) 

最高

气温

(℃) 

最低气

温(℃)

降水量 

（毫米）

降水距平

百分率(%)

日照时数

(小时) 

日照距平百

分率(%) 

惠州 23.2  0.9  37.9 5.9 1927.9 9  1912.5  5  
东莞 23.9  1.3  38.1 8.0 1912.7 4  1884.6  0  
中山 24.0  1.4  37.5 8.4 1957.5 4  1718.6  1  
江门 24.0  1.6  37.5 7.9 1846.4 2  1651.6  -5
肇庆 23.2  0.7  37.4 5.7 1522.8 -7 1688.0  3

2018年 （2072.8毫 米 ） 偏 多91.3毫 米 （ 图5）。 降 水 分 布 不 均 ， 各 地 年 降 水 量 介 於

1522.8毫米（高要）～2974.5毫米（斗门）之间。香港、澳门、江门南部、珠海西

部、中山西南部、广州北部、惠州北部和东部、东莞北部等地区降水量介於2100毫

米～3000毫米，肇庆西部地区降水量介於1300毫米～1700毫米，其余地区介於1700毫

米～2100毫米（图6）。与常年相比，广州大部、惠州北部、东莞北部、佛山东部、肇

庆东北部、江门南部和珠海斗门等地偏多10～40%，其余地区降水接近常年（图7）。

2019年 大 湾 区 平 均 降 水 量2164.1毫 米 ， 较 常 年 （1929.8毫 米 ） 偏 多12%，比

　　

偏少92%、29%、91%， 11月几乎滴雨未下，降水量为历史同期最少（表3）；2月-

5月和8月降水偏多，其中3月和4月降水分别偏多97%和72%，4月有2个站降水量为历史

同期最多；6月、7月和10月降水接近常年。

　2019年，大湾区各地年降水日数在118天（上川岛）～166天（恩平）之间，香

港、澳门、广州大部、惠州大部、肇庆东部等地区较常年偏多1天～19天，其余大部分

地区偏少，江门南部、中山大部及佛山局部地区偏少10天以上，上川岛偏少21天。

虽然降水整体偏多，但年内降水阶段性变化大（图8），1月、9月、12月降水分别



3. 日照时数接近常年

二、 主要天气气候事件

1. 气温 常偏暖異

图9　2019年大湾区年日照时数分布（小时）    图10　2019年大湾区年日照时数距平百分率分布（%）

表4　大湾区各月日照时数破（平）同期日照时数的站数量（单位：个） 

月份

项目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日照时数最多 0 0 0 0 0 0 0 0 0 0 9 0

日照时数最少 0 0 0 0 7 0 1 0 0 0 0 0

（1）最暖冬季

（2）高温日数偏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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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分布不均，从东南向西北递减，其中肇庆北部和江门西北部1400小时～1600小时，

香港、深圳、东莞大部、惠州南部及江门南部等地1800小时～2000小时，其余地区在

1600小时～1800小时之间（图9）。

2019年，大湾区平均日照时数1730.3小时，接近常年（1747.7小时）。年日照时

　　

都、江门开平等地偏少10%～15%（图10）。

　年 内 大 湾 区 平 均 日 照 时 数1月-8月 均 为 偏 少 ， 其 中5月 和7月 分 别 偏 少44%和

27%；5月份有7个站日照时数为历史同期最少，7月份有1个站日照时数为历史同期最少

（表4）。9月至12月均为偏多，其中9月偏多35%，11月偏多46%，11月有9个站的日

照时数为历史同期最多。

与常年相比，2019年大湾区大部分地区日照时数接近常年或略偏少，其中广州花

　　  2019年大湾区平均气温23.5℃，较常年（22.5℃）偏高1.0℃，为1961年以来大

湾区年平均气温最高。香港、澳门、深圳、珠海、中山、顺德等18个站年平均气温创

下有气象记 以来的最高纪 ，其中香港和澳门分别为1884和1952年有气象记 以

来最暖的一年。

錄 錄 錄

　　

偏高1.9℃，为1961年以来第一暖冬，香港、澳门、增城、东莞等15个站冬季平均气

温为历史同期最高，香港和澳门也经历了一个自1884年和1952年有气象记 以来最

温暖的冬季。

2018年12月至2019年2月天气持续温暖，大湾区冬季平均气温17.0℃,较常年同期

錄

　　 日数23.8天

多11.4天。大湾区各站高温日数介於1天（上川岛）～52天（四会）之间，从沿海向

内陆递增，其中四会、顺德、番禺、花都、三水、南海、高要的高温日数超过40天

（图11）。与常年相比，大湾区高温日数偏多1天～36天，其中番禺、四会、顺德、

花 都 、 三 水 等 偏 多20天 ～36天 （ 图16），四 会 高 温 日 数 为1961年 以 来 最 多 。 香 港

2019年酷热天气（日最高气温在33℃或以上）日数33天及热夜（日最低气温在28℃

或以上）46天，分别是1884年有气象记 以来第四高及最高；全年仅有1天寒冷天气

（日最低气温在12℃或以下），是有记 以来最少。澳门全年寒冷天气（日最低气温

在12.5℃或以下）日数为12日，是1952年以来最少。

5-9月 大 湾 区 共 出 现11次 大 范 围 的 高 温 过 程 ， 分 别 出 现 在5月16日-19日 ；6月

21日-22日 ；6月28日-7月2日 、7月6日 、16日-20日 、26日-27日 ；8月5日-16日 、

22日-24日、28日-29日；9月6日-13日；9月30日-10月2日（图13）。

　　7月16-20日，大湾区出现大范围高温过程。17日，大湾区26个站中高温站点达

23个；18日26个站均出现35℃以上高温，其中番禺 得极端最高气温39.2℃，这也是

大湾区全年极端最高气温。

2019年大湾区平均高温（日最高气温≥35℃） ，较常年（12.4天）偏

錄

錄

錄



图11　2019年大湾区高温日数分布（天）       图12　2019年大湾区高温日数距平分布（天）

图13　大湾区2019年5月-10月逐日高温站数和最高气温时间演变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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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以来8月历史最多纪 。8月5-16日，大湾区出现持续大范围高温过程，期间

除6日 、13日 、15日 这 三 天 高 温 站 点 为5个 ～7个 外 ， 其 余 时 段 高 温 站 点 均 为13个 ～

25个，其中9日有25个站点出现35℃以上高温，番禺 得8月极端最高气温38.6℃；四

会、三水、南海连续12天均出现高温天气；澳门於8月5-16日连续12天出现酷热天气

（日最高气温在32.6℃或以上）。

8月份大湾区平均高温日数9.5天，较常年同期偏多4.5天，其中珠海高温日数破

錄

錄

　　

2日；2月8日-11日、17日-18日、21日-25日；12月18日-20日，冷空气总体偏弱。

2019年影响大湾区的冷空气主要有5次，分别出现在2018年12月27日-2019年1月

　　

降 温 和 大 风 天 气 ， 过 程 中 日 平 均 气 温 降 温 幅 度8.0℃ （ 香 港 ） ～12.3℃ （ 番 禺 ） ，

2018年12月30日-2019年1月2日 ， 大 湾 区 大 部 分 站 最 低 气 温 均 在10℃ 以 下 ，12月

31日大湾区平均最低气温6.2℃，有4个站过程最低气温低於5℃，其中四会录得大湾

区过程最低气温4.6℃。除南部沿海外，大湾区在此次强冷空气过程中还出现了阴雨

天气。

　　2月8-11日，受较强冷空气影响，大湾区平均气温下降了3℃～14℃。大湾区有

19个站过程降温幅度超过8℃，其中鹤山 得大湾区最大24小时降温7.1℃，三水过程

最大降温幅度13.7℃。

　　2月17-18日，受冷空气影响，大湾区大部分地区平均气温下降了3℃～7℃，其中

南海和鹤山 得全省最大24小时降温6.8℃。

　　2月21-25日，受强冷空气影响，大湾区平均气温普遍下降了4℃～12℃。南海、

增城、惠东等19个站过程降温幅度超过10℃，开平、博罗 得大湾区最大过程降温幅

度11.7℃。此外珠江三角洲出现了轻雾或雾。

　　12月18-20日，受强冷空气南下影响，大湾区南部沿海出现了小雨，大部分站点

平均气温下降4℃～8℃，花都 得过程最大降温幅度9.7℃。另外大湾区大部还出现

2018年12月27日-2019年1月2日，受强冷空气影响，大湾区大部地区出现了急剧

錄

錄

錄

錄

2.开汛早，局地洪涝重

　　

大暴雨，致大湾区3月上旬（3月9日）开汛，较常年平均开汛日期（4月6日）偏早近

1个月。汛期（3月9日-10月15日）大湾区平均降水量1967.3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

17%。各站降水量在1376.2毫米（高要）～2708.5毫米（斗门）之间。与常年同期

相比，大湾区大致正常至偏多10%～50%，其中增城为当地历史同期第一多。“龙舟

水 ” 期 间 （5月21日-6月20日 ） 大 湾 区 平 均 累 积 雨 量461.3毫 米 ， 较 常 年 同 期 偏 多

31%。斗门、增城、鹤山3个站累积雨量均位列历史前三位。“龙舟水”期间大湾区

最大降水量出现在斗门，累积降水达861.8毫米。

　　2019年，大湾区共出现 15 次强降水过程（图14）：2月18日；3月5日-9日；4月

11日-16日、19日-20日、27日；5月5日、23日-30日；6月10日-13日、24日-25日；

7月3日、10日-11日；7月31日-8月2日；8月25日-26日；9月16日-17日；10月7日。

3月5-9日，受冷空气和切变线共同影响，大湾区大部地区出现了大雨到暴雨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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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岛、博罗出现大暴雨以上降水，肇庆怀集凤岗镇 得最大过程雨量448.0毫米。4月

11日晚，深圳市出现短时极端强降水，最大半小时雨量达73.4毫米，为深圳市有气象

记录以来4月份最大半小时雨量。短时极端强降水导致深圳福田区香蜜公园北侧暗渠

清淤施工工地、罗湖区笔架山河暗渠整治项目西湖宾馆段工地、罗湖区市政文锦渠东

湖公园段等3 个工地作业人员遇险，11人死亡。

　　4月19-20日，大湾区出现了大范围暴雨到大暴雨，大湾区26个站平均累积降水

量90.9毫米，其中有13个站出现暴雨以上降水，6个站出现大暴雨。区域站中惠州龙

门县龙城镇 得最大过程雨量411.1毫米，19日广州市白云区钟落潭镇 得最大日雨

量209.5毫米。20日香港天文台发出2019年首个红色暴雨警告信号。据统计，此次暴

雨 过 程 造 成 深 圳 、 佛 山 、 肇 庆0.85万 人 受災， 因 洪 涝災害 死 亡2人 ， 直 接 经 济 损 失

1.5亿元；香港有1名行山人士遇雷击死亡及有2人因舢舨翻侧遇溺身亡。

　　4月27日，受高空槽、切变线和冷空气共同作用，大湾区出现了大雨到暴雨局部

大暴雨，其中广州花都区炭步镇 得最大日雨量224.4毫米，广州黄埔区九龙镇 得

全省最大1小时雨量94.3毫米（27日0时）。

　　5月23-30日，受高空槽、低空切变和弱冷空气共同影响，大湾区出现持续强降

水过程，各地均出现了大雨至暴雨，珠海、江门等地出现了特大暴雨。大湾区过程平

均降水209.7毫米，26个站中有5个站过程降水大於300毫米。区域站珠海金湾区平沙

镇27日 得最大日雨量543.3毫米。据统计，受此次强降水影响，珠海、江门、肇庆

共有5.6万人受災，紧急转移安置0.38万人，直接经济总损失1.4亿元。

4月11-16日，受冷空气和切变线影响，大湾区大部出现了大雨到暴雨，其中上

錄

錄 錄

錄 錄

錄

 图15　5月27日珠海发生内涝，人员被困

3.初 晚， 风少损失小颱 颱

　　

现了特大暴雨。本次强降水过程具有“范围广、时间长、强度强”的特点,9日20时-

13日20时，大湾区过程平均降水116.0毫米，26个站中有17个站过程降水在100毫米

以上。区域站从化吕田镇13日录得最大日雨量280.6毫米。据统计，此次暴雨过程造

成广州、肇庆、惠州、东莞4市共1.5万人受災，直接经济损失0.7亿元。

6月10-13日，大湾区大部分地区先后出现了暴雨到大暴雨，广州、惠州等地出

成，较常年(25.5个)偏多3.5个。但全年仅有2个热带气旋（热带风暴“韦帕”、强热

带风暴“白鹿”）影响大湾区(图16)，具有“初颱晚、颱风少损失小”的特点。

2019年，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共有29个热带气旋（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生

图14　2019年大湾区平均逐日降水量变化



图16　2019年影响大湾区的热带气旋路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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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强热带风暴“白鹿”缓解高温

　　 颱 於

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0级（25米/秒），中心最低气压988百帕，登陆后强度

逐渐减弱为热带风暴级，25日上午10时移入广东境内，给大湾区带来风雨影响。颱风

“白鹿”具有“路径较稳定，结构不对称，降雨范围广”的特点。受“白鹿”环流影

响，25-26日，大湾区出现了大范围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据监测，大湾区26个站

平均累积降水量93.7毫米，其中香港 得大湾区最大两日总降水量266.7毫米；26日

香港 得最大日降水量178.3毫米；中东部海面出现了8级～10级大风，香港还出现了

频密的雷暴及狂风。随着“白鹿”带来的风雨影响，大湾区的高温天气得到明显缓

解。

　　受“白鹿”影响，肇庆市紧急转移安置229人，直接经济损失0.1亿元；香港港铁

东铁线有塌树压毁架空电缆，引致服务受阻，香港多区亦出现电压骤降，电力供应受

影响。

2019年第11号 风“白鹿” 8月25日07时25分以强热带风暴级在福建东山县登

錄

錄

（1）初 “韦帕”影响偏晚颱

　　 颱 於

2019年登陆广东的初颱，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23米/秒，热带风暴级），中

心最低气压985百帕，登陆后横越雷州半岛，2日在广西防城港沿海再次登陆。“韦

帕”是2019年影响大湾区的初颱，影响时间较常年偏晚37天。

　　受“韦帕”环流以及其登陆后南海辐合带影响，7月31日-8月2日，大湾区大部分

地区出现了大雨到暴雨，江门、珠海、香港等地出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据监测，

大 湾 区26个 站 平 均 累 积 降 水 量145.6毫 米 ， 其 中 上 川 岛 得 大 湾 区 最 大 累 积 降 水 量

354.9毫米；8月1日，上川岛 得最大日降水量190.3毫米。1-2日，大湾区沿海地区

普遍录到了平均风7级～9级、阵风11级～12级。澳门气象局7月31日下午2时发出8号

风球，在“韦帕”及天文大潮共同影响下，低洼地区多日早上出现风暴潮水浸，期间

並发出2019年首个黄色风暴潮警告。据统计，此次颱风过程深圳、肇庆、惠州紧急

转移安置0.11万人，直接经济损失12.5万元。韦帕吹袭香港期间，致最少20人受伤，

多宗棚架倒塌，约300公顷农地受影响，在香港导致的直接经济损失估算为0.58亿港

元，约合人民币0.52亿元。

2019年 第7号 风 “ 韦 帕 ” 8月1日17时40分 在 湛 江 市 坡 头 区 沿 海 登 陆 ， 是

錄

图17　香港深水埗天秤被强风吹塌（谭晓晖）



4.春夏强对流天气频繁，破坏力大

　　

12日、4月18日-20日、4月26日-27日、6月12日、7月19-24日、8月12日-15日、8月

17日-19日。 春夏期间强对流天气频繁。

　　2月18-20日，大湾区大部出现了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中广州、佛山部分地区

出现了强雷雨及7级～8级左右大风。

　　3月5-7日，大湾区出现了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部分伴有8级左右雷雨大风

及短时强降水。

　　4月11-12日 ， 受 冷 空 气 和 切 变 线 影 响 ， 大 湾 区 强 降 水 频 繁 ， 多 地 出 现 雷 雨 大

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中惠州、广州、江门、中山等市局地出现了10～12级大

风。11日晚，深圳市出现冰雹、大风、雷暴和强降雨等强对流天气，广州增城、东莞

长安也出现了局地冰雹；香港出现短时强降水及狂风雷暴天气。

　　4月18-20日，大湾区出现了大范围暴雨到大暴雨，强降雨伴随着频繁的雷电和

短 时 大 风 ， 珠 三 角 普 遍 出 现 了6级 ～10级 瞬 时 大 风 ， 惠 州 惠 城 区 录 得 了39.9米 每 秒

（13级）的最大瞬时风。香港4月20日狂风雷暴期间，有1名行山人士被雷电击中死亡

及 有2人 因 舢 舨 翻 侧 遇 溺 身 亡 ， 此 外 当 天 香 港 地 区 录 得9090次 云 对 地 闪 电 ， 是 自

2005年推出闪电定位系统以来4月份的最高纪录。

　　4月26-27日，大湾区大部雷雨频繁，並伴有8级以上短时大风及局地冰雹。

　　6月12日，珠海市香洲区以东海面上出现水龙捲。

　　7月19-24日，大湾区多雷雨天气，雷雨时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和6级～8级的

短时大风。

　　8月12-15日，大湾区部分地区出现了中雷阵雨局部暴雨，其中深圳坪山街道区

域站 得最大日雨量128.1毫米。广州、深圳、东莞局地出现了8级左右雷暴大风。

　　8月17-19日，大湾区大部分地区出现了雷阵雨，部分地区出现了大雨到暴雨，

香港、珠三角局地还出现了雷暴大风。

2019年，大湾区强对流天气主要出现在2月18日-20日、3月5日-7日、4月11日-

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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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煙 異珠三角灰霾统计标准和香港、澳门 霞统计标准有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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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灰霾日数持续偏少，基本无重度灰霾日

　　

其中广州全市平均 18.2 天，较2018年减少14.2 天，为1980年以来最少；广州灰霾天

气主要集中冬春季的2018年12月-2019年3月，其中1月最多，为4.8天。2019年珠三

角平均重度灰霾日0.17天。香港天文台和澳门地球物理暨气象局称霾为 霞*，香港

天文台和香港国际机场2019年煙霞日数分别为8天和16天，较2018年增多5天和3天，

澳门2019年煙霞日数为21天，较2018年增加3天。

据统计，2019年珠三角平均灰霾日数为25.1天，较2018年（38.1）减少13天，

煙

5.秋冬乾燥，森林火险等级高

　　

温偏高、天气晴朗乾燥。特别是10月中旬以后（10月16日-12月31日），大湾区平均

降水仅4.2毫米，有18个站累积雨量不到5毫米，均较常年同期偏少90%以上，其中

11月和12月分别有24个和5个站未录得降水。2019年12月上半月，大湾区平均相对湿

2019年大湾区降水阶段性变化大，9月以前降水偏多，9-12月降水持续偏少，气

度为54.8%，其中3-8日，大湾区日平均相对湿度均低 50%，其中6日仅为30.1%。

　　珠 三 角2019年 共 发 布 森 林 火 险 预 警366次 ，9月 以 来 发 布256次 预 警 ， 其 中 有

106次 森 林 火 险 红 色 预 警 。 香 港2019年 共 发 布39次 火災危 险 警 告 ，9月 以 来 发 布 了

31次警告，其中有13次红色火災危险警告。12月5日，佛山市高明区荷城街道发生森

林火災，此次森林火災是广东近10年来持续时间最长、过火面积最大、风险危害最

大、扑救难度最大的一起山火，各单位团结合作，成功扑灭山火，无人员伤亡。

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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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天文台、澳门地球物理暨气象局：

10、香港所 用之相关定义

11、澳门所採用之相关定义

採

　　

　　热夜天气：当日在天文台总部 得的最低气温在28.0℃或以上。

　　寒冷天气：当日在天文台总部 得的最低气温在12.0℃或以下。

　　降雨日：当日在天文台总部 得的雨量达1.0毫米或以上。

　　酷热天气：当日在地球物理暨气象局主站 得的最高气温达32.6℃或以上。

　　寒冷天气：当日在地球物理暨气象局主站 得的最低气温在12.5℃或以下。

　　降雨日：当日在地球物理暨气象局主站 得的雨量达0.2毫米或以上。

酷热天气：当日在天文台总部 得的最高气温达33.0℃或以上。錄

錄

錄

錄

錄

錄

錄

名词解释：

1、常年：

2、历史：

3、暴雨分级

4、高温：

5、站日或站次：

6、大风：

7、开汛：

8、灰霾

9、热带气旋分级

1981-2010年的统计值。

有气象观测记 以来。

　　暴雨：日降水量≥50毫米且＜100毫米

　　大暴雨：日降水量≥100毫米且＜250毫米

　　特大暴雨：日降水量≥250毫米

日最高气温≥35℃。

粤港澳大湾区观测站包括珠三角9市24个国家气象观测站和香港特别行

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两个观测站，共26个观测站出现某天气现象总日（次）数。

阵风风速≥17.2米/秒。

广东3月1日起，某监测站出现日降水量≥38.0毫米降水，则认为该站前汛期

开始，该日为该监测站前汛期开始日；广东累计前汛期开始站点达到省内监测站点的

50%（或以上）,且达到标准的当日及前1日（48小时内）广东省共有10%以上站点的日

降水量≥38.0毫米，则将该日作为广东省前汛期开始日期。广东开汛就认为大湾区开

汛。

　　广东省气象局：能见度日均值小於10千米且相对湿度日均值小於等於90%。

香港天文台和澳门地球物理暨气象局称霾为 霞：能见度小於5千米，相对湿度小於

95%，无薄雾、雾、降水（香港）；相对湿度小於80%且能见度降至5千米或以下（澳

门）。

錄

煙

中国气象局：

热带气旋的等级

热带低压（TD）

热带风暴（TS）

强热带风暴（STS）

颱风（TY）

强 风（STY）颱

超强 风（SUPERTY）颱

底层中心附近最大平均
风速，单位：米/秒，

（2分钟平均）
底层中心附近最大风力（级）

热带气旋类别 接近风暴中心最高平均风力（10分钟平均）

热带低气压

热带风暴

强烈热带风暴

颱风

强 风颱

超强 风颱

每小时41至62公里

每小时63 87至 公里

每小时88 117至 公里

每小时118 149至 公里

每小时150 184至 公里

每小时185公里或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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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大湾区平均气温23.5℃，较常年偏

高1.0℃，为1961年以来大湾区年平均气温

最 高 。 其 中 香 港 和 澳 门 分 别 为 1884和

1952年有气象记 以来最温暖的年份。錄

2018年12月 至2019年2月 天 气 持 续 温 暖 ，

大湾区冬季平均气温17.0℃ ，较常年同期

偏高1.9℃，为1961年以来最暖科季。香港

和澳门也经历了一个自1884年和1952年有

气象记 以来最温暖的冬季。錄

2019年 仅 有 2个 台 风 影 响 大 湾 区 。 初

“韦帕”(热带风暴级)于8月1日在湛江市坡

头 区 沿 海 登 陆 ， 影 响 时 间 较 常 年 偏 晚37

天 。 第11号 风 “ 白 鹿 ” 于8月25日 以 强

热带风暴级在福建登陆，上午10时移入广

东境内，给大湾区带来风雨影响。

颱

颱

初 晚， 风个数少损失小颱 颱

2018年 12月 27日 -2019年 1月 2日 ， 受 强 冷 空 气 影

响，大湾区大部地区出现了急剧降温和大风天气，

过 程 日 平 均 气 温 降 温 幅 度 8.0℃（ 香 港 ） ~12.3℃

（番禺），四会 得大湾区过程最低气温4.6℃。錄

2019年大湾区主要出现8次强对流天气过程，其中

7次出现在3月-8月。其中，香港4月20日狂风雷暴

期间，有1名行山人士被雷电击中死亡及有2人遇

溺身亡。

3月5-9日，大湾区大部地区出现了大雨到暴雨局部

大暴雨，致大湾区3月上旬开汛，较常年平均开汛

日期偏早近1个月。“龙舟水”期间大湾区平均累

积雨量461.3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31%，5月底强

降水致多地内涝，“6.10”暴雨致局地洪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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