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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暴雨灾害特征及服务需求探析

李坤玉 ，王维国

国家气象中心，北京　１０００８１

摘　要：基于２００７—２０１８年国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暴雨灾害案例，根据不同国家的地理位置将其主要分为东南亚、南

亚、中亚、西亚／中东、蒙俄、中东欧地区共６个区域，分别从地域和时间两个维度分析了暴雨灾害时空分布特征，其中，重点分

析了暴雨灾害高发区的东南亚和南亚地区的气候特征和灾害分布特点。结果表明：东南亚地区中印度尼西亚是暴雨灾害最

多的国家，灾害大致呈“双峰”型年际分布，７月—次年１月灾害次数较多，尤其１月为全年最多；南亚地区中印度是暴雨灾害

最多的国家，近年来灾害大致呈逐渐减少的趋势，５—９月是灾害高发期，尤其７月为全年最多。此外，从社会经济状况和防灾

减灾能力等方面探析暴雨灾害气象服务需求，需进一步深化与东南亚和南亚等地区的交流合作，开展跨国和跨区域的防灾减

灾基础研究，探索暴雨灾害孕育机理，以提升暴雨灾害风险应对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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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一带一路”（ｔｈｅＢｅｌｔａｎｄＲｏａｄ）是“丝绸之路

经济带”和“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２０１３年

９月和１０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访中亚和东南

亚期间，分别提出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２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合作倡议。随着“一带一路”

合作倡议的持续推进，我国逐步加强了对沿线国家

的项目建设和投资，然而沿线国家极端气象灾害风

险高，尤其是东南亚和南亚等地区暴雨及其衍生灾

害频发，而且防灾减灾基础薄弱，导致灾害损失大。

暴雨灾害，是指长时间降雨过多或区域性持续的大

雨、暴雨以上强度降雨以及局地短时强降雨引发江

河洪水泛滥，冲毁堤坝、房屋、道路、桥梁，淹没农田、

城镇等，或者引发泥石流、滑坡等衍生灾害，造成农

业或其他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的一种灾害（中国气

象局，２００９）。暴雨灾害主要受自然因素，也有社会

和人为因素的影响。自然因素包括天气和气候条

件、地理环境和地势位置等，其中天气和气候因素是

引发暴雨的直接原因。

自“一带一路”合作倡议提出以来，气象科技工

作者对沿线区域的自然灾害做了很多基础性研究工

作。如刘哲等（２０１８）分析了中国重点区域的自然灾

害损失和时空分布特征；毛星竹等（２０１８）统计了沿

线国家自然灾害的发展趋势和空间格局；王维国等

（２０１７）分析了“一带一路”建设的气象服务能力；孔

锋等（２０１７）建议建立南海地区自然灾害风险防范机

制以提高服务能力。然而，针对“一带一路”沿线区

域致灾严重的暴雨洪涝及其衍生灾害研究极少，尤

其是暴雨灾害的分布特征规律研究，因此对灾害预

测、防灾减灾等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和现实意义。

文中，基于２００７—２０１８年国外“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暴雨灾害案例，利用数理统计方法，分析暴雨灾

害的时空分布特征及各区域的气候特征，并从社会

经济状况和防灾减灾能力等方面，探析暴雨灾害气

象服务需求，以期为“一带一路”防灾减灾提供参考。

１　资　料

文中，所用的暴雨灾害资料均为中国气象局国

家气候中心在监测的全球范围内每月国外发生的重

大灾害性天气气候事件过程中收集的资料，包括暴

雨灾害及其衍生灾害事件，但不包括台风和北印度

洋气旋风暴产生的暴雨及其衍生灾害。参考相关研

究（刘清杰，２０１７；国家气候中心，２０１９），根据国外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地理位置和气候特征，将研

究范围确定为６４个国家（表１）。

　表１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Ｔａｂｌｅ１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ａｌｏｎｇｔｈｅＢｅｌｔａｎｄＲｏａｄ

区域 主要国家

　中亚 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

　蒙俄 蒙古国、俄罗斯

　东南亚 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缅甸、泰国、老挝、柬埔寨、越南、文莱、菲律宾、东帝汶

　南亚 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阿富汗、斯里兰卡、马尔代夫、尼泊尔、不丹

　中东欧
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塞尔维亚、黑山、马其顿、波黑、阿尔巴尼亚、

爱沙尼亚、立陶宛、拉脱维亚、乌克兰、白俄罗斯、摩尔多瓦

　西亚／中东
土耳其、伊朗、叙利亚、伊拉克、阿联酋、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巴林、科威特、黎巴嫩、阿曼、也门、约旦、以色列、巴勒斯坦、

亚美尼亚、格鲁吉亚、阿塞拜疆、埃及

２　暴雨灾害分布特征

２１　区域分布

分析图１发现，２００７—２０１８年国外“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暴雨灾害的发生总次数为３８９次，其空间

分布极不平均，具有很强的地域性。从区域分布来

看，南亚和东南亚是暴雨灾害的高发区和重灾区，发

生次数分别为１５８次和１５５次，占“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暴雨灾害总次数的４０６％和３９８％。中亚、西

亚／中东、蒙俄和中东欧国家的暴雨灾害发生次数较

少，仅占“一带一路”沿线总次数的１９６％，尤其是

蒙俄和中亚暴雨灾害发生次数少。

２２　年际分布

分析图２发现，国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暴雨

灾害发生次数大致呈先增加后减少的趋势，平均每

年发生３２４次。２００７年、２００９—２０１３年每年发生

次数均在３０次以上，其中２０１０年和２０１２年发生次

数较多，分别为４６次和４５次；２００８年、２０１４—２０１８

年每年发生次数均少于３０次。这是因为２０１０年、

２０１１年和２０１２年均为拉尼娜年，全球陆地降水显

著增加，尤其是东南亚地区的印度尼西亚等国家多

暴雨洪涝灾害。其中２０１０年６月，赤道中、东太平

３１３李坤玉 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暴雨灾害特征及服务需求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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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国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２００７—２０１８年暴雨灾害区

域分布

Ｆｉｇ．１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ｒａｉｎｓｔｏｒｍ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ｓｉｎ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ａｌｏｎｇ

ｔｈｅＢｅｌｔａｎｄＲｏａｄｆｒｏｍ２００７ｔｏ２０１８

洋进入拉尼娜状态，并于１０—１２月达到最强，东南

亚及周边地区热带对流活动偏强，造成热带太平洋

及周边地区气象灾害明显增多。２０１０年１０月，印

度尼西亚暴雨成灾，近１５０人死亡失踪；越南暴雨引

发洪涝和山体滑坡，至少１４０人死亡失踪；１０—１１

月，泰国遭遇暴雨洪涝，２５５人死亡，８６６万人受灾。

２０１１年８月—２０１２年３月赤道中、东太平洋又一次

拉尼娜事件形成。２０１１年７—１２月，泰国出现半个

世纪最严重洪灾，７４０人死亡，近９００万人受灾；８—

１０月，柬埔寨发生洪灾，２４７人死亡，１５０万人受灾；

９—１１月，越南发生洪灾，１００人死亡，５０万人受灾。

２０１２年１月，菲律宾暴雨引发泥石流导致近１８０人

死亡失踪。另外，２０１２年６—１０月，南亚多个国家

和地区也遭遇强降雨及其引发的洪水、山洪、泥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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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国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２００７—２０１８年暴雨灾害年

际分布

Ｆｉｇ．２　Ａｎｎｕ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ｒａｉｎｓｔｏｒｍ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ｓｉｎｃｏｕｎ

ｔｒｉｅｓａｌｏｎｇｔｈｅＢｅｌｔａｎｄＲｏａｄｆｒｏｍ２００７ｔｏ２０１８

流等衍生灾害袭击，造成重大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

其中６月下旬，孟加拉国东南部连续暴雨引发洪水

和泥石流灾害，至少１００人死亡，５万人受灾；７—９

月，印度多地频繁遭遇强降水袭击并引发洪水，逾

３００人死亡；９—１０月，巴基斯坦由于持续暴雨引发

的洪水造成４５５人死亡，超过６００万人受灾。

２３　暴雨灾害月度分布

分析图３发现，国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暴雨

灾害全年均可能发生，大致呈“单峰”型分布。其中，

５—８月为灾害高发期，其中７月的总次数为最多６０

次，占全部次数的１５４％；５月、６月和８月的发生

总次数分别为３９、４１和４７次，占全部次数的１０％、

１０５％和１２１％。相对而言，２—３月是灾害发生频

率较低的时段，仅占全部次数的７５％。究其原因，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多位于北半球，而暴雨高发的

南亚和东南亚又属于季风区域，受夏季风影响，７月

和８月是北半球夏季降雨较多的时段，暴雨、洪涝等

灾害数量增多，引发的泥石流、崩塌和滑坡等次生灾

害数量也相应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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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国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２００７—２０１８年暴雨灾害的

月分布

Ｆｉｇ．３　Ｍｏｎｔｈｌｙ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ｒａｉｎｓｔｏｒｍ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ｓｉｎｃｏｕｎ

ｔｒｉｅｓａｌｏｎｇｔｈｅＢｅｌｔａｎｄＲｏａｄｆｏｒｍ２００７ｔｏ２０１８

３　区域暴雨灾害分析

３１　东南亚地区

东南亚地区位于亚洲东南部的中南半岛和马来

群岛，其中中南半岛主要属于典型热带季风气候，有

明显的干、雨季之分，一般而言５—１０月为降雨充沛

的雨季，１２月—次年３月为干燥少雨的干季，包括

国家有缅甸、泰国、越南、老挝和柬埔寨；马来群岛分

布在赤道附近的太平洋和印度洋之间的广阔海域，

主要国家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是热带雨林气候，气

４１３ 犕犲狋犲狅狉狅犾狅犵狔犪狀犱犇犻狊犪狊狋犲狉犚犲犱狌犮狋犻狅狀犚犲狊犲犪狉犮犺　气象与减灾研究　２０１９，４２（４）



候特征为高温多雨（盛承禹，１９８８）。东南亚地区是

世界上人口分布最稠密的地区之一，也是“一带一

路”沿线暴雨灾害的重灾区之一。

分析图４ａ发现，东南亚地区国家中印度尼西亚

暴雨灾害发生次数最多，为５８次，占东南亚地区总

数的３７４％；菲律宾、泰国和越南的发生次数较多，

分别为２３、２０和２４次，各占 １４８％、１２９％ 和

１５５％；老挝可能因国际关注度较低，官方信息少，

暴雨灾害统计次数仅为２次，远少于邻国越南和泰

国，没有代表性。因此，东南亚国家中印度尼西亚、

菲律宾和越南、泰国等国家需加强防范重大暴雨及

其衍生灾害。

从年际分布（图４ｂ）来看，东南亚地区２００７—

２０１８年暴雨灾害次数大致呈“双峰”型分布，总体变

化为先增加后减少再增加的趋势，年平均发生１２９

次。其中，２００９—２０１３年发生次数较多，特别是

２０１２年发生次数最多，为２１次；２００８年、２０１５年发

生次数较少，均低于１０次。

从月际分布看（图４ｃ），７月—次年１月发生次

数较多，月次数均超过１３次。其中，１月暴雨灾害

总次数２０次，为全年最多，主要发生在印度尼西亚；

２—６月发生次数较少，每月次数不超过１０次。暴

雨灾害发生次数最多的两个国家印度尼西亚和菲律

宾位于马来群岛，全年高温多雨；暴雨灾害发生次数

较多的国家泰国和越南位于中南半岛，５—１０月降

雨充沛。由此可见，中南半岛和马来群岛暴雨灾害

月际分布特征与当地的气候特点大致对应。

３２　南亚地区

南亚地区以南亚次大陆为主体，位于亚洲南部

的喜马拉雅山中、西段以南和印度洋之间，其中印

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为临海国家，尼泊尔、不丹、

阿富汗为内陆国家，斯里兰卡、马尔代夫为岛国。南

亚大部地区属于热带季风气候区，３—５月为热季，

高温少雨；６—９月为雨季，降雨充沛，集中全年９０％

的降水量；１０月—次年２月为凉季，凉爽干燥（盛承

禹，１９８８）。南亚地区是世界上人口最多和最稠密的

区域，也是“一带一路”沿线暴雨灾害最严重地区。

从各国分布看（５ａ），南亚国家中，印度暴雨灾害

发生次数最多，共计６９次，占南亚地区的４３７％；

巴基斯坦和尼泊尔发生次数次多，分别为２６次和

２３次，占南亚地区的１６５％和１４６％；斯里兰卡、

孟加拉国和阿富汗发生的次数也均在１０次以上。

因此，南亚各个国家需加强防范暴雨及其衍生灾害。

从年际分布看（图５ｂ），南亚地区２００７—２０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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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东南亚地区２００７—２０１８年暴雨灾害的国家（ａ）、年

（ｂ）、月（ｃ）分布

Ｆｉｇ．４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ａｎｎｕａｌ（ｂ），ａｎｄｍｏｎｔｈｌｙ（ｃ）ｄｉｓｔｒｉｂｕ

ｔｉｏｎｏｆｒａｉｎｓｔｏｒｍ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ｓｉｎ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Ａｓｉａｆｒｏｍ

２００７ｔｏ２０１８

年暴雨灾害大致呈逐渐减少的趋势。其中，２００７年

发生次数最多（１８次），２００８—２０１１年发生次数较

２００７年减少；２０１２年发生次数为次多（１６次），

２０１３—２０１４年发生次数较２０１２年减少；２０１５年发

５１３李坤玉 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暴雨灾害特征及服务需求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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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南亚地区２００７—２０１８年暴雨灾害的国家（ａ）、年（ｂ）、

月（ｃ）分布

Ｆｉｇ．５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ａｎｎｕａｌ（ｂ），ａｎｄｍｏｎｔｈｌｙ（ｃ）ｄｉｓｔｒｉｂｕ

ｔｉｏｎｏｆｒａｉｎｓｔｏｒｍ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ｓｉｎＳｏｕｔｈＡｓｉａｆｒｏｍ２００７

ｔｏ２０１８

生次数为１５次，２０１６—２０１８年发生次数较２０１５年

偏少，其中２０１７年为极小值６次。南亚地区暴雨灾

害年平均发生１２７５次，与东南亚地区年平均１２９

次仅相差０１５次。

从月际分布看（图５ｃ），暴雨灾害发生次数呈典

型“单峰”型分布。其中５—９月为灾害高发期，特别

是７月发生次数为全年最多，为３５次；１２月—次年

３月发生次数较少，月次数均不超过５次。这与南

亚地区热带季风气候的雨季和干季大致对应。

３３　西亚／中东地区

西亚／中东地区位于亚洲西部，地形以高原为

主，大部地区属于半干与干燥的草原气候和沙漠气

候，干旱少雨；地中海沿岸国家属于地中海气候，夏

季无雨少云、炎热干燥，冬季温和多雨（盛承禹，

１９８８）。２００７—２０１８年暴雨灾害发生次数较少为３７

次，年平均３１次。其中，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和也

门暴雨灾害发生次数较多，分别为８次、７次和６

次，其余国家发生次数为１—４次。究其原因，土耳

其属于地中海气候，降水集中在冬季，夏季十分干

旱；沙特阿拉伯绝大部分地区属于沙漠气候；也门西

部红海沿岸山地气候炎热潮湿，是阿拉伯半岛最湿

润的地区（盛承禹，１９８８）。

从年际分布看（图６ａ），仅２０１０年出现１０次暴

雨灾害，其余年份发生次数为１—４次，２０１１年和

２０１４年未发生。从月际分布看（图６ｂ），４月和１１

月暴雨灾害次数较多，为７次和８次，其余月份发生

次数为１—４次，３月未有暴雨灾害统计。因此，西

亚地区４月和１１月需防范暴雨及其衍生灾害。

３４　中东欧国家

中东欧国家位于欧洲中东部，是连接欧亚大陆

的门户，地形以平原为主，北部毗邻波罗的海沿岸的

国家属于温带海洋性气候，一年四季降水比较平均；

南部介于亚得里亚海和黑海之间的国家属于亚热带

地中海气候，降雨集中在冬季，夏季最少；中部地带

绝大部分地区属于温带大陆性气候，冬季干燥，夏季

湿润（盛承禹，１９８８）。２００７—２０１８年暴雨灾害发生

次数较少，为２４次。

从年际分布看（图略），中东欧国家暴雨灾害数

目呈减少的趋势，仅２００７年出现６次暴雨灾害，

２０１０年为４次，２０１４年为３次，其余年份暴雨灾害

发生次数不超过２次，２０１５年和２０１８年未有暴雨

灾害记录。从月际分布看（图略），夏季的６月和８

月发生次数较多，分别为７次和４次；其余大部月份

发生次数为１—２次，４月未发生暴雨灾害。

３５　蒙古国和俄罗斯

蒙古国和俄罗斯位于亚洲北部，同时俄罗斯西

部又属于欧洲东部的一部分，是欧亚大陆的中心地

带，也是衔接“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桥梁；大部地区

属于温带大陆性气候，降雨主要集中在夏季，短促温

６１３ 犕犲狋犲狅狉狅犾狅犵狔犪狀犱犇犻狊犪狊狋犲狉犚犲犱狌犮狋犻狅狀犚犲狊犲犪狉犮犺　气象与减灾研究　２０１９，４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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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西亚地区２００７—２０１８年暴雨灾害的年（ａ）、月（ｂ）分布

Ｆｉｇ．６　Ａｎｎｕａｌ（ａ）ａｎｄｍｏｎｔｈｌｙ（ｂ）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ｒａｉｎ

ｓｔｏｒｍ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ｓｉｎＷｅｓｔＡｓｉａｆｏｒｍ２００７ｔｏ２０１８

暖，冬季则漫长酷寒（盛承禹，１９８８）；２００７—２０１８年

暴雨灾害发生总次数仅为１２次。

从年际分布看（图略），蒙古和俄罗斯仅２０１２

年、２０１６—２０１７年每月发生２—３次暴雨灾害，其余

年份暴雨灾害次数均不超过１次。从月际分布看

（图略），４—１０月每月发生１—２次暴雨灾害，１１

月—次年３月未发生，且暴雨灾害主要出现在俄罗

斯，发生总次数为１０次。

３６中亚地区

中亚地区地处亚欧大陆腹地，地形以平原和丘

陵为主。由于远离大洋，地形上周围高、中间低的特

点，气候干燥，大部地区为沙漠和半沙漠；汛期在春

夏季，主要是雪山融化和冬春降雨引起（盛承禹，

１９８８）。２００７—２０１８年暴雨灾害仅发生３次，分别

发生在２００９年、２０１０年和２０１７年。

４　服务需求探析

４１　社会经济状况

“一带一路”沿线６４个国家，大多为新兴经济体

和发展中国家，因受经济水平和科技实力的影响，部

分国家未形成完备的防灾减灾业务化体系。对比分

析暴雨灾害的区域分布特征和当地社会经济状况，

“一带一路”沿线的东南亚和南亚地区，不仅是暴雨

灾害的重灾区，而且绝大多数国家为中等偏下收入

或低收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受人力和财力

的限制，人才、科研设施和软硬件等方面问题突出，

相应的防灾减灾能力亦较弱；若发生暴雨灾害，由于

防灾减灾能力较低，加之当地人口稠密，可能会遭受

更严重的经济损失和人员伤亡。而西亚和中东欧地

区，绝大多数国家为高收入或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经

济水平总体较高，能够有效支撑防灾减灾能力的提

升，规避自然灾害风险，降低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４２　服务需求探析

“一带一路”合作倡议的提出和不断推进，极大

地促进了中国和沿线国家的经贸发展、对外产业投

资、能源合作及各项基础设施建设（孔锋等，２０１７）。

尤其是“一带一路”合作倡议涉及大量基础设施和交

通、电力、通讯、能源、产业园区等重大工程项目，如

中老、中泰等铁路网，中塔公路二期、喀喇昆仑公路

等公路建设，科伦坡港口城、吉布提港口建设等（王

维国等，２０１７）。

然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处于世界环太平洋

和北半球中纬度两大自然灾害带（宋国友，２０１５），面

临巨大的自然灾害风险。如东南亚、南亚等区域受

热带季风气候或热带雨林气候影响，降雨丰沛，多局

地性强降雨，并且地质环境复杂，是暴雨洪涝及山体

滑坡、泥石流等衍生灾害的高发区，因此，对当地“一

带一路”项目的安全实施带来风险。而当地绝大多

数国家经济欠发达，气象观测、灾害风险预测预警能

力较弱，并且面对特大灾害的物资储备和应急救援

能力不强，难以面对重大自然灾害形成系统性的监

测预警、防治和应急的综合防范能力，因此，不但严

重威胁当地社会经济发展、公众生命财产损失，更是

对我国的境外投资和项目实施带来安全隐患。

中国气象局制定发布了《气象“一带一路”发展

规划（２０１７—２０２５年）》。截至２０１９年５月，中国气

象局与“一带一路”国家签署双边科技合作协议的国

家已达到２３个；自主研制的新一代全球数值预报系

统（ＧＲＡＰＥＳ）为沿线国家防灾减灾提供支持，风云

气象卫星覆盖沿线４０多个国家和地区，广泛应用于

气象预报、防灾减灾、科学研究等领域；自主研发的

远洋气象导航系统为中国至南亚、非洲、欧洲等多条

航线的船只提供精准、安全的导航服务；中国气象局

７１３李坤玉 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暴雨灾害特征及服务需求探析



与巴基斯坦气象部门合作，为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提

供气象保障服务，等等。

在此基础上，未来还需深入加强与东南亚、南亚

等国家的气象合作，包括气象观测资料和灾害信息

交换、灾害风险区划与风险预评估、科研成果交流、

气象仪器和装备、气象人员培训等，借鉴中国全面的

暴雨灾害监测预警系统和综合灾害风险评估体系，

在基础设施建设和重大工程项目中，提前规避风险

地区，提高防灾水平。

同时，暴雨灾害的发生与天气条件、气候背景、

地形条件（付超等，２０１７）等自然因素密切相关，具有

明显的区域特征和分布规律，并不受国界和行政区

域界限的限制。还需加强国际合作，开展跨国和跨

行政区域的防灾减灾基础研究，通过物理模型构建、

灾害发生和演变过程研究，探索暴雨灾害孕育发生

机理；并建立暴雨灾害数据库，完善其分布特征的统

计分析，提升对暴雨灾害规律的认识和把握能力，为

“一带一路”建设提供科学可靠的数据和信息。

５　结　语

“一带一路”沿线不同国家和地区由于自然条件

和气候特点的差异，发生暴雨灾害的时空分布特征

各有不同。综合而言，时间分布上，５—８月为灾害

高发期；空间分布上，东南亚和南亚地区是暴雨灾害

的高发区，中亚、西亚／中东、蒙俄和中东欧国家虽然

发生次数较少，但发生灾害时损失不可低估；东南亚

和南亚受经济条件和防灾减灾能力的影响，在遭受

暴雨灾害时损失惨重。其中，东南亚地区中印度尼

西亚是暴雨灾害最多的国家，灾害大致呈双峰型年

际分布，７月—次年１月灾害次数较多，尤其１月为

全年最多；南亚地区中印度是暴雨灾害最多的国家，

近年来灾害大致呈逐渐减少的趋势，５—９月是灾害

高发期，尤其７月为全年最多。

随着“一带一路”合作倡议的继续推进，气象部

门需继续围绕国家部署和防灾减灾需求，积极响应

号召，进一步深化与暴雨及其衍生灾害频发、防灾减

灾基础薄弱的东南亚和南亚等地区的交流与合作，

开展跨国和跨区域的防灾减灾基础研究，共同探索

暴雨灾害孕育发生机理和分布规律，提升暴雨灾害

的风险预警和应对策略，规避灾害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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