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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根据本《WMO天气、气候和水极端事件造成的死亡

和经济损失图集》中的新数据，在1970年至2019年
间，共发生了11000多起与天气、气候和水相关的灾

害，造成了200多万人死亡和3.64万亿美元的损失。

随着风险的增加，经济损失也在上升。但是，残酷的

统计数据背后，也蕴藏着希望。本《WMO图集》第

二版表明，多灾种早期预警系统（MHEWS）的实施

已使死亡率大幅下降。很简单，我们在拯救生命方面

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出色。

基于影响的预报旨在为公众提供天气发展状况及其影

响的信息。WMO在促进基于影响的预报、促进国家气

象部门与灾害管理机构的对口部门加大协调等方面发

挥着先锋作用。此举正在改善防灾、备灾和灾害响应。

但前路漫漫。天气观测方面仍有重大缺口，特别是在非

洲和岛屿国家，这削弱了地方和全球预警的准确性。

此外，193个WMO会员中，只有一半拥有多灾种早期

预警系统。《2015-2030年仙台减少灾害风险框架》 

（仙台框架）认识到了MHEWS的显著效益， 

将MHEWS纳入了其七个全球目标之一：“到2030年
大幅增加人民获得和利用多灾种预警系统以及灾害

风险信息和评估结果的几率。”

《WMO天气、气候和水极端事件造成的死亡和经济

损失图集》对灾害流行病学研究中心（CRED）的突发

事件数据库（EM-DAT）进行了分析。自其2014年首

版发布以来，已经发生了很多变化。WMO为本第二

版设定了更高的标准，将数据进一步细分到灾情级

别，以获得更大粒度。作为一个科学组织，WMO提

供的关于风险和影响的统计数据极为重要，可以并

应该成为旨在保护生命和生计的能力发展、政策制

定和决策的基础。

本报告揭示了过去50年来的主要经验教训，包括： 

• 考虑到不断变化的气候因素，审查危害风险和脆

弱性，以反映热带气旋可能已改变路径、强度和

速度。

• 加强国家到国际层面上的灾害风险融资机制，特别

是针对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和地区。

• 针对干旱等缓慢发生的灾害制定积极的综合性

政策。

本报告还介绍了《WMO关于灾害性天气、气候、水和

空间天气事件编目》。全面实施后，它将加强国家发展、

规划和预防的统计基础，并为理解从国家到全球层面

的危害风险和影响提供坚实的基础。

气候变化导致的天气、气候和水等极端事件的数量

在不断增加，并将在世界许多地方加剧并频繁出现。

因此，WMO全系统正在努力提高确定和减少与这些

极端事件相关风险的能力，并加强这些危害事件的早

期预警系统。

我要感谢我们的合作伙伴：联合国减少灾害风险办

公室和世界卫生组织，以及各位作者和供稿者。我也

要感谢CRED在分析阶段与我们合作。

值此努力实现《仙台框架》目标之时，《WMO天气、 

气候和水极端事件造成的死亡和经济损失图集》提

供了关于天气、气候和水相关危害及其影响的宝贵洞

见和重要信息。

佩特里·塔拉斯教授

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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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和方法学
背景

1 美元价格调整为2018年：http://www.emdat.be/database。

与天气、气候和水相关危害继续对全世界的健康以及

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不利影响。由于我们的社会和国

家日益相互依存，因此其中一些影响已经逐级上升，

已从地方上升到国家层面，甚至上升到国际层面。

本图集提供的分析基于灾害流行病学研究中心

（CRED）的突发事件数据库（EM-DAT）。EM-DAT
包含了与几种类型自然灾害（地球物理、气象、气候、

水文、生物和地外灾害）相关的灾害数据，以及可追

溯到1900年的技术灾害。关于CRED的更多信息见

附件一和二。

根据CRED EM-DAT1，从1970年到2019年，有22326
起灾害符合其记录标准。据报告这些灾害造成4607671
人死亡和4.92万亿美元的经济损失（图1）。

对EM-DAT记录的分析表明，所有记录灾害中的62%， 

所有死亡的80%和几乎所有（99%）的经济损失都与

自然灾害有关。

在22326起灾害中，有11072起是由天气、气候和水害

等造成的。这些灾害导致206万人死亡和3.64万亿美

元的损失。因此，在过去的50年里，所有记录在案的

灾害中的50%、相关死亡的45%和相关经济损失的

74%是由天气、气候和水害等造成的（图4）。

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和《仙台框架》呼吁各

国通过加强减少风险的进程来提高其复原力。

本出版物重点关注与天气、气候和水相关的灾害对社

会的影响，强调需要开展更多工作以支持《仙台框架》

实施方面存在差异的领域；还呼吁通过更系统地将损

失归因于基本灾害而关注在加强灾害核算过程中可以

实现的重大利益。

希望这份出版物能强调不同的国际组织和利益相关

方在损失和损害核算方面建立伙伴关系的重要性，

以期提高对损失核算和相关灾害数据库标准的认识

并予以加强。

复合灾害 自然 技术

总计 = �������人死亡总计 = �����起灾害 总计 = �.��万亿美元

62%

0%

38%

(a)

13%

80%

7%

(b) (c)

99%

1%

图图11    19701970--20192019年期间，年期间，EMEM--DATDAT记录的所有灾害的(记录的所有灾害的(aa)灾害数量、()灾害数量、(bb)死亡人数、（)死亡人数、（cc）经济损失的分布。图中未显示的类别表示）经济损失的分布。图中未显示的类别表示

其百分比四舍五入为零或为零。其百分比四舍五入为零或为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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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害大类 自然 技术

灾害亚类

灾害主
要类型

气象

   风暴
   极端温度
   雾*

   干旱
   野火
   冰川湖溃决*

   洪水
   滑坡
   波作用量*

气候 水文 生物 地球物理 地外

图图22    EMEM--DATDAT分类方案分类方案22； ； ** 表示由于没有数据，该灾种已从分析中排除 表示由于没有数据，该灾种已从分析中排除

方法学

2 本出版物反映了对自然危害组中天气、气候和水极端情况的分析，用不同程度的绿色表示。浅蓝色的方框不包括在内，但在事件记录中与天气、气候
和水极端事件相关的技术危害除外。

本图集对EM-DAT中记录的1970年至2019年50年间

的灾害进行了统计分析，并描述了与天气、气候和水相

关灾害的分布和影响。为了突出特定天气、气候和水害

的影响，我们在可能的情况下将数据细分到灾害的亚

类型和次亚类型（见图2和附件二表10）。

我们进行了质量控制和验证。该过程包括(a) 将2020
年1月下旬从EM-DAT收到的完整数据集与用于发布

2014年图集的数据集进行比较，以验证一致性并确

定变化和更新；(b) 数据集质量审查，以确保事件记

录得到验证并尽可能归于正确的相关危害；(c) 准备

分析数据；(d) 数据的分析和可视化。

所进行的分析遵循了EM-DAT的分类方案，如图2和附

件二表10所示。此外，在本图集出版时，EM-DAT中没

有雾、冰川湖溃决和波浪作用等主要灾害类型的灾害

记录，因此在分析和相关图形中，这些灾害已被排除。

本图集对全球范围以及对所有WMO六个区域进行了分

析（见附件三图42和表17），对数据库中记录的50年的

灾害数量、相关死亡人数和经济损失进行了评估，并按

十年（1970-1979年、1980-1989年、1990-1999年、 

2000-2009年和2010-2019年）单位进行了评估，以突

出重大灾害和差异领域，以及明显的时间趋势。本图集

提供了在这些时期内全球和每个WMO区域在死亡人

数和经济损失方面最严重的10个灾害名单。EM-DAT
提供了以国家为中心的危害影响视图。这意味着，当一

个热带气旋影响几个国家时，每个国家都有事件记录。

这一点在本图集中因单一热带气旋在不同国家引发多

起灾害、造成死亡人数和经济损失排名前十的表格中

有清楚体现。在“聚焦热带气旋”一节中，我们采用了

以灾害为中心的视图，所有与该危害有关的事件记录

均被汇总到一个单一危害事件中。

为了确保本出版物涵盖所有与天气、水和气候相关的

灾害，我们还对技术危害组进行了审查，以确定在哪些

地方自然危害被列为首要或主要因素。这次审查发现

技术组中有60个灾害符合这一标准：

• 51起交通事故–共67人死亡，无经济损失记录；

• 6起杂类事故–共145人死亡，无经济损失记录；

• 3起工业事故–共2519人死亡，损失15823美元。

其中一个例子包括46起与“恶劣天气”等自然危害相

关的交通事故（如沉船、航空事故等）。这些灾害记录

已被列入相应的危害类型下的自然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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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DAT数据还利用两种不同的经济分类（联合国国

别分类3和世界银行按收入组分类的国别分类4）进行

了分析，以便在可能的情况下，记录各种经济组别的严

重影响（附件四）。 

在“聚焦热带气旋”一节中，本图集对EM-DAT数据进

行了详细分析，以提取所有与热带气旋有关的记录。 

EM-DAT将风暴分为三种类型：热带气旋、温带风暴和

对流风暴。为了提取本节数据，我们采取了以下步骤： 

(a) 所有记录均以热带气旋灾害亚类型提取，共产生

了1945条灾害记录；(b) 审查EM-DAT中其他数据库

参数是否提及热带气旋，如日期、地点和相关灾害； 

(c) 由于EM-DAT中的灾害是在国家层面上记录的，

而且一个影响多个国家的特定热带气旋会有多个灾

害记录（每个国家一个），在本分析中，对于“聚焦热

带气旋” 一节，我们将所有相关灾害记录汇总到了

与之相关的特定热带气旋上。 

3 联合国, 2019: 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 https://www.un.org/development/desa/dpad/wp-content/uploads/sites/45/WESP2019_BOOK-
ANNEX-en.pdf。
4 世界银行, https://datahelpdesk.worldbank.org/knowledgebase/topics/19280-country-classification。

图集大纲

本图集由以下部分组成：

• 背景和方法学

• 灾害事件归因于自然危害和气候变化

• 1970年至2019年因天气、气候和水等危害造成的死

亡和经济损失状况。其中包括来自1970年至2019年
全球和WMO区域层面EM-DAT记录的结果，以及 

“聚焦热带气旋”这一详细介绍与这些现象相关

影响的特别章节。

• 灾害损失数据库的作用和潜力。这部分素材部分

来自两个WMO合作伙伴：UNDRR，它提供了关

于如何开发和利用灾害损失和损害数据来监测《

仙台框架》的内容；WHO，它提供了关于突发事件

对卫生健康的影响、量化死亡率、卫生部门改进监

测灾害死亡率的挑战和机遇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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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气象组织简介

世界气象组织（WMO）是联合国的一个专门机构，有

193个会员国和地区。它是联合国系统在地球大气状态

和行为、其与陆地和海洋的相互作用、其产生的天气和

气候以及由此产生的水资源的分布方面的权威声音。

由于天气、气候和水循环不分国界，全球范围内的国

际合作对于气象和业务水文的发展以及从其应用中

获益至关重要。WMO为此类国际合作提供了框架。

WMO的前身是国际气象组织。它成立于1873年，旨在

促进跨越国界的天气信息交换。WMO成立于1950年， 

1951年成为联合国的专门机构，职责涉及气象 

（天气和气候）、业务水文和相关地球物理科学。 

自成立以来，WMO在促进人类安全和福祉方面发挥

了独特和强大的作用，促进了其会员的国家气象和水

文部门（NMHS）之间的合作，并推动了气象学在许

多领域的应用。

本组织不断促进免费和不受限制地（实时或近实时）

交换数据与信息、产品与服务，关乎社会安全和保障、

经济福利和保护环境等事项。WMO为在国家和国际

层面上制定这些领域的政策做出了贡献。

本组织在监测和保护环境的国际活动中发挥着主导

作用。WMO与其他联合国机构和NMHS合作，支持

实施多项环境公约，并协助向各国政府提供有关事

项的建议和评估。这些活动有助于确保各国的可持

续发展和福祉。

NMHS夜以继日开展工作，在全球范围内提供重要

的天气、气候和水相关信息。它们提供的有关灾害性 

天气、空气质量波动以及气候变迁和变化等早期可

靠预警，帮助决策者、社区和个人能够更好地应对与

天气、气候和水有关的极端事件。它们的预警有助于

拯救生命和财产，保护资源和环境，并支持社会经济

增长。WMO支持NMHS开展这项工作，并帮助它们

履行在减少灾害风险、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以及可持

续发展领域的国际承诺。

WMO尤其促进和推动：

• 建立观测站网络，以提供与天气、气候和水相关

的数据；

• 建立和维护数据管理中心和电信系统，以提供并

快速交换与天气、气候和水相关的数据；

• 制定观测和监测标准，以确保世界各地采用的做法

和程序充分一致，从而确保数据和统计的同质性；

• 将业务气象和水文领域的科学技术应用于运输 

（空中、陆地和海上）、水资源管理、农业、能源、

卫生和其他重点领域；

• 业务水文活动，以及加强各自独立的国家和地区

级NMHS之间的合作；

• 协调气象及相关领域的研究和培训。

有关WMO的更多信息，请访问其网站： 

https://public.wmo.int/zh-h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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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害事件归因于自然危害和气候变化

灾害归因于自然危害

记录自然危害对社区和社会（包括人和生计）的影

响，需要有详细的关于人力和经济成本以及与之相

关的危害事件的数据。这项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是

在国家层面进行的，信息的质量取决于记录灾害性

天气事件和损失数据、将其归因于基础自然现象，

以及在国家级损失与损害数据库中登记的方式。 

这些记录在区域和全球层面汇总，并支持各级广泛

的研究、开发和防灾活动和措施。

收集数据并登记到数据库的过程是这些数据库的重

要部分，这个过程称为灾害损失核算。损失核算过程

应确保所有相关的损失数据均得到收集，并在足够细

分的水平上，将其归因于相应的基础现象，以便能够

为防灾和减灾措施提供信息。

传统上，灾害损失的记录过程涉及汇编死亡和经济

损失方面的损失和损害，然后根据各种来源，如报纸

报道和其他文献，以及有危害监测任务的国家科技机

构或服务机构（如NMHS），把它们归因于一种危害 

事件。这个过程中的关键挑战包括：缺乏全球公认的

方法来根据事件的起始和终止时间以及空间范围来

独一识别事件，也缺乏一个标准化的全球事件术语，

以便在国家、区域和全球范围内进行比较。另一个关

键挑战是：缺乏应用标准化的方法（适用于所有尺

度：国家、区域和全球）来系统地记录损失和损害

以及对起因的相关归因。这些起因不仅包括危害事

件及其特征，还包括社会风险和脆弱性。

《仙台框架》鼓励各国“系统评价、记录、分享和公

开说明灾害损失，并结合具体事件的灾患暴露程度

和脆弱性信息，适当理解经济、社会、卫生、教育、

环境和文化遗产方面的影响”（四、优先行动，第24
（d）段）。还在其优先领域4中呼吁各国“建立个案

登记机制和灾害死亡数据库，以改进发病和死亡预

防工作”（优先领域4，第33（n）段）。

WMOWMO对损失和损害核算界的支持对损失和损害核算界的支持

为了应对上述挑战，2019年，世界气象大会批准了名为 

“WMO灾害性天气、气候、水和空间天气事件编目” 

（WMO-CHE）的方法学。作为NMHS观测和监

测职能的一部分，它为系统地记录地球大气、天气、

气候、水和空间天气事件、为NMHS在损失和损害核

算方面更好地服务于利益相关方奠定了基础（决议12 
（Cg-18））。一旦投入使用，这一方法学将应对上述

挑战，确保每个事件的记录都有唯一的标准化事件名

称、起始和终止时间、空间影响区域，并有能力将事件

与更大尺度的现象联系起来（如将暴雨、强风、风暴潮

关键定义关键定义
危害：可能造成生命损失、伤害或其他健康影响、财产损失、社会和经济破坏或环境退化的过程、 

现象或人类活动。

灾害：由于灾害性事件与暴露度、脆弱性和能力等条件的相互作用而严重扰乱任何规模社区或社会运

作的后果，可导致以下一个或多个方面的损失和影响：人员、物质、经济和环境。

来源：UNDRR指标和术语问题不限成员名额政府间专家工作组，https://www.undrr.org/termi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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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水和山体滑坡与热带气旋联系起来），以及将级联

事件联系起来。这一联系功能使该方法学可以从局地

（微观事件）扩展到更大的现象，包括气候时间尺度 

（图3），使损失和损害数据可以在小的或微观层面的

危害（如风暴潮）上细分，或汇总到更大的尺度（如热

带气旋）。该方法学鼓励NMHS与负责记录损失和损

害信息的机构和组织（如灾害管理机构）建立或保持

伙伴关系，以确保针对科学现象的数据和信息与相关

的影响类数据系统地联系起来。

必须确保事件（基础危害）的名称在全球范围内实现标

准化，以确保对区域和全球事件进行比较。为此，WMO
已批准了一份事件（自然危害）初始清单，将把它纳入

方法论及其实施。该清单包括WMO任务范围内的危

害，其名称已经WMO会员商定；其他自然危害将通过

正式的WMO政府间程序添加。

5 该审查详见：https://council.science/wp-content/uploads/2020/06/UNDRR_Hazard-Report_DIGITAL.pdf。

2019年5月，UNDRR和国际科学理事会（ISC）联合

成立了一个技术工作组，旨在确定与《仙台框架》有

关的各种危害的范围，作为各国审查并加强其减少

风险政策和业务风险管理做法的基础。本图集展示

了这项国际合作努力的初步成果。技术工作组通过

与来自相关科学团体、联合国机构、私营部门和其他

合作伙伴的500多名技术专家广泛磋商，采用了迭代

过程，汇编并审查了所列危害。该危害清单包括302
种危害，分为8个组别：气象和水文、地外、地质灾

害、环境、化学、生物、技术、社会等。这个危害清单

是目前最实用的清单，但它不是固定不变的，需要定

期审查和更新。该清单已被纳入UNDRR/ISC《危害

定义和分类审查技术报告》，以提高危害术语的一致

性，并促进《仙台框架》的实施5。我们计划每年审查

并更新一次，以纳入更多的危害和最新的危害研究与

信息。WMO任务范围内的危害将通过WMO组成机

构进行更新，纳入“审查”并予以更新。

热带气旋

全球
（特别分析）

3b3a30ec-03f3-445d-8f86-76cb5447e9ee

洪水大雨

f3df3f02-7574-4�e-beea-021af820bc47

风暴潮

0882b06f-ed9a-40d2-9f96-df0da7130ee9

国家

区域

114bd279-dde4-48c9-b20d-db1c967bfa4c

图图33  通过唯一标识符对事件进行交联的实例（蓝线表示连接）  通过唯一标识符对事件进行交联的实例（蓝线表示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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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MO-CHE旨在为负责损失和损害核算的国家机构

提供权威的、经科学审查的危害事件数据集，以协助

损失和损害核算、加强风险评估。这一倡议正在通过

已建立的WMO全球观测、监测和预报网络，在国家

层面以及区域和全球层面实施。 

极端事件归因于气候变化
在此，极端事件的定义是在一定时间和空间内发生的

自然事件，在量级、地点、时间点和/或范围方面具有

异常特征。当一个极端天气型式持续一段时间（如一

个季度），可以被归类为极端气候事件，特别是如果它

产生的均值或总数本身就是极端的（例如长达一个季

度的干旱或暴雨）。自然气候变迁（包括厄尔尼诺等现

象）通常会产生天气和气候两种极端事件。即使没有人

为造成的气候变化，各种天然的天气和气候极端事件

仍会发生。归根结底，不断变化的气候会导致天气和

气候极端事件的频率、强度、空间范围、持续时间和

发生时间产生变化，而这些变化可能是前所未有的。

当极端气候事件发生时，一个常见的问题是“这个事

件是由气候变化引起的吗？”。科学家们提问的方式

有所不同：“这一事件的发生是否受到了人类对气候

的影响，如果是，影响程度如何？”近年来，对这一问

题的回答已成为非常活跃的研究领域。人们已经使

用了各种方法，但最常见是在所有已知的气候强迫下

运行气候模式，包括人为和自然强迫，或只使用自然

强迫。使用两套模式运行来比较有关事件的概率或

特征，可以确定事件概率或特征受人为因素影响的程

度。其结果通常表示为“可归因风险分数”，即事件是

人类对气候影响而非自然变迁的结果的概率。这些研

究中，很多是在事件发生一到两年后才出现的，但人们

也越来越有意使用已有方法在事件发生后尽快对事

件进行归因分析。

文框文框11    WMOWMO对《仙台框架优先领域》的贡献对《仙台框架优先领域》的贡献
优先领域优先领域11：理解灾害风险：理解灾害风险

WMO涉及《2015-2030年仙台减少灾害风险框架》四个优先重点中的两个。在与损失和损害核算的利

益相关方（如联合国减少灾害风险办公室（UNDRR）、世界银行、灾害流行病学研究中心突发事件数据

库（CRED EM-DAT））以及私营部门利益相关方的合作下，WMO正在开发《WMO灾害性天气、气候、 

水和空间天气事件编目》（WMO-CHE）。该目录将提供国家层面的灾害性天气、气候、水和空间天

气事件的记录，还可以扩展到全球层面。193个WMO会员的国家气象水文部门（NMHS）以及其区

域中心正在实施WMO-CHE，系统地记录灾害性事件，作为其业务观测和监测能力的日常职责。 

从WMO-CHE生成的数据集包括针对每个事件的唯一标识符，这将有助于在地方到国家层面进行更

准确的损失和损害核算，通过更一致和更标准化的方法，将损失归因于相关危害，以满足《仙台框架》

优先重点1的要求。

优先领域优先领域4：加强备灾以作出有效响应，并在复原、恢复和重建中让灾区“重建得更好”：加强备灾以作出有效响应，并在复原、恢复和重建中让灾区“重建得更好”

自成立以来，WMO一直致力于实施早期预警系统，以保护人民和生计。WMO现已通过若干举措， 

如灾害性天气预报计划、骤洪指导系统、沿海洪水预报倡议、气候服务信息系统、全球多灾种警报系

统和高影响天气项目等，重新调整了对会员的支持重点，以加强其基于影响的多灾种早期预警系统

（MHEWS）。

这些系统旨在加强对天气、气候和水相关危害影响的预报和预警，这样做将显著提高WMO会员确定

并减少与此类危害相关风险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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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尺度灾害性天气事件（如雷暴和龙卷风）中发现

人类影响的研究还不多，但在更大尺度上发生的单

一极端事件的归因方面已经取得了进展。根据最近在

《美国气象学会公报》年度增刊上发表的同行评审研

究报告，在2015年至2017年期间，报告的77个事件中

有62个显示出人类活动对事件的发生有重大影响，包

括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例如通过影响大气环流型式

促成事件的发生）。

自2015年以来，几乎所有关于显著热浪的研究都发现， 

由于人为造成的气候变化，其发生概率已显著增加。 

例如Imada等人（2019）发现，如果没有人类的影

响，2018年7月影响日本的热浪便不可能发生。

一般来说，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覆盖大面积的指标

（例如全国月平均温度）会得到最明确的结果，而在

单个地点、几天时间内的结果则有更多的不确定性。

越来越多的研究也发现，人类对极端降雨事件的影响

有时是与其他主要气候影响因素（如厄尔尼诺南方涛

动（ENSO））结合在一起的。2016年6月和7月中国东部

发生的极端降雨就是一个实例。Sun和Miao（2018） 

以及Yuan等人（2018）的研究发现，人类的影响大

大增加了事件发生的概率，而第三个研究（Zhou等
人，2018）中的信号则不太明显。

与热浪不同，关于将干旱事件归因于人类活动因素，尚

未形成明确的结论。其原因是ENSO等大型海洋和大

气振荡引发的年际变迁的强烈影响。但一些热浪事件

显示出了人类的直接或间接影响。2016/2017年东非

发生的干旱就是一例（Funk等人，2019年），它受到

的是西印度洋温暖海面温度的极大影响，其中有人

类影响的成分。

关于人类对飓风或热带气旋活动的影响，人们知之甚

少。有新的证据表明，在西北太平洋海盆，热带气旋最

大强度所在纬度已明显向极地方向偏移。

人类活动引起的气候变化造成了与热带气旋相关的极

端海平面事件的增加（高信度），这进一步增加了洪水

等其他极端事件的强度和相关影响。在所有的未来排

放情景下，到2050年，世界上许多地区的低洼大城市、

三角洲、海岸和岛屿可能每年都会经历这些事件。

人为引起的气候变化增加了观测到的降水，这种观点

具有中等信度。在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子中，2017年袭击

美国休斯顿地区的飓风“哈维”是有史以来破坏力最强

的飓风之一，造成的损失超过了1250亿美元，一项研究

认为是人类影响使飓风期间的降雨量约增加了15%， 

估计不确定性范围在8%至19%之间（Oldenborgh 
等人，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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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至2019年与天气、气候和水相关的
危害造成的死亡人数和经济损失状况

6 注：本出版物中所有提到的“危害”一词均指天气、气候和水害。若危害一词用于指代或包括其他危害，如自然、技术、生物、地质等，则会特别说明。
7 EM-DAT将风暴分为三种类型：热带气旋、温带风暴和对流风暴。

本节提供了全世界和WMO各区域关于天气、气候和水

等极端事件影响的数据和统计资料，除明确说明外，

均以EM-DAT记录为基础。此外，本节最后重点介绍

了与热带气旋有关的影响，并纳入了其他来源的资料

全球全球

根据1970年至2019年的EM-DAT记录，天气、气候和

水害占所有灾害（包括技术危害）的50%，占全部已报

告死亡人数的45%，占全部已报告经济损失的74%， 

即死亡人数达206万，经济损失达3.6万亿美元6。

这50年间，平均每天都有一场与天气、 

气候或水害相关的灾难发生，造成每天

115人死亡、2.02亿美元的损失。

排名前排名前1010的死亡人数和经济损失的死亡人数和经济损失

在排名前十的灾害中，期间导致最大人类损失的危害

是干旱（650000人死亡）、风暴（577232人死亡）、 

洪水（58700人死亡）和极端温度（55736人死亡） 

（表1（a））。在经济损失方面，排名前十的事件包括风

暴（5210亿美元）和洪水（1150亿美元）（表1（b））。 

就死亡人数和经济损失而言，排在前10位的风暴事

件都是热带气旋7 。造成损失最严重的10场灾难中

有3场发生在2017年：飓风“哈维”（969亿美元）、 

“玛利亚”（694亿美元）和“厄玛”（582亿美元）。 

仅这三次飓风就占了1970年至2019年全球十大灾害

经济损失总额的35%。

在已记录的与天气、气候、水相关的灾害类型中，洪水

最常见，但风暴造成的人员和经济损失最大。

按十年分列的灾害按十年分列的灾害

这50年间，灾害数量增加了五倍：1970-1979年共记录

了711起灾害，2000-2009年共记录了3536起（图4）。

按十年分列的死亡人数按十年分列的死亡人数

EM-DAT的记录显示，从1970年到2019年，与天气、 

气候和水相关的灾害造成的死亡人数减少了近三倍。

死亡人数逐十年下降，从20世纪70年代的5万多人死

亡降至21世纪10年代的2万以内。20世纪70和80年代

平均每天报告170起相关死亡。在20世纪90年代，这一

平均数下降了三分之一，为每天90例相关死亡，然后在

21世纪10年代继续下降至每天40例相关死亡（图4）。

全球早期预警系统取得了重要进展，降

低了天气、气候和水害造成的死亡人数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
（2012））。

按十年分列的经济损失按十年分列的经济损失

这50年间，日均损失达到了2.02亿美元。从20世纪70
年代到21世纪10年代，由天气、气候和水等极端事件

造成的经济损失增加了七倍（图4）。2010-2019年报

告的损失（十年间日均3.83亿美元）是1970-1979年
报告金额（4900万美元）的七倍（图4）。风暴是最普

遍的破坏原因，造成的全球经济损失也最大，也是唯

一归因部分持续增加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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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灾种划分的灾害和影响分布按灾种划分的灾害和影响分布

全球有44%的灾害与洪水有关（河流洪水占24%，一

般洪水占14%），17%与热带气旋有关。在人员损失

方面，热带气旋和干旱是最普遍的灾害，分别占1970-
2019年因灾死亡人数的38%和34%。在经济损失方

面，38%与热带气旋有关，而各类洪水占31%，其中包

括河流洪水（20%）、一般洪水（8%）以及骤洪（3%） 

（图5（a-c））。

根据联合国国家分类，在天气、气候和水

害等造成的所有死亡当中，91%出现在发

展中经济体。在世界银行国家分类中比例

相似，根据其分类，82%的死亡出现在低

收入和中等偏下收入国家。

按联合国及世界银行国家分类划分的灾害按联合国及世界银行国家分类划分的灾害
影响影响

两种不同的经济分类方法学–联合国和世界银行– 

均表明，天气、气候和水极端事件造成的绝大多数已

报告死亡发生在发展中国家，而发达国家则蒙受了大

部分经济损失。根据联合国国家分类，91%有记录的

死亡出现在发展中经济体，而59%的经济损失发生

在发达经济体（图6）。根据世界银行国家分类，82%
的死亡发生在低收入和中等偏下收入国家，而中等

偏上收入以及高收入国家则蒙受了大部分经济损失

（88%）（图7）。



表表11  根据已报告的（  根据已报告的（aa）死亡人数和（）死亡人数和（bb）经济损失排名前）经济损失排名前1010的灾害（的灾害（1970–20191970–2019））88  

(a) 灾种 年份 国家 死亡人数

1 干旱 1983 埃塞俄比亚 300 000

2 风暴（波拉） 1970 孟加拉国 300 000

3 干旱 1983 苏丹 150 000

4 风暴（高尔基） 1991 孟加拉国 138 866

5 风暴（纳尔吉斯） 2008 缅甸 138 366

6 干旱 1973 埃塞俄比亚 100 000

7 干旱 1981 莫桑比克 100 000

8 极端温度 2010 俄罗斯联邦 55 736

9 洪水 1999 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 30 000

10 洪水 1974 孟加拉国 28 700

(b) 灾种 年份 国家
经济损失 

（单位：十亿美元）

1 风暴（卡特里娜） 2005 美国 163.61

2 风暴（哈维） 2017 美国 96.94

3 风暴（玛利亚） 2017 美国 69.39

4  风暴（厄玛） 2017 美国 58.16

5 风暴（桑迪） 2012 美国 54.47

6 风暴（安德鲁） 1992 美国 48.27

7 洪水 1998 中国 47.02

8 洪水 2011 泰国 45.46

9 风暴（艾克） 2008 美国 35.63

10 洪水 1995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25.17

8 根据EM-DAT指南，记录持续一年以上的干旱及其开始的年份（起始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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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旱 极端温度 洪水 滑坡 风暴 野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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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44  按灾种和十年期划分的全球（  按灾种和十年期划分的全球（aa）灾害数量、（）灾害数量、（bb）死亡人数、（）死亡人数、（cc）经济损失的分布）经济损失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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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55  按灾种划分的全球（  按灾种划分的全球（aa）灾害数量、（）灾害数量、（bb）死亡人数、（）死亡人数、（cc）经济损失的分布（）经济损失的分布（1970–20191970–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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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灾害数量
总计= �����起灾害

(b) 死亡人数
总计= �������人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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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66  按联合国全球国家分类划分的全球（  按联合国全球国家分类划分的全球（aa）灾害数量、 ）灾害数量、 

（（bb）死亡人数、（）死亡人数、（cc）经济损失的分布（）经济损失的分布（1970–20191970–2019））

图图77  按世界银行全球国家分类划分的全球（  按世界银行全球国家分类划分的全球（aa）灾害数量、 ）灾害数量、 

（（bb）死亡人数、（）死亡人数、（cc）经济损失的分布（）经济损失的分布（1970–20191970–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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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

在此50年间，与天气、气候和水等极端事件有关的死亡人数中，35%发生在非洲， 

尽管该地区仅占全球经济损失的1%。

在非洲，从1970年至2019年，有记录的1695起灾害造

成的经济损失达385亿美元，共731747人丧生。非洲

与天气、气候和水相关的灾害占全球报告的15%，相

关死亡占全球报告的35%，经济损失占1%。尽管与

洪水相关的灾害最为常见（60%），但干旱导致的死

亡人数最高，占该地区所有死亡人数的95%（图8）。
绝大多数死亡发生在严重干旱期间，如1973年和1983
年的埃塞俄比亚干旱（总计40万人死亡）、1981年莫

桑比克干旱（10万人死亡）以及1983年苏丹干旱（15
万人死亡）。这四起干旱事件占非洲该50年天气、气

候和水极端事件所致死亡总数的89%（表2（a））。 

风暴（37%）和洪水（34%）给非洲造成的经济损失

最大，其次是干旱（26%）（表2（b））。地图1和地图

2按国家/地区标示出了死亡人数和经济损失的分布。

排名前排名前1010的死亡人数和经济损失的死亡人数和经济损失

有记录的排名前10的最致命灾害占这一时期死亡总数

的95%（696334人死亡）。有记录的经济损失排名前

10的事件占全部损失的38%（143.7亿美元）（表2）。 

其中四起事件发生在过去10年（2010-2019）。2019
年袭击莫桑比克的热带气旋伊代和1990年的南非

干旱并列为非洲该50年来两起经济损失最高的事件 

（估值均为19.6亿美元）。

按十年期划分的灾害和影响 按十年期划分的灾害和影响 

自2000年以来，与洪水相关的灾害显著增加，洪水占

这一时期已记录灾害的66%。1980至1989年，因四起

干旱相关灾害，报告的死亡人数极高：埃塞俄比亚报

告了30万人死亡、苏丹15万人、莫桑比克10万人、乍得3
千人（表2（a））。这四起事件占非洲该50年报告的死

亡人数的89%。2010-2019年这十年，经济损失显著

增加，高达125亿美元，而1970-2009年中每十年的平

均损失为65亿美元（图8）。

按灾种划分的灾害和影响的分布按灾种划分的灾害和影响的分布

图9（a–c）为按灾种划分的灾害总数、造成的死亡

人数和经济损失的分布。分析表明四种灾害最为普

遍：河流洪水（占灾害的34%、占经济损失的25%）、 

干旱（占灾害的16%、占经济损失的26%）、热带气旋 

（占灾害的8%、占经济损失的25%）以及一

般洪水（占灾害的17%、占经济损失的7%）。 

这四种灾害的综合影响占非洲与天气、气候和

水相关灾害的四分之三（75%），占该地区经

济损失的83%。死亡人数大部分与干旱相关， 

占灾害相关死亡人数的95%。

按联合国和世界银行国家分类划分的灾害按联合国和世界银行国家分类划分的灾害
及其影响的分布及其影响的分布

根据联合国国家分类方案（图10），EM-DAT中记录

的发生灾害的所有非洲国家/地区均为发展中经济

体。世界银行将一些非洲国家/地区列入较高收入类

别，包括加那利群岛（西班牙）、留尼旺（法国）和塞舌

尔为高收入，阿尔及利亚、博茨瓦纳、加蓬、利比亚、 

毛里求斯、纳米比亚、圣赫勒拿、阿松森和特里斯坦

达库尼亚（英国）以及南非为中等偏上收入。根据世

界银行国家分类，51%的灾害发生在低收入国家， 

35%在中等偏下收入国家（图11），而这些灾害造成的

几乎所有死亡（99%）均发生在低收入到中等偏下收

入国家。经济损失的划分相当平均：根据世界银行分

类，非洲报告的经济损失中有43%发生在高收入到中

等偏上收入国家/地区，而超过半数（57%）出现在低

收入到中等偏下收入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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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22  非洲根据已报告的（  非洲根据已报告的（aa）死亡人数和（）死亡人数和（bb）经济损失排名前）经济损失排名前1010的灾害（的灾害（1970-20191970-2019））

(a) 灾种灾种 年份年份 国家国家 死亡人数死亡人数

1 干旱 1983 埃塞俄比亚 300 000

2 干旱 1983 苏丹 150 000

3 干旱 1973 埃塞俄比亚 100 000

4 干旱 1981 莫桑比克 100 000

5 干旱 2010 索马里 20 000

6 干旱 1973 索马里 19 000

7 干旱 1980 乍得 3 000

8 洪水 1997 索马里 2 311

9 滑坡 2017 塞拉利昂 1 102

10 洪水 2001 阿尔及利亚 921

(b) 灾种灾种 年份年份 国家国家
经济损失经济损失

（单位：十亿美元）（单位：十亿美元）

1* 干旱 1990 南非 1.96

1* 风暴（伊代） 2019 莫桑比克 1.96

3 洪水 1987 南非 1.72

4* 风暴（埃米莉） 1977 马达加斯加 1.48

4* 干旱 2015 埃塞俄比亚 1.48

6 干旱 1999 摩洛哥 1.38

7 干旱 1976 塞内加尔 1.35

8 干旱 2017 南非 1.22

9 风暴（热尔韦斯） 1975 毛里求斯 0.95

10 洪水 2011 阿尔及利亚 0.89

* 死亡人数或经济损失相同的国家并列排名。

马达加斯加穆龙达瓦附近上空铺天盖地的饥饿蝗虫。（Pawel Opaska/Alamy Stock Pho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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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地图11  非洲报告的灾害及相关死亡人数（  非洲报告的灾害及相关死亡人数（1970–20191970–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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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地图22  非洲报告的灾害及相关经济损失（  非洲报告的灾害及相关经济损失（1970–20191970–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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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88  按灾种和十年期划分的非洲（  按灾种和十年期划分的非洲（aa）灾害数量、（）灾害数量、（bb）死亡人数、（）死亡人数、（cc）经济损失的分布）经济损失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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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经济损失
总计= ���亿美元

图图1010  按联合国国家分类划分的非洲（  按联合国国家分类划分的非洲（aa）灾害数量、（）灾害数量、（bb）死亡）死亡

人数、（人数、（cc）经济损失的分布。图中未标示的类别表示其百分比）经济损失的分布。图中未标示的类别表示其百分比

舍入到零或是零。舍入到零或是零。

图图1111  按世界银行国家分类划分的非洲（  按世界银行国家分类划分的非洲（aa）灾害数量、（）灾害数量、（bb）死）死

亡人数、（亡人数、（cc）经济损失的分布。图中未标示的类别表示其百分）经济损失的分布。图中未标示的类别表示其百分

比舍入到零或是零。比舍入到零或是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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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

这50年间，天气、气候和水极端事件造成亚洲1百万人丧生，经济损失1.2万亿美元。

在亚洲，从1970年至2019年，共记录了3454起灾

害，975622人丧生，报告的经济损失达1.2万亿美元。

亚洲约占全球报告的与天气、气候和水相关灾害数量的

三分之一（31%），死亡人数接近全球死亡人数的一半

（47%），相关经济损失占三分之一（31%）。

其中大部分灾害与洪水（45%）和风暴（36%）有关。

风暴对生命的影响最大，死亡人数中72%是风暴造

成的，而洪水造成的经济损失最大（57%）。亚洲记

录的由排名前10的灾害导致的死亡人数占该地区总

死亡人数的70%（680837人死亡），占该地区经济损

失的22%（2666.2亿美元）。地图3和地图4按国家标

示出了死亡人数和经济损失的分布。

排名前排名前1010的死亡人数和经济损失的死亡人数和经济损失

在亚洲造成生命损失排名前10的灾害中，热带气旋是

最常见的危害。三个热带气旋，包括1970年和1991年
孟加拉国的两个（造成438866人死亡）以及2008年
缅甸的一个（导致138366人死亡），使总体灾害统计

数据出现扭曲：0.1%的事件占到该地区报告死亡人数

的60%（表3（a））。由于这两个热带气旋造成的重大

生命损失，孟加拉国的死亡人数占该50年亚洲报告死

亡人数的一半以上（53%）（地图3和地图4）。

在经济损失方面，最常见的危害是洪水。亚洲地区造成

经济损失最大的六起灾害都发生在中国（表3（b））， 

占排名前10事件的60%。中国是亚洲受灾最重的国家，

天气、气候和水事件造成的经济损失占该地区的一半

（49.7%），在该50年所造成的损失达5980亿美元。

按十年期划分的灾害和影响按十年期划分的灾害和影响

在此期间，归因于天气、气候和水害的有记录的灾害

数量承上升态：每十年都有更频繁的已报告灾害， 

50年来，从平均每十五天发生一次灾害增加到了每三

天发生一次。在过去二十年中，平均每年记录了一百零

四起灾害。这一增长可能是由于报告偏差，即随着技

术进步和国际上对减少灾害风险的关注，自2000年
以来，灾害记录比前几十年更加频繁。

在此期间，已报告死亡人数承波动状态，每十年间有

增有减，而经济损失则持续大幅增加。

有记录的10起最致命的事件中，五起发生在20世纪

70年代，九起发生在2000年之前。10起经济损失最

大的事件中，四起发生在最近的2010-2019这十年 

（图12和表3）。

按灾种划分的灾害和影响的分布按灾种划分的灾害和影响的分布

图13（a–c）为按灾种划分的灾害总数、造成的死亡人

数和经济损失的分布。在有记录的灾害数量中，三种最

常见的灾害是：河流洪水（23%）、热带气旋（21%）和

一般洪水（14%）。热带气旋造成的死亡人数占比最大

（70%），而洪水（一般洪水（12%）及河流洪水（9%）） 

造成的死亡人数共占21%。在经济损失方面，河流洪

水（38%）、热带气旋（30%）和一般洪水（15%）都

是亚洲最普遍的灾害。这三种灾害类型共占该地区

灾害的58%，占死亡人数的91%、经济损失的83%。

按联合国和世界银行国家分类划分的灾害按联合国和世界银行国家分类划分的灾害
及其影响的分布及其影响的分布

按联合国国家分类进行的分析表明，绝大多数有记

录的灾害（89%）、相关死亡人数（99%）和经济损

失（85%）均发生在发展中国家（图14）。根据联合

国国家分类，亚洲将近百分之九十记录的灾害、死亡

人数和经济损失均发生在发展中经济体。而世界银

行国家分类提供了更细致的结论：低收入到中等偏

下收入国家报告的灾害占已报告灾害的51%、相关

死亡人数占89%、经济损失占25%（图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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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33  根据（  根据（aa）报告的死亡人数和（）报告的死亡人数和（bb）经济损失在亚洲排名前）经济损失在亚洲排名前1010的灾害（的灾害（1970–20191970–2019）。）。TCTC表示热带气旋导致的灾害。表示热带气旋导致的灾害。

(a) 灾种 年份 国家 死亡人数

1 风暴（波拉） 1970 孟加拉国 300 000

2 风暴（高尔基） 1991 孟加拉国 138 866

3 风暴（纳尔吉斯） 2008 缅甸 138 366

4 洪水 1974 孟加拉国 28 700

5 洪水 1975 中国 20 000

6 风暴（TC） 1985 孟加拉国 15 000

7 风暴（TC） 1977 印度 14 204

8 风暴（05B） 1999 印度 9 843

9 风暴（TC） 1971 印度 9 658

10 洪水 1980 中国 6 200

(b) 灾种 年份 国家
经济损失

（单位：十亿美元）

1 洪水 1998 中国 47.02

2 洪水 2011 泰国 44.45

3 洪水 1995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25.17

4 极端温度 2008 中国 25.06

5 干旱 1994 中国 23.72

6 洪水 2016 中国 22.92

7 洪水 2010 中国 21.10

8 洪水 1996 中国 20.52

9 风暴（密瑞儿） 1991 日本 18.76

10 洪水 2014 印度 16.90

菲律宾阿克兰省长滩岛，台风乌苏拉使许多省份电力中断。（Michael Wels/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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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起事件造成�����人死亡，

����年和����年洪水所
致死亡人数占总数的三分之一

印度
过去��年的���起灾害导

致������人丧生，����年、
����年和����年的风暴

造成�����人死亡

缅甸
����年的风暴

造成�����人死亡孟加拉国
����年和����年

亚洲最高的总
死亡人数 

报告的死亡总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无数据或有争议
的国家/地区

地图地图33  亚洲报告的灾害及相关死亡人数（  亚洲报告的灾害及相关死亡人数（1970–20191970–2019））

报告的经济损失总额
(����‒����)，单位：十亿美元

� ‒ �.�
>�.� ‒ �.�
>�.� ‒ ��.� 
>��.� ‒ ���.� 
>���.� ‒ ���.� 
无数据或有争议
的国家/地区

中国
遭受最严重的灾害，

损失达����亿美元，����年的洪
水是亚洲经济损失最大的事件 

印度
����年的一场洪水
造成���亿美元损失

泰国
��%的经济损失

（���亿美元）是����年的
洪水造成的

日本
���起灾害造成����

亿美元损失。����年的一场风
暴造成���亿美元损失

地图地图44  亚洲报告的灾害及相关经济损失（  亚洲报告的灾害及相关经济损失（1970–20191970–2019））

亚洲亚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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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报告的灾害数量
总计 =����起灾害

(b) 报告的死亡人数
总计 = ������人死亡

(c) 报告的经济损失（单位：十亿美元）
总计 = �.�万亿美元

图图1212  按灾种和十年期划分的亚洲（  按灾种和十年期划分的亚洲（aa）灾害数量、（）灾害数量、（bb）死亡人数、（）死亡人数、（cc）经济损失的分布）经济损失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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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的经济损失

(b)
按灾种划分的已报
告的死亡人数

(a)
按灾种划分的已报
告的灾害数量

图图1313  按灾种划分的亚洲（  按灾种划分的亚洲（aa）灾害数量、（）灾害数量、（bb）死亡人数、（）死亡人数、（cc）经济损失的分布（）经济损失的分布（1970–20191970–2019））

亚洲亚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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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5%

89%

1%

99%

1%14%

85%

a)

33%

16%

40%

11%

c)

57%

18%

21%

4%

b)

1%10%

86%

3%

世界银行国家分类联合国国家分类

发达经济体 高收入 中等偏上收入

低收入转型期经济体

发展中经济体

中等偏下收入

(a) 灾害数量
总计= ����起灾害

(b) 死亡人数
总计= ������人死亡

(c) 经济损失
总计= �.�万亿美元

图图1414  按联合国国家分类划分的亚洲（  按联合国国家分类划分的亚洲（aa）灾害数量、（）灾害数量、（bb）死亡）死亡

人数、（人数、（cc）经济损失的分布（）经济损失的分布（1970–20191970–2019）。图中未列出的类别）。图中未列出的类别

表示其百分比舍入到零或是零。表示其百分比舍入到零或是零。

图图1515  按世界银行国家分类划分的亚洲（  按世界银行国家分类划分的亚洲（aa）灾害数量、（）灾害数量、（bb）死）死

亡人数、（亡人数、（cc）经济损失的分布（）经济损失的分布（1970–20191970–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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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美洲

从1970-2019年，南美洲记录了867起灾害，造成了57892人丧生、经济损失达1009亿美元。 

洪水（59%）是该地区最常见的致灾成因，死亡人数累计占该地区的77%，报告的经济损失占58%。

前前1010位的死亡人数和经济损失位的死亡人数和经济损失

本地区有记录的前10灾害造成的死亡人数占总数的

60%（34854人），占经济损失的38%（392亿美元）。 

按死亡人数排名前10的灾害事件中，洪水占90%， 

按经济损失排名前十的灾害中，洪水占41% 
（表4（a，b））。总之，在此50年间，该地区洪水导致

的灾害数量最多（59%）、生命损失最大（77%）、 

经济损失最重（58%）。地图5和地图6按国家标示出

了死亡人数和经济损失的分布。

按十年期划分的灾害和影响按十年期划分的灾害和影响

从十年期来看，洪水相关灾害的数量普遍有所增加，

经济损失有显著增加，但在此50年间报告的死亡人

数并没有明显的趋势（图16）。洪水相关灾害从20世
纪90年代的50%增至21世纪头十年的60%以及21世
纪10年代的66%。

在南美洲记录的867起灾害中，90%已报告的死亡人

数不到100人，而其中报告的三分之一没有人员死亡。

值得注意的是，四分之三已记录的灾害（75%）没有造

成任何经济影响。南美洲死亡人数最多的事件是1999
年发生在委内瑞拉的洪水，导致3万人丧生。该事件拉

高了该地区的生命损失统计数据，因为它占该50年报

告的死亡总数的51%。

在过去10年（2010–2019），经济损失每年平均达30
亿美元，比之前十年（2000–2009）翻了一番。在过

去十年，南美洲记录的经济损失最大的灾害是2014
年发生在巴西的干旱，累积损失达50多亿美元。在南

美洲该50年中报告的经济损失中，巴西占40%，共计

417亿美元。

按灾种划分的灾害和影响的分布按灾种划分的灾害和影响的分布

图17（a–c）为按灾种划分的灾害总数、造成的死亡人

数以及经济损失的分布。河流洪水（33%）、一般洪水

（22%）和一般滑坡（10%）导致的灾害数量最大。

绝大部分的死亡人数（54%）是骤洪造成的，其次是

河流洪水（14%）和一般滑坡（12%）。在经济损失方

面，记录中占主导地位的是三种灾害–干旱（28%）、 

河流洪水（26%）和一般洪水（15%）。

按联合国和世界银行国家分类划分的灾害按联合国和世界银行国家分类划分的灾害
和影响和影响

与非洲国家/地区的情况一样，根据联合国国家分

类方案，南美洲所有国家均被视为发展中经济体 

（图18）。然而，世界银行国家分类表明，报告的79%
的灾害和86%的经济损失都出现在中等偏上收入国

家，而报告的95%的死亡人数则出现在中等偏下收

入国家（图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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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44  根据报告的（  根据报告的（aa）死亡人数和（）死亡人数和（bb）经济损失在南美洲排名前）经济损失在南美洲排名前1010的灾害（的灾害（1970–20191970–2019））

(a) 灾种 年份 国家 死亡人数

1 洪水 1999 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 30 000

2 洪水 2011 巴西 900

3 滑坡 1987 哥伦比亚 640

4 滑坡 1971 秘鲁 600

5 风暴 1997 秘鲁 518

6 极端温度 2014 秘鲁 505

7 滑坡 1973 秘鲁 500

8 洪水 2010 哥伦比亚 418

9 极端温度 2010 秘鲁 409

10 滑坡 1983 秘鲁 364

(b) 灾种 年份 国家
经济损失

（单位：十亿美元）

1 干旱 1978 巴西 9.02

2 干旱 2014 巴西 5.28

3 洪水 1999 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 4.85

4 干旱 2018 阿根廷 3.40

5 洪水 2017 秘鲁 3.16

6 洪水 1985 阿根廷 3.09

7 极端温度 1975 巴西 2.84

8 洪水 1983 阿根廷 2.56

9 滑坡 1983 秘鲁 2.54

10 洪水 1984 巴西 2.46

2017年4月19日（星期三）造成哥伦比亚马尼萨莱斯若干房屋被毁的滑坡现场图片。强降雨引发哥伦比亚山区咖啡种植区山体滑坡，造成至少七人死
亡。（AP Photo/Maria Luisa Garc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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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伦比亚
���起事件造成����人死亡，

平均每年死亡���人 

 

委内瑞拉
����年的一场洪水造

成�����人死亡，占过去��年
南美洲死亡人数的��%

巴西
发生了���起灾害，

平均每年发生�起灾害，
是该地区之最

秘鲁
过去��年的���起灾害造

成����人死亡；����年的滑
坡是死亡人数最多的事件，

导致���人死亡

报告的死亡总数
（����-����）

� ‒ ��
�� ‒ ���
��� ‒ � ���
� ��� ‒ � ���
� ��� ‒ �� ���
无数据或有争议
的国家/地区

地图地图55  南美洲报告的灾害及其相关死亡人数（  南美洲报告的灾害及其相关死亡人数（1970–20191970–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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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地图66  南美洲报告的灾害及其相关经济损失（  南美洲报告的灾害及其相关经济损失（1970–20191970–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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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1616  按灾种和十年期划分的南美洲（  按灾种和十年期划分的南美洲（aa）灾害数量、（）灾害数量、（bb）死亡人数、（）死亡人数、（cc）经济损失的分布）经济损失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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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1717  按灾种划分的南美洲（  按灾种划分的南美洲（aa）灾害数量、（）灾害数量、（bb）死亡人数、（）死亡人数、（cc）经济损失的分布（）经济损失的分布（1970–20191970–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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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1818  按联合国国家分类划分的南美洲（  按联合国国家分类划分的南美洲（aa）灾害数量、（）灾害数量、（bb）死）死

亡人数、（亡人数、（cc）经济损失的分布（）经济损失的分布（11970–2019）。图中未标示的类）。图中未标示的类

别表示其百分比舍入到零或是零。别表示其百分比舍入到零或是零。

图图1919  按世界银行国家分类划分的南美洲（  按世界银行国家分类划分的南美洲（aa）灾害数量、（）灾害数量、（bb）死）死

亡人数、（亡人数、（cc）经济损失的分布（）经济损失的分布（1971970–2019）。图中未标示的类别）。图中未标示的类别

表示其百分比舍入到零或是零。表示其百分比舍入到零或是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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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洲、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

在该50年间，与天气、气候和水极端事件有关的经济损失增加了十倍。

在北美洲、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共记录了1977起灾

害，导致74839人死亡，经济损失达1.7万亿美元。 

在过去的50年中，该地区发生的与天气、气候和水相关

的灾害占全球的18%、相关死亡人数的4%、相关经济

损失的45%。风暴（54%）和洪水（31%）是所记录的

灾害中最常见的原因。风暴造成了该地区最大的生命损

失（71%）和经济损失（78%）。地图7和地图8按国家

标示出了死亡人数和经济损失的分布。

美国占天气、气候和水害等造成的全球经

济损失的三分之一（38%）。

排名前排名前1010的死亡人数和经济损失的死亡人数和经济损失

北美洲、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前10个造成死亡最多的

事件占报告的生命损失总数的54%（死亡40157人）， 

前10个经济损失最大的事件占所有损失的36% 

（5971亿美元）（表5（a，b））。

该地区前10个经济损失最大的灾害均发生在美国。 

前10个事件中有八个是风暴所致，七个发生在2010–
2019年这最近的十年；在这十年间，该地区90%的经

济损失均与美国的风暴有关。

按十年期划分的灾害和影响按十年期划分的灾害和影响

在此50年中，按十年期划分，该地区与天气、气候和水

相关的灾害数量和经济损失显著增加，而死亡人数普

遍减少（图20）。

该50年间，记录的灾害数量有所增加，从20世纪70年
代的平均每30天一遇增加到1990至2019年这三十年

中每七天一遇。在此期间，美国发生的与天气、气候和

水相关的灾害占该地区的近半数（43%）。

在人员损失方面，记录的死亡人数最多的事件发生在洪

都拉斯和尼加拉瓜，1998年飓风米奇导致了17932人死

亡，同样在洪都拉斯，1974年飓风菲菲造成了近8000
人死亡。在经济损失方面，2005年飓风卡特里娜造成

的损失达1636亿美元，成为造成经济损失最大的灾

害，其次是2017年的三个飓风哈维（969.4亿美元）、 

玛利亚（693.9亿美元）和厄玛（581.6亿美元）。

在过去的50年间，该地区的经济损失增加了十倍。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占该地区报告的经济损失的83% 

（1.4万亿美元），占全球的38%。美国记录到的单次

经济损失超过10亿美元的灾害共有203起。

按灾种划分的灾害和影响的分布按灾种划分的灾害和影响的分布

图21（a–c）为按灾种划分的灾害总数、造成的死亡人数

以及经济损失的分布。分析表明，三种危害最常见：热

带气旋（27%）、河流洪水（17%）、一般洪水（10%）。 

热带气旋（60%）和河流洪水（14%）致死比例最高。

在经济损失方面，热带气旋也是常见的危害，占该地

区所有类别总损失的58%。因此，热带气旋是最常

见的危害。

按联合国和世界银行国家分类划分的灾害按联合国和世界银行国家分类划分的灾害
及其影响的分布及其影响的分布

按联合国国家分类对EM-DAT记录的分析表明，

一半的灾害发生在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 

（各49%），而76%的死亡发生在发展中国家，86%
的经济损失发生在发达国家（图22）。利用世界银行

国家分类，87%报告的灾害发生在高收入到中等偏

上收入国家，56%报告的死亡发生在中等偏下收入

和低收入国家，93%报告的经济损失发生在高收入

国家（图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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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55  根据报告的（  根据报告的（aa）死亡人数和（）死亡人数和（bb）经济损失，在北美洲、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排名前）经济损失，在北美洲、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排名前1010的灾害（的灾害（1970–20191970–2019））

(a) 灾种 年份 国家 死亡人数

1 风暴（米奇） 1998 洪都拉斯 14 600

2 风暴（菲菲） 1974 洪都拉斯 8 000

3 风暴（米奇） 1998 尼加拉瓜 3 332

4 滑坡 1973 洪都拉斯 2 800

5 风暴（珍妮） 2004 海地 2 754

6 洪水 2004 海地 2 665

7 风暴（卡特里娜） 2005 美国 1 833

8 风暴（斯坦） 2005 危地马拉 1 513

9 风暴 1979 多米尼加共和国 1 400

10 极端温度 1980 美国 1 260

(b) 灾种 年份 国家
经济损失

（单位：十亿美元）

1 风暴（卡特里娜） 2005 美国 163.61

2 风暴（哈维） 2017 美国 96.94

3 风暴（玛利亚） 2017 波多黎各 69.39

4 风暴（厄玛） 2017 美国 58.16

5 风暴（桑迪） 2012 美国 54.47

6 风暴（安德鲁） 1992 美国 48.27

7 风暴（艾克） 2008 美国 35.63

8 野火 2019 美国 24.46

9 风暴（伊万） 2004 美国 24.36

10 干旱 2012 美国 21.79

飓风过后，佛罗里达群岛遍布瓦砾碎片。（Jodi Jacobson/i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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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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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国家/地区

地图地图77  北美洲、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报告的灾害及相关死亡人数（  北美洲、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报告的灾害及相关死亡人数（1970–20191970–2019））

美国
����亿美元损失，

占全球损失的��%，
（�.���万亿美元）

占过去��年
（��世纪��年代）

损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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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灾害造成���亿美元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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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风暴玛利亚

（���亿美元）占损失的��%   

报告的经济损失总额
(����‒����)，单位：十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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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
损失达���亿美元，

����年的干旱是该国经济损
失最大的事件（���亿美元）

地图地图88  北美洲、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报告的灾害及相关经济损失（  北美洲、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报告的灾害及相关经济损失（1970–20191970–2019））

北美洲、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北美洲、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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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2020  按灾种和十年期划分的北美洲、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  按灾种和十年期划分的北美洲、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aa）灾害数量、（）灾害数量、（bb）死亡人数、（）死亡人数、（cc）经济损失的分布）经济损失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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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2121  按灾害划分的北美洲、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  按灾害划分的北美洲、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aa）灾害数量、（）灾害数量、（bb）死亡人数、（）死亡人数、（cc）经济损失的分布（）经济损失的分布（1970–20191970–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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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2222  按联合国国家分类划分的北美洲、中美洲和加勒   按联合国国家分类划分的北美洲、中美洲和加勒 

比地区（比地区（aa）灾害数量、（）灾害数量、（bb）死亡人数、（）死亡人数、（cc）经济损失的分布）经济损失的分布

（（19701970––20192019））

图图2323  按世界银行国家分类划分的北美洲、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  按世界银行国家分类划分的北美洲、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aa））

灾害数量、（灾害数量、（bb）死亡人数、（）死亡人数、（cc）经济损失的分布（）经济损失的分布（1971970–0–22001919）。 ）。 

图中未标示的类别表示其百分比舍入到零或为零。图中未标示的类别表示其百分比舍入到零或为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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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框2  美国的十亿美元级灾害文框2  美国的十亿美元级灾害

2019年，美国共有14起与天气和气候相关、超过10亿美元损失的灾害事件（美国国家海洋与大气管理局

（NOAA）NCEI，2020）。这些事件包括三次洪水、八个强风暴、两个热带气旋和一次野火。这些事件共

导致44人死亡。2019年是美国连续发生100亿美元以上（含）灾损的第五年（2015-2019）—创下了纪录

（Smith，2020）。1980-2019年年均为6.5个事件（调整后的消费者物价指数（CPI））；最近五年（2015–
2019）年均为13.8个事件（调整后的CPI）。即使扣除了通货膨胀因素（截至2020年1月），美国在21世纪

10年代出现的十亿美元级与天气和气候相关的灾害数量（119起）也是21世纪头十年（59起）的两倍多。

落基山脉、中部和东北部
龙卷风及灾害性天气
5月26-29日

得克萨斯州雹暴
3月22-24日

密西西比河、中西部
和南部洪水

3月15日-7月31日

东南部、俄亥俄山谷
和东北部灾害性天气
2月23-25日

2019年美国14个独立造成10亿美元影响的天气与气候灾害。本图显示了每个灾害的大致位置。

热带风暴伊梅尔达
9月17-21日

密苏里河及中北部洪水
3月14-31日

南部和东南部
灾害性天气
5月7-13日

飓风多里安
8月28日-9月6日

南部和东部
龙卷风和灾害性天气
4月13-14日

阿肯色州河道洪水
5月20日-6月14日

得克萨斯州龙卷风
和中部灾害性天气
10月20日

加利福尼亚州
和阿拉斯加野火
2019年夏季‒秋季

科罗拉多州
雹暴

7月4-5日

中部
灾害性天气
5月16-18日

美国2019年十亿美元级天气和气候灾害

来源：信息和图解源自NOAA NCEI，2020年。

北美洲、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北美洲、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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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乎静止的灾难性飓风‘多里安’卫星图片，2019年9月2日（星期一）。具破坏性的5级飓风-  
以200 mph的阵风和高于正常潮位18-23英尺的风暴潮席卷巴哈马群岛（NO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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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太平洋

在西南太平洋由天气、气候和水害等造成的所有有记录的死亡中， 

75%发生在菲律宾：在该50年中平均每年1000人死亡。

1970年至2019年，西南太平洋地区共记录了1407起灾

害，65391人死亡，经济损失达1637亿美元。其中大部

分的灾害与风暴（45%）和洪水（39%）有关。因风暴

致死人数占比最高（71%）。经济损失均衡分布在四个

灾种：风暴（46%）、洪水（24%）、干旱（17%）和野火 

（13%）。地图9和地图10按国家/地区标示出了死亡

人数和经济损失的分布。

澳大利亚因天气、气候和水害导致的灾害

占整个西南太平洋经济损失的54%（882
亿美元）。

排名前排名前1010的死亡人数和经济损失 的死亡人数和经济损失 

在西南太平洋，风暴是最常见的危害，导致灾害的数量

最多（45%）、死亡人数最高（71%）以及经济损失最大

（46%）。有记录的排名前10的灾害占该地区死亡人数

的39%（死亡25394人）、经济损失的42%（686亿美

元）。在菲律宾，造成死亡最多的前10个事件以热带气

旋为主（10个事件中有8个），造成经济损失最大的十

个事件中有七个发生在澳大利亚（参见表6（a，b））。

按十年期划分的灾害和影响按十年期划分的灾害和影响

该50年间，西南太平洋报告的灾害数量增加了两倍。 

20世纪70年代平均每30天报告一次，20世纪80年代

和90年代平均每15天报告一次，到21世纪10年代平均

每10天报告一次（图24）。

该50年间，报告的死亡人数略有增加。造成死亡最多

的事件是2013年发生在菲律宾的热带气旋海燕，共

7354人丧生。菲律宾占该地区全部死亡人数的75% 

（48950人）（图24）。

该50年间，经济损失有上下波动，然而，21世纪10年代

的大幅增加与风暴和洪水增多有关。

按灾种划分的灾害和影响的分布按灾种划分的灾害和影响的分布

热带气旋（36%）、河流洪水（16%）以及一般洪水 

（13%）是与灾害有关的最常见危害。热带气旋导致

的死亡人数占该地区的69%。在经济损失方面，热

带气旋占损失的37%，其次是河流洪水（17%）、干旱

（16%）和森林大火（11%）（图25）。

按联合国和世界银行国家分类划分的灾害按联合国和世界银行国家分类划分的灾害
及其影响的分布及其影响的分布

利用联合国国家分类，80%报告的灾害以及98%报告

的死亡人数均发生在发展中国家，而不到半数（44%）

报告的经济损失发生在发展中经济体（图26）。基于世

界银行国家分类方案进行的分析表明，尽管88%报告

的灾害发生在高收入到中等偏上收入国家，但96%报

告的死亡人数和39%报告的经济损失均发生在中等偏

下收入国家（图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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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66  根据报告的（  根据报告的（aa）死亡人数和（）死亡人数和（bb）经济损失在西南太平洋排名前）经济损失在西南太平洋排名前1010的灾害（的灾害（1970–20191970–2019））

(a) 灾种 年份 国家 死亡人数

1 风暴（海燕） 2013 菲律宾 7 354

2 风暴（黛玛） 1991 菲律宾 5 956

3 风暴（宝霞） 2012 菲律宾 1 901

4 风暴 1973 印度尼西亚 1 650

5 风暴（温妮） 2004 菲律宾 1 619

6 风暴（琼安和凯特） 1970 菲律宾 1 551

7 风暴（天鹰） 2011 菲律宾 1 439

8 风暴（艾克） 1984 菲律宾 1 399

9 风暴（榴莲） 2006 菲律宾 1 399

10 滑坡 2006 菲律宾 1 126

(b) 灾种 年份 国家
经济损失

（单位：十亿美元）

1 干旱 1981 澳大利亚 16.85

2 野火 1997 印度尼西亚 12.74

3 风暴（伊尼基） 2013 菲律宾 10.74

4 洪水 2010 澳大利亚 8.56

5 风暴（特雷西） 1974 澳大利亚 4.15

6 风暴（阿尔比） 1978 澳大利亚 3.92

7 洪水 2013 印度尼西亚 3.22

8* 干旱 2002 澳大利亚 2.84

8* 风暴 2011 澳大利亚 2.84

10 风暴 2017 澳大利亚 2.76

*死亡数字或经济损失相同的国家并列排名。

2013年11月台风海燕袭击菲律宾塔克洛班市后拍摄的Barangay Anibong的全景照片。（Tigeryan/i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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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
该地区死亡率最高（��%），

�����人死亡，主要是风
暴所致（��%）

巴布亚新几内亚
����年和����年的滑坡

分别致���人和���人死亡

印度尼西亚
���起灾害导致�����人死亡

澳大利亚
����年的热浪导致���人

死亡以及����年的野
火造成��人死亡

报告的死亡总数
（����-����）

� ‒ ���
��� ‒ ���
��� ‒ � ���
� ��� ‒ �� ���
�� ��� ‒ �� ���
无数据或有争议
的国家/地区

地图地图99  西南太平洋报告的灾害及其相关死亡人数（  西南太平洋报告的灾害及其相关死亡人数（1970–20191970–2019））

菲律宾
累积损失达���亿美元，

��%（���亿美元）发生在过去
十年（����-����）

印度尼西亚
����年的野火累积损

失达���亿美元

澳大利亚
占过去��年西南太平洋

所有经济损失的��%
（���亿美元）

新西兰
��起灾害，经济损失最大的

是����年的干旱（�.�亿美元）

报告的经济损失总额
(����‒����)，单位：十亿美元

�.� ‒ �.�
>�.� ‒ �.�
>�.� ‒ �.� 
>�.� ‒ ��.� 
>��.� ‒ ��.� 
无数据或有争议
的国家/地区

地图地图1010  西南太平洋报告的灾害及其相关经济损失（  西南太平洋报告的灾害及其相关经济损失（1970–20191970–2019））

西南太平洋西南太平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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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13%

24%

46%

2%

17%

8%

71%

1%1%

4%

8%

4%

39%

1%

45%

1970-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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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19991980-1989 2000-2009 2010-2019

1970-1979

5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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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
250
300

400
350

450

1990-19991980-1989 2000-2009 2010-2019
0

229

151

253

402
372

1970-1979

2 000
4 000
6 000
8 000

10 000
12 000
14 000

18 000
16 000

1990-19991980-1989 2000-2009 2010-2019
0

11 057
9 875

14 031 14 628
15 800

26.1
20.2

36.1

21.0

56.6

干旱 极端温度 洪水 滑坡 风暴 野火

(a) 报告的灾害数量
总计 = ����起灾害

(b) 报告的死亡人数
总计 = �����人死亡

(c) 报告的经济损失（单位：十亿美元）
总计 = ����亿美元

图图2424  按灾种和十年期划分的西南太平洋（  按灾种和十年期划分的西南太平洋（aa）灾害数量、（）灾害数量、（bb）死亡人数、（）死亡人数、（cc）经济损失的分布）经济损失的分布

西南太平洋西南太平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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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岸洪水 

干旱

骤洪 

森林火灾 

一般洪水 

一般滑坡

一般风暴

冰雹 

热浪

陆地火灾 

闪电/雷暴

河流洪水

强风暴 

龙卷风

热带气旋

1%

1%
1%

1%1%

8%

2%

2%

2%

13%

16%

36%

6%

4%

7%

1%

1%

5%

2%

2%

6%

6%

69%

7%

16%

11%

3%

3%
3%

2%

2%
2%

17%

37%
4%

(c)
按灾种划分的已报
告的经济损失

(b)
按灾种划分的已报
告的死亡人数

(a)
按灾种划分的已报
告的灾害数量

图图2525  按灾种划分的西南太平洋（  按灾种划分的西南太平洋（aa）灾害数量、（）灾害数量、（bb）死亡人数、（）死亡人数、（cc）经济损失的分布（）经济损失的分布（1970–20191970–2019））

西南太平洋西南太平洋 

52



80%

20%

56%

44%

2%

98%

a)

12%

23%

65%

b)

2% 2%

96%

c)

39%

4%

57%

世界银行国家分类联合国国家分类

发达经济体 高收入 中等偏上收入

低收入转型期经济体

发展中经济体

中等偏下收入

(a) 灾害数量
总计= ����起灾害

(b) 死亡人数
总计= �����人死亡

(c) 经济损失
总计= ����亿美元

图图2626  按联合国国家分类划分的西南太平洋（  按联合国国家分类划分的西南太平洋（aa）灾害数量、（）灾害数量、（bb））

死亡人数、（死亡人数、（cc）经济损失的分布（）经济损失的分布（1970–20191970–2019）。图中未标示的）。图中未标示的

类别表示其百分比舍入到零或为零。类别表示其百分比舍入到零或为零。

图图2727  按世界银行国家分类划分的西南太平洋（  按世界银行国家分类划分的西南太平洋（aa）灾害数量、）灾害数量、

（（bb）死亡人数、（）死亡人数、（cc）经济损失的分布（）经济损失的分布（1970–20191970–2019）。图中未标）。图中未标

示的类别表示其百分比舍入到零或为零。示的类别表示其百分比舍入到零或为零。

西南太平洋西南太平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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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

该50年间，欧洲两次热浪占与天气、气候和水相关灾害所造成死亡人数的80%。

在欧洲，从1970-2019年共记录了1672起灾害，共有

159438人死亡，经济损失达4765亿美元。

尽管在记录的灾害中，洪水（38%）和风暴（32%）是

最常见的起因，但极端温度导致的死亡人数占比最高 

（93%），该50年间，共有148109人因此丧生。洪水 

（36%）和风暴（44%）在欧洲造成的经济损失最大。

地图11和地图12按国家标示出了死亡人数和经济损

失的分布。

2003年和2010年的两次极端热浪导致的死亡人数占

比最高（80%），两次事件共造成127946人丧生。这

两次事件拉高了欧洲死亡人数的统计数据。2003年
的热浪导致的死亡占欧洲死亡人数的一半（45%），

在15个受灾国中共有72210人丧生。以下三个国家因

2003年热浪事件报告的死亡人数均占该50年的90%
以上：德国（95%）、意大利（94%）、西班牙（90%） 

（表7（a，b）；图28）。

排名前排名前1010的死亡人数和经济损失的死亡人数和经济损失

与天气、气候和水有关的10起最严重的灾害占总生

命损失的81%（129333人死亡）、占经济损失的23%
（1115.2亿美元）（表7（a，b））。造成死亡人数最多

的10起事件以极端温度为主，造成经济损失最大的

10起事件则以洪水和风暴为主。2010年造成俄罗斯

联邦55736人死亡的热浪是欧洲及俄罗斯联邦国内

记录到的造成死亡人数最多的事件，占与天气、气候

和水害等相关死亡人数的94%。在此期间，洪水和风

暴造成的经济损失最大（3775亿美元）。2002年德国

洪水带来164.8亿美元的经济损失，这是该50年欧洲

经济损失最大的事件（表7（b））。

以下三个国家因2003年热浪事件报告的

死亡人数均占该50年的90%以上：德国

（95%）、意大利（94%）、西班牙 

（90%）。

按十年期划分的灾害和影响按十年期划分的灾害和影响

从十年期的角度来看，归因于天气、气候和水相关灾

害的灾害数量和经济损失平均有所增加（图28）。 

在过去二十年间，死亡人数大幅增加，主要因2003年
和2010年的热浪所致。因灾害所致的经济损失也有

所增加，但与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头十年相比， 

21世纪10年代的损失有所减少。

按灾种划分的灾害和影响的分布按灾种划分的灾害和影响的分布

按相关危害划分的灾害分布情况表明，河流洪水 

（22%）、一般风暴（14%）和一般洪水（10%）都是欧

洲最常见的危害。热浪造成的死亡人数最多（89%）。

大部分经济损失由五种危害造成：河流洪水（27%）、

一般风暴（15%）、温带风暴（14%）、一般洪水（11%）

和干旱（10%）（图29）。

按联合国和世界银行国家分类划分的灾害按联合国和世界银行国家分类划分的灾害
影响影响

根据联合国和世界银行国家分类方案进行的数据分析

表明，绝大部分灾害、死亡和经济损失均发生在发达国

家和高收入国家（图30和图31）。前文所述2003年和

2010年的两次热浪拉高了这些统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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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77  根据报告的（  根据报告的（aa）死亡人数和（）死亡人数和（bb）经济损失在欧洲排名前）经济损失在欧洲排名前1010的灾害（的灾害（1970–20191970–2019））

(a) 灾种 年份 国家 死亡人数

1 极端温度 2010 俄罗斯联邦 55 736

2 极端温度 2003 意大利 20 089

3 极端温度 2003 法国 19 490

4 极端温度 2003 西班牙 15 090

5 极端温度 2003 德国 9 355

6 极端温度 2015 法国 3 275

7 极端温度 2003 葡萄牙 2 696

8 极端温度 2006 法国 1 388

9 极端温度 2003 比利时 1 175

10 极端温度 2003 瑞士 1 039

(b) 灾种 年份 国家
经济损失

（单位：十亿美元）

1 洪水 2002 德国 16.48

2 洪水 1994 意大利 16.03

3 洪水 2013 德国 13.86

4 风暴 1999 法国 12.27

5 洪水 2000 意大利 11.87

6 洪水 1983 西班牙 10.0

7 干旱 1990 西班牙 8.81

8 洪水 2000 英国 8.75

9 风暴 2007 德国 6.78

10 风暴 1990 英国 6.65

发生在奥地利施泰尔的洪水，2009年6月（Gina Sanders/Adobe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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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
����年的热浪

（�����人死亡）是欧洲过
去��年伤亡人数最多的

法国
����年、����年和����年的

热浪造成�����人死亡

����年的热浪
��个国家总计报告�����人死亡。

这一单一事件占过去��年西
班牙（��%）、意大利（��%）

和德国（��%）死亡人数的��%以上

报告的死亡总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无数据或有争议
的国家/地区

地图地图1111  欧洲报告的灾害及其相关死亡人数（  欧洲报告的灾害及其相关死亡人数（1970–20191970–2019））

俄罗斯
至少分别发生三起十亿美元的灾害。
����年的野火（��亿美元）和����年
及����年的干旱（每起损失��多亿美元）

法国
���起灾害造成���亿美元损失，
造成经济损失最大的是����年
的风暴洛萨（���亿美元）

英国
��起灾害造成���多

亿美元损失

德国
损失���亿美元，
����年的洪水是
经济损失最大的

事件（���亿美元）

意大利
����年和����年的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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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地图1212  欧洲报告的灾害及其相关经济损失（  欧洲报告的灾害及其相关经济损失（1970–20191970–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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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报告的经济损失（单位：十亿美元）
总计 = ����亿美元

图图2828  按灾种和十年期划分的欧洲（  按灾种和十年期划分的欧洲（aa）灾害数量、（）灾害数量、（bb）死亡人数、（）死亡人数、（cc）经济损失的分布）经济损失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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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2929  按灾种划分的欧洲（  按灾种划分的欧洲（aa）灾害数量、（）灾害数量、（bb）死亡人数、（）死亡人数、（cc）经济损失的分布（）经济损失的分布（1970–20191970–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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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经济损失
总计= ����亿美元

图图3030  按联合国国家分类划分的欧洲（  按联合国国家分类划分的欧洲（aa）灾害数量、（）灾害数量、（bb）死亡）死亡

人数、（人数、（cc）经济损失的分布（）经济损失的分布（19701970––20192019））

图图3131  按世界银行国家分类划分的欧洲（  按世界银行国家分类划分的欧洲（aa）灾害数量、（）灾害数量、（bb））

死亡人数、（死亡人数、（cc）经济损失的分布（）经济损失的分布（19701970––20192019）。图中未标示的）。图中未标示的

类别表示其百分比舍入到零或为零。类别表示其百分比舍入到零或为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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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MOWMO区域互比区域互比

该50年间，风暴、洪水和干旱是全球记录到的最常见的危害。这些危害造成的死亡及经济损失因地而异。 

例如在非洲造成人员死亡的主要促因是干旱，在亚洲是风暴，中美洲、北美洲和加勒比地区是洪水，西南太

平洋和南美洲是风暴，而欧洲是热浪（极端温度）。另一方面，在非洲、亚洲、南美洲和欧洲，大部分经济损失

均与洪水有关，在中美洲、北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以及西南太平洋则与风暴有关（图32）9。

9 WMO各区域的描述和地图可参阅附件3。

干旱 极端温度 洪水 滑坡 风暴 野火

一区 二区 三区 四区 五区 六区

3 454

1 695 1 672

867

1 977

1 407

975 622

731 747

159 438
57 892 74 839 65 391

1 204

38.5

476.5

100.9

1 657.3

163.7

(a) 报告的灾害数量 (b) 报告的死亡人数 (c) 报告的经济损失 

一区 二区 三区 四区 五区 六区 一区 二区 三区 四区 五区 六区

图图3232  按  按WMOWMO区域划分的（区域划分的（aa）灾害数量、（）灾害数量、（bb）死亡人数、（）死亡人数、（cc）经济损失的分布（）经济损失的分布（19701970––2019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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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热带气旋

10 中国的综合数字，包括中国香港和澳门以及中国台湾省。

热带气旋是对生命和财产的最大威胁之一，即使在其

发展形成阶段也是如此。它们可生成一系列不同的危

害，各自都会对生命和财产产生显著影响，如风暴潮、

洪水、极端风、龙卷风和闪电。这些危害结合起来，相

互影响，大大增加了生命损失和物质损失的可能性。

从1970年至2019年，热带气旋导致了日

均43人死亡和7800万美元的经济损失。

该50年间，有1945起灾害归因于热带气旋，导致了

779324人死亡、1.4万亿美元的经济损失。热带气旋

占已记录的所有灾害的9%，包括那些与技术危害相

关的灾害，占该50年所有报告死亡人数的17%和全

部经济损失的29%。

该50年间，热带气旋占与天气、气候和水

相关灾害的17%，占三分之一的死亡人数 

（38%）和经济损失（38%）。

菲律宾与热带气旋相关的灾害数量最多（295起灾害， 

占总数的15%），紧随其后的是中国10（269起灾害，

占总数的14%），然后是日本（101起灾害，占总数的

5%）。在孟加拉国登陆的热带气旋仅占总数的3%，但

报告的与热带气旋有关的死亡人数达467487人（占总

数的60%），缅甸的死亡人数达138909人（占总数的

18%）、印度的死亡人数达46784人（占总数的6%）。 

在这三个国家中，与热带气旋相关的灾害共占全球死

亡人员总数的84%（表8（a））。

美国（7712.4亿美元，占总数的54%）、日本（1360.3
亿美元，占总数的10%）以及中国（1343.2亿美元，占

总数的9%）共占与天气、气候和水相关灾害造成的

经济损失总数的73%。在经济损失方面排名前10的
灾害中，有三个发生在2017年：飓风哈维（969亿美

元）、玛利亚（694亿美元）和厄玛（582亿美元）（表

8（b））。这三个飓风共占从1970年至2019年排名前

10位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总量的35%。

台风海燕幸存者的生活，2014年1月5日（© h3k27/i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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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88  按全球（  按全球（aa）死亡人数和（）死亡人数和（bb）经济损失划分的排名前）经济损失划分的排名前1010的热带气旋（的热带气旋（19701970––20192019））

(a) 灾种 年份 国家 死亡人数

1 风暴 1970 孟加拉国 300 000

2 风暴（高尔基） 1991 孟加拉国 138 866

3 风暴（纳尔吉斯） 2008 缅甸 138 366

4 风暴 1985 孟加拉国 15 000

5 风暴（米奇） 1998 洪都拉斯 14 600

6 风暴 1977 印度 14 204

7 风暴（05B） 1999 印度 9 843

8 风暴 1971 印度 9 658

9 风暴（菲菲） 1974 洪都拉斯 8 000

10 风暴（海燕） 2013 菲律宾 7 354

(b) 灾种 年份 国家/地区 损失（单位：十亿美元）

1 风暴（卡特里娜） 2005 美国 163.61

2 风暴（哈维） 2017 美国 96.94

3 风暴（玛利亚） 2017 波多黎各 69.39

4 风暴（厄玛） 2017 美国 58.16

5 风暴（桑迪） 2012 美国 54.47

6 风暴（安德鲁） 1992 美国 48.27

7 风暴（艾克） 2008 美国 35.63

8 风暴（伊万） 2004 美国 24.36

9 风暴（查理） 2004 美国 21.65

10 风暴（丽塔） 2005 美国 20.94

目前难以在极端事件数据库中确定趋势；然而，该50年
间，每十年有一些一般趋势。在该时期中，与热带气旋相

关的灾害数量有所增加，而在20世纪70年代的峰值过

后，死亡人数显著下降。该时期的经济损失每十年均有

增加，从1990年至2019年有大幅增长（图33）。死亡人

数的减少普遍归因于MHEWS的改进（IPCC，2012）。

(a) 归因于热带气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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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3333  按十年期划分、归因于热带气旋的（  按十年期划分、归因于热带气旋的（aa）灾害数量、（）灾害数量、（bb）死亡人数、（）死亡人数、（cc）经济损失的分布）经济损失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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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按WMOWMO区域划分的影响区域划分的影响

所分析的这个时期内，与热带气旋相关的灾害主要发

生在亚洲（WMO二区协）、北美洲和中美洲及加勒比

地区（WMO四区协）和西南太平洋（WMO五区协）。

然而，非洲（WMO一区协）的统计数据也值得注意 

（图34，表9）。在生命损失方面，亚洲有显著的影响，

共死亡682646人，其中绝大部分发生在孟加拉国 

（死亡467487人，占总数的60%）、缅甸（死亡138909
人，占总数的18%）和印度（46784人，占总数的6%）。

孟加拉国大部分死亡与1970年和1991年的两个热带气

旋事件有关，报告的总死亡人数达438866人。这些事

件致使孟加拉国政府以及区域和国际社会着力加强该

国的热带气旋早期预警系统。此后，因此类系统的改

进，与热带气旋有关的死亡人数显著下降。在经济损

失方面，北美洲、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及亚洲受损最

为严重（图34，表9）。

(a) 归因于热带气旋、
已报告的灾害 

(b) 归因于热带气旋、
已报告的死亡 

(c) 归因于热带气旋、已报告的
经济损失（单位：十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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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3434  按  按WMOWMO区域划分、归因于热带气旋的（区域划分、归因于热带气旋的（aa）灾害数量、（）灾害数量、（bb）死亡人数、（）死亡人数、（cc）经济损失的分布）经济损失的分布

表表99  全球归因于热带气旋的灾害数量、死亡人数和经济损失的分布  全球归因于热带气旋的灾害数量、死亡人数和经济损失的分布

灾害数量 死亡人数
经济损失

（单位：十亿美元）

一区协（非洲） 135 5 419 11.40

二区协（亚洲） 732 682 646 364.66

三区协（南美洲） 18 691 2.66

四区协（北美洲、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 543 45 300 977.48

五区协（西南太平洋） 502 45 181 60.91

六区协（欧洲） 15 87 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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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联合国和世界银行国家分类划分的热带气旋所致的灾害影响按联合国和世界银行国家分类划分的热带气旋所致的灾害影响

根据1970-2019年联合国国家分类，86%与热带气

旋相关的灾害发生在发展中经济体，13%在发达经

济体。在死亡人数方面，99%与热带气旋有关的死

亡发生在发展中经济体，而不到1%的伤亡人数发生

在发达经济体。相比之下，关于热带气旋导致的经济

损失，66%发生在发达经济体，29%发生在发展中经

济体（图35）。世界银行国家分类得出了类似结论：该

50年间，71%的灾害、96%的死亡人数和9%的经济损

失均发生在低收入到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相比之下，

中等偏上收入和高收入国家的死亡人数占9%，经济

损失占91%（图36）。

总计=������人死亡总计= ����起灾害 总计=�.�万亿美元
1%

13%
1%

5%

29%

66%

发达经济体 转型经济体 发展中经济体

(b) (c)(a)

99%
86%

图图3535  按联合国国家分类划分的由热带气旋造成的（  按联合国国家分类划分的由热带气旋造成的（aa）灾害数量、（）灾害数量、（bb）死亡人数、（）死亡人数、（cc）经济损失的分布。图中未标示的类别表示）经济损失的分布。图中未标示的类别表示

其百分比舍入到零或为零。其百分比舍入到零或为零。

总计=������人死亡总计= ����起灾害 总计=�.�万亿美元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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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29%

36%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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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c)

2%7%

15%

76%

高收入 中等偏上收入 中等偏下收入 低收入

(a) (b) (c)

图图3636  按世界银行国家分类划分的由热带气旋造成的（  按世界银行国家分类划分的由热带气旋造成的（aa）灾害数量、（）灾害数量、（bb）死亡人数、（）死亡人数、（cc）经济损失的分布。）经济损失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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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对小岛屿发展中国家（SIDSSIDS）的影响）的影响

该50年间，小岛屿发展中国家（SIDS）和岛屿地区记录

了465起与热带气旋相关的灾害，导致10253人死亡、 

经济损失1500.7亿美元。

SIDS尤其易受热带气旋的影响，一是因为其面积小

且相应的资源有限；二是处于此类事件频发的地理

位置（处于热带纬度和经度）以及地形（海平面高

度，四面环海，有些岛屿地形陡峭）；三是地理隔绝。

气候变化和海平面上升导致SIDS的灾害风险加剧 

（Shultz等，2016）。飓风对SIDS的影响实例有飓风玛

利亚（2017）和多里安（2019）对加勒比群岛的袭击， 

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

• 在穿越小安第列斯群岛、波多黎各和巴哈马群岛

时，飓风玛利亚为萨菲尔-辛普森4-5级飓风事

件。2015年受热带风暴埃里卡的影响（损失估计

接近GDP的100%）后，多米尼克还处在重建当

中，该国是受灾最严重的岛屿之一。该岛屿的损

失评估为GDP的200%以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2019（见文框2））。波多黎各大部分地

区的商业和基本生活条件也中断了很长时间。玛

利亚的影响给波多黎各的交通运输、农业、通信

和能源基础设施带来了毁灭性打击。关于飓风玛

利亚影响的更多信息请参见文框3（右栏）和文

框4（第75页）。

• 飓风多里安对其路径上的一些岛屿造成了严重影

响–尤其是在巴哈马群岛北部，登陆时为萨菲尔-辛

普森5级飓风事件。对于大西洋洋盆，多里安是

史上强烈且移动缓慢的飓风，阵风达每小时320
公里（每小时200英里），并在巴哈马群岛北部停

留了近40个小时。风、雨、海浪和风暴潮摧毁了该

地区。飓风过后，至少有70人丧生，282人被报告

失踪（WMO，2019）。

文框文框33  飓风玛利亚对多米尼克的影响  飓风玛利亚对多米尼克的影响

飓风玛利亚是有记录以来登陆多米尼克的最强飓

风（该岛屿的111公里（60海里）范围内均受到冲

击）。该飓风系统在登陆多米尼克和波多黎各之

前有加深和填充趋势。据此外推，飓风在这两个

岛屿的登陆气压分别为922和920毫巴（mb）。 

玛利亚给多米尼克带来了灾难性损害，绝大部分

建筑物严重受损或被毁。大部分树木和植被被吹

倒或枝叶脱落。据媒体报道，估计损失至少达13.1
亿美元。农业部门基本全军覆没。这个曾经树木繁

茂的热带岛屿实际上变成了一片巨大的废墟。多米

尼克总理罗斯福·斯凯里特在脸书上称，损失“ 

惊人”。大多数建筑物和房屋屋顶被损坏或掀翻。

道路大面积受损。电力、电话和互联网服务中断，

该国几乎与外界隔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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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害损失数据库的作用和潜力
灾害损失数据与仙台框架监测

11 《2015-2030年仙台减少灾害风险框架》，第5段。
12 同上. 第25段(a)。
13 同上. 第33段(n)。

UNDRRUNDRR的贡献的贡献

随着2015年《仙台框架》的通过，世界再次强调减少灾害

风险，而非传统的灾害管理。减少灾害风险的一个关键要

素是基于对灾害风险的了解和分析，抢先做出规划。根据《

仙台框架》，各会员国注意到，“当务之急是要预测、规划

和减少灾害风险，以便更有效地保护个人、社区…”11。

根据《仙台框架》的原则，有效减少灾害风险要依靠地方

层面的风险定位（危害、暴露度、脆弱性和能力）和针对风

险的防灾战略以及灾害确实发生时降低灾害影响的战略。

有鉴于此，《仙台框架》四项优先行动领域的第一项把重

点放在了理解灾害风险上。

详细的灾害损失数据对于系统性定位自然灾害和其它灾

害的风险至关重要。按分辨率足够高的地方级单位、按

灾种、按人口群体以及按损失类型分类的数据可使利益

相关方和决策者总体掌握哪些人最为脆弱，以及他们在

何时、何地及在何种方式下最为脆弱。具体而言，《仙台框

架》强调了汇编并共享灾害损失和相关数据及统计资料，

同时加强灾害风险建模、评估、定位和监测的重要性12。

灾害损失数据对于《仙台框架》的其它优先行动领域同样

至关重要。具体而言，在优先领域4下（即加强备灾以作出

有效响应），《仙台框架》指出，重要的是“建立个案登记机

制和灾害死亡数据库，以改进发病和死亡预防工作”13。

因此，《仙台框架》的监测过程与收集灾害相关损失的空间

分解、基于事件的数据密切相关。对高质量、基于事件的数

据有望得到汇总，从而报告《仙台框架》七个目标中的四个：

着重于减少（a）死亡和失踪人数；（b）受灾人数；（c）直接

经济损失；（d）对重要基础设施的损害及基本服务的中断。

DesInventar是由UNDRR及其伙伴提供的收集灾

害损失数据的工具，基于此工具的灾害损失数据库

在《仙台框架》之前便已建立。为了明确《仙台框架》

监测系统数据与国家灾害损失数据库之间的联系， 

UNDRR更新了该工具，使数据记录界面与《仙台框

架》前四个目标及相关指标保持一致，从而形成一个

新系统，称为“DesInventar-仙台”。基于该工具的

大部分国有数据库均置于一个中央服务器上，可通过 

www.desinventar.net访问。截至2020年4月，共有

111个国家和地区拥有了由UNDDR集中托管或各国和

地区在自有的独立服务器上的DesInventar数据库。

这些数据库大部分为国家政府所有或得到了其认可。

虽然各国在数据质量和覆盖范围上有一定程度的异质，

但收集的大量数据卡可提供基于事件和空间分解的灾害

损失数据时间序列。此外，将任一灾害事件的影响细分为

众多较小行政单位事件，则所产生的较小损失总额的比

例远高于将事件中的所有损失相加。截至2020年4月， 

“DesInventar-仙台“数据库包含了111个国家和地区所

有年份约727000张获批的数据卡，其中2005-2019年的

数据卡超过408000张。

空间分解的深度以及大量基于事件的记录为创建较小 

地理区域的风险概况提供了必要的信息。与全球灾难损

失数据库不同，“DesInventar-仙台”并未对要记录的

67



灾难规模设置阈值。它还揭示仅有国家级数据的数据库

中不能显现的趋势。例如UNDRR《2019年全球减少灾

害风险评估报告》（GAR 2019）（UNDRR，2019；第vii
页）指出，2005-2017年68.5%的灾害所致直接经济损失

归因于广泛的风险事件，即一组低强度、高频率的事件， 

通常具有地方性14。这些“广泛风险”事件中的高损失比例

可能是DesInventar数据结构的一种人为现象，该结构以

城市为观测单位。WMO目前正在编制编目程序，它将有

14 GAR 2011中所使用的强烈风险阈值设定为在任何地方级损失报告中有25人死亡或600座房屋被毁（GAR 2011，第37页）。
15 EM-DAT将其阈值定义为至少10人死亡或100人受灾，或宣布了紧急状态以及呼吁进行国际援助。

助于通过WMO科学标准化机制，将灾害事件归类至更高

的灾害系统。这将有助于从事国家灾害损失数据库（例如

DesInventar）的地方管理部门围绕危害标示灾害事件。

如GAR 2019所示，对于保有2005-2015年数据的83个
国家，通过“仙台框架监测系统”或DesInventar中的国

家记录报告的死亡和失踪人员总数大多超过了EM-DAT 
（记录超过一定阈值的灾害数据）等全球灾害损失数据

库所报告的数量（图3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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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3737    20052005––20152015年仙台框架监测系统中国家报告的和年仙台框架监测系统中国家报告的和EMEM--DATDAT中全球报告的中全球报告的8383个国家和地区的死亡人数个国家和地区的死亡人数

来源：UNDRR，2019；第2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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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层面的分析揭示了数据中更大的细微差别。举例

来说，有一个对2005-2019年期间四个国家–哥伦比

亚、厄瓜多尔、印度尼西亚和尼日尔的比较。选择这些

国家是因为其在DesInventar和EM-DAT均有相对良

好的覆盖面，并经历过各类即密集又广泛的风险事件。

图38显示了对国家报告数据和EM-DAT中记录的各国

死亡和失踪人数的对比。在哥伦比亚，国家报告数据显

示，除了四年外，其他所有年份的死亡和失踪人数均显

著升高，但总体趋势有些类似。这两个来源的印度尼西

亚数据彼此接近。在厄瓜多尔和尼日尔，国家报告数据

显示，在有数据的报告期内，所有年份（尼日尔2014年
除外）的死亡和失踪人数明显上升。这四个国家的峰值

均反映了高强度事件。在密集的风险事件占主导地位的

数据情况下，EM-DAT和国家报告的数据趋于一致。

图图3838    20052005--20192019年在选定国家因自然及其它危害致灾造成的死亡及失踪人数年在选定国家因自然及其它危害致灾造成的死亡及失踪人数

来源：CRED（2020）/布鲁塞尔鲁汶天主教大学/Guha-Sapir和Checchi（2018）及“DesInventar-仙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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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灾害损失数据库相关的挑战与灾害损失数据库相关的挑战

尽管灾害损失数据库在为风险评估、风险知情投资

和备灾规划提供高度细化、空间分解的时间序列数

据方面具有公认的价值，但重大挑战限制了对其的创

建、扩展和使用。数据录入和记录属于高劳动密集型

工作。缺乏训练有素的人员是世界各国面临的一项关

键挑战。为弥补这一能力差距，UNDRR为非洲、美洲

和加勒比地区、阿拉伯国家、亚太地区、欧洲和中亚等

政府提供了实习培训。然而，许多政府财力有限，无法

聘用专职人员维护和更新灾害损失数据。在许多国家，

与灾害有关的数据并不是官方统计数据的一部分，因

此，国家统计办公室并不提供必要的质量控制。缺乏

信息技术，包括国际互联网连接，限制了一些发展中

国家使用基于网络的数据库。

在有些情况下，数据的可用性已显现成一种挑战。在有

些国家，不同职能部委可能有不同类型的数据，但与灾

害事件无明确联系。如果对DesInventar等系统没有明

确的机构设置，部门之间各自为政以及地方和国家层

面之间缺乏协调都会影响信息的质量，乃至可能建立

并行的数据集。应对这一挑战需要在数据收集过程中

对数据做适当的标记，并需要多个部委和政府机构之

间进行协调，以便将数据纳入中央灾害损失数据库。

数据质量还会受到灾害数据收集环境的影响–灾后立

刻收集；搜救和救灾行动过程中收集；还是在内乱和冲

突的背景下收集的。以历史损失数据为基础创建基线也

很有挑战性，因为通常时间越久远，损失数据会越少。

即使有可能进行灾害损失核算，数据也未必适用于所

有《仙台框架》的具体目标。例如人员损失（具体目标A 
和B）要比经济和基础设施损失（分别为具体目标C和D）
更易于核算。举例来说，按性别、收入、年龄和残疾等分

类的灾害损失数据一直难有保证。由于不同国家都记录

了各种灾害事件的损失，因此，为灾害定义一个通用的分

类标准一直是重要的工作领域，而UNDRR和ISC近期发

布的《灾害定义和分类评审技术报告》将为这一流程提

供有力的支持（UNDRR和国际科学理事会，2020年）。

2019年9月4日，从大阿巴科岛马尔斯港上空俯瞰飓风多里安造成的大面积破坏。（Gonzalo Gaudenzi/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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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率和发病率–卫生部门的观点

由WHO和英国公共卫生部联合供稿

突发事件和灾害对健康的影响突发事件和灾害对健康的影响

灾害性事件，包括突发事件和灾害，都会对人们的生

命和健康、社会发展以及社区和国家的经济及环境造

成严重损害。2005年至2015年，估计总体有超过15亿
人受到了灾害影响，其中70多万人丧生、140多万人受

伤、近2300万人因自然灾害和技术灾害而无家可归

（UNDRR，2015）。如果加上疾病暴发（包括流行病

和传染病）和社会灾害，这些数字还将显著增加。脆

弱性更高以及管理风险能力更低的人群受到的影响 

更大。影响脆弱性的因素包括贫困、性别、年龄、 

残疾、体弱以及营养不良。

呼吸系统疾病
热应力

增加的啮齿动物和动物宿主

风暴、气旋 野火

加剧的干旱条件

洪水 干旱

雨水增加

精神卫生和社
会心理影响

医疗服务中断

病媒疾病

直接受伤和死亡
厄尔尼诺对
健康的影响

矢量增加

受污染的水

受损的基础设施

人口流离失所

空气污染

缺乏供水和卫生设施

水质下降

粮食不安全

营养不良

传染病

水媒疾病水媒疾病

获取医疗的机会减少

图图3939  厄尔尼诺与健康全球概览  厄尔尼诺与健康全球概览

来源：WHO，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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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气旋、洪水和热浪等灾害的直接影响所导致的死

亡外，还有许多其它后果间接造成了死亡，如医疗服

务中断、传染病蔓延以及对重要基础设施的损害16。

此外，一个人暴露于致命危害的长短会有很大差异，

这就提出了将死亡归因于突发事件还是灾害的问题。

糖尿病和心血管疾病等慢性病治疗中断、以及持续压

力下的发作可导致更大的疾病负担和死亡，这可能会

在事件的数月或数年后发生。气候，包括气候变迁和

变化在内，是影响公共卫生的灾害性事件的主要风险

源。图39阐明了气候事件对健康的直接和间接影响，

图中所用实例为2015/2016年厄尔尼诺事件的影响， 

该事件导致了广泛的健康问题（WHO，2016）。

已报告的天气、气候和水等极端事件的数量在不断增

长（IPCC 2012，2014），预计将在全球许多地区继续

更加频繁出现并更为严重。同时，过去几十年中，生活

16 此外，在多种类型事件发生后，失踪人员尚未被计入死亡人数。

在洪泛平原和易受气旋影响的沿海地区人口呈现快速

增长，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的城市。气候变化推动了极

端高温，促使发生了更频繁和更极端的降水事件，并改

变了热带气旋的强度。总之，这些趋势将增加天气、气

候和水害等对人类健康的风险（IPCC 2012，2014； 

WHO和WMO，2012）。预估从21世纪30年代起，气

候变化的影响每年还会造成额外的人员死亡：高温暴

露造成38000名老年人死亡、腹泻造成48000人死亡、

疟疾使60000人死亡以及营养不良导致95000名儿童

死亡。有些传染病对温度和降雨极为敏感，包括霍乱

和腹泻病，以及疟疾、登革热和血吸虫病等病媒疾病。

气候变化可能会逆转全球公共卫生界在防治多种疾

病方面取得的进展，增加灾害风险管理界在防灾、 

备灾、应对自然和生物及社会突发事件及协助重建等

方面所面临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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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化死亡率和挑战量化死亡率和挑战

图图4040    20072007--20162016年死因民事登记覆盖面（%）年死因民事登记覆盖面（%）

来源：WHO，2018.17

17 参见http://gamapserver.who.int/mapLibrary/Files/Maps/Global_CivilRegistrationDeaths_2007_2016.png。

在减小灾害风险方面已取得了进展，死亡率因此有

所下降，过去几十年孟加拉国和印度与气旋相关的

死亡人数下降就是例证。尽管如此，对灾害性事件的

高度脆弱性依旧存在。《仙台框架》的第一个全球具

体目标旨在“到2030年大幅降低全球灾害死亡率，力

求使2020-2030十年全球平均每100000人死亡率低

于2005-2015年水平”。要衡量实现该目标的政策和

做法是否成功，就要准确量化和判读死亡率。

如前所述，在确定灾害死亡率、获取准确可用数据以及

估算、判读和报告死亡率数据等方面均面临着各种挑

战。许多国家既无法访问可靠的灾害或突发事件损失数

据库，也无法获取从国家民事登记和人口动态统计中得

出的死亡率数据。关于出生和死亡信息的可用性在全球

并不均衡，每年有三分之二的死亡并未登记（图40）。

2016年，WHO表示，死因数据的可用性在全球差异

显著，有些国家记录的死因不到病例数的25%。此外，

在死亡归因于灾害性事件方面也存在差异，包括死亡

原因以及在事件后多长时间发生的。尽管所有国家都

会有因突发事件和灾害造成的生命损失，但低收入和

中等收入国家通常死亡的风险更高，这些国家也往往

正是缺乏人口动态登记数据的国家，这进一步扩大了

数据差距（Osuteye等，2017）（图41）。

百分比(%)
<25 25 – 49 50 – 79 80 – 89 90 – 100 无数据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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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质量数据对于倡导、制定、实施和评估有效的卫生应

急和灾害风险管理政策及做法非常必要，这也是WHO 

《灾害健康风险管理框架》（WHO，2019）的建议。 

衡量灾害性事件对健康影响的程度是一项复杂的工作，

重要的是要评估、排序并减少未来事件的健康风险， 

建设社区和国家的复原力。

可靠的死亡人数对于灾后社区恢复同样重要；死亡人数会

影响政策变化、推进政治问责（见文框4）。包括死亡率在

内的卫生数据对于监测和评估社会各级卫生及其它部门

所采取行动的影响、确定良好做法、改进未来行动均至关

重要。各国需要找到适于其所面临灾害的衡量死亡率的

方法以及可用的资源。这将需要包括卫生部门在内的各

级相关部门的领导力、培训、行动和协调。

《仙台框架》为联合国成员国提供了具体目标和指标， 

以监测并报告各国为减小突发事件的风险和对健康和福

祉以及经济、社会和环境发展的影响所采取行动的进展。 

《仙台框架》在各项政策中均强调了健康卫生，并通

过“大幅减少灾害风险以及生命、生计和健康的损失”

的成果，强调对卫生健康的关注。

对照《仙台框架》进行报告，所涉工作会与其它全球卫生倡

议（包括“可持续发展目标”、《WHO全球100项核心卫生

健康指标参考清单》以及《WHO第十三个总规划–工作影

响框架》）重叠。

至关重要的一点是，卫生部要与《仙台框架》监测国家级联

络人建立联系并与相关伙伴开展合作，确保全面、准确地

报告与卫生健康有关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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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卫生部门掌握着关于死亡率及其它与《仙台框架》监测

具体目标和指标相关的关键卫生数据，WHO与英国公共

卫生部，经与各会员国及伙伴磋商，制定了一套指导说明- 

《WHO关于卫生部仙台框架报告的技术指南说明》18。 

该指南说明将就卫生部门在数据收集和报告方面的作用向其

提供建议（包括关注降低死亡率的具体目标A，它也是可持续

发展目标的指标）。该指南说明与《实现仙台减少灾害风险框

架全球目标的进展监测和报告技术指南》（UNDRR，2017）
保持了一致并对其有所补充。卫生部门的作用可能包括提供

数据、验证国家级灾害数据以及与各部门和利益相关方（如

警察和地方政府等）的接洽。该指南说明力求通过采用通用

语言和方法，使数据的收集与报告业务化、简单化、标准化。

该指南说明提供了收集健康数据时应考虑的关键问题、应

核对的数据类别以及拟接洽的潜在利益相关方等信息。

除了着重于直接影响的《仙台框架》具体目标外，卫生部门还

有责任通过考虑事件的长期间接影响，处置事件给社区带来

的全面影响。卫生部门的报告还将使卫生部能够衡量卫生突

发事件和灾害全面影响的年度效应和趋势；审查在提高能力

和降低脆弱性方面的进展；对未来行动领域进行优先排序。

18 指南说明可参见https://apps.who.int/iris/bitstream/handle/10665/336262/9789240003712-eng.pdf?sequence=1&isAllowed=y。

为加强死亡率数据和报告，各国需要考虑采取能力发展措

施，包括卫生部门针对改进其仙台具体目标监测和报告方

法的培训；并为通常由国家级灾害管理机构管理的多部门

灾害损失数据库添砖加瓦。

民事登记和生命统计是各国有效服务提供的支柱，其数据

对监测12个可持续发展目标（共17个）也至关重要（可持

续发展解决方案网，2019）。从中长期来看，各国卫生部可

考虑加强国家和地方的民事登记和生命统计能力，并开发

与灾害性事件（包括突发事件和灾害）有关的国家死亡率

和发病率个案登记系统。

世界卫生组织致力于与各国卫生部及伙伴合作，支持各国

加强收集和报告针对《仙台框架》具体目标和指标以及可

持续发展目标及其它相关框架的相关指标的数据。这体

现在与会员国和合作伙伴协商，在《仙台卫生部报告框架

技术指南说明》下，为协助每一位联合国成员国联络人

和/或协调员向《仙台框架》监测系统进行报告而不断制

定指南的工作中。

文框4  飓风玛利亚造成的波多黎各死亡率估值文框4  飓风玛利亚造成的波多黎各死亡率估值
2017年9月，飓风玛利亚（4-5级飓风）袭击了波多黎各，造成了大范围破坏和巨大经济损失（另见文框

3和“对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影响”部分）。医疗系统遭到明显破坏，电力受到中断，几个星期后才得以

恢复。人们认为这些因素有可能导致大量死亡。然而，对飓风玛利亚造成的死亡人数的估计因时间和

所用方法的不同产生了很大差异，这说明了在提供及时、可靠的灾害死亡率估值方面，存在着广泛的方

法、差异和困难。

飓风玛利亚袭击两周后美国总统到访，当时对波多黎各死亡人数的初步估计为16人，随后，2017年底，

政府官方估值将数字修正为64人（Telemundo，2017）。这一官方死亡人数仅考虑了死亡证明上注明死

因“与飓风有关”的死亡人数。2018年5月发表的一份研究（Kishore等，2018）估计的超额死亡人数达

5740人（95%的置信区间为1506至9889人），比最初的估值高出近七十倍，绝大多数因医疗、电力和水

等服务中断而死亡。对后一篇论文严格评审后，一项后续研究（Santos-Lozada和Howard，2018）给出

了一个1139人超额死亡的保守估值（95%的置信区间为1006人至1272人），2017年12月，即飓风过后三

个月后，水平回到了先前的范围，这突出强调了全面认识灾害影响所需的时间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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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附件一   关于灾害流行病学研究中心
35年多来，灾害流行病学研究中心（CRED）一直积极

从事国际灾害和冲突健康研究，其研究和培训活动涉

及救灾、恢复和发展。该中心于1973年在布鲁塞尔鲁

汶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成立，是一家依从比利时法律、 

具国际地位的非营利机构。1980年，CRED成为WHO
合作中心，加入了WHO全球应急准备和响应计划。 

此后，CRED大幅扩展了其国际网络，并与大量联合

国机构、政府间机构和政府机构、非政府组织、研究

机构和大学开展了密切合作。

目标目标

该中心推动研究，并为国际社会提供因灾害和冲突导

致的疾病负担及相关健康问题的证据基础，以促进对

此类人道主义突发事件的准备和响应。CRED培养短

期和长期人道主义突发事件管理方面的现场管理者、 

学生、救援人员和卫生专业人员。

重点重点

该中心的研究侧重于对人类健康有重大影响的所有人道

主义和紧急状况，包括各类自然和人为灾害，如地震、 

洪水和风暴；长期灾害，如饥荒和干旱；以及造成民众大

规模流离失所的情况，如内乱和冲突。

该中心侧重于卫生方面以及灾害和复杂突发事件导致的

疾病负担。CRED还推动更广泛的人道主义危机方面的

研究，如人权和人道主义法、社会经济及环境问题、早期

预警系统、妇女和儿童的特殊需求以及精神卫生保健。

该中心积极参与促进有关各类人道主义干预措施有效性

的辩论。它鼓励对现行和可能的干预措施及其对急性和

慢性营养不良、人类生存、发病率、传染病和精神卫生的

影响等进行科学和政策讨论。

CRED团队在四大领域开展工作：

• 自然灾害及其影响

• 内乱和冲突流行病学

• 数据库和信息支持

• 能力建设和培训。

78



附件二  关于全球灾害损失和损害数据库以及“灾害流行病学研究中
心突发事件数据库”

EMEM--DATDAT危害分类危害分类

表表1010  由  由EMEM--DATDAT定义的危害分类定义的危害分类

灾害组 灾害分组 主要灾害类型 灾害亚型 灾害次亚型 

自然

天气

极端温度

寒潮

热浪

严冬条件
雪/冰

霜/冻结

雾

风暴

对流风暴

线状风暴

雹

闪电/雷暴

雨

沙/尘暴

强风暴

风暴/潮

龙卷风

风

风暴/雪暴

温带风暴

热带风暴

气候

干旱

冰川湖溃决

野火

森林大火

陆地火灾：灌木丛、矮树
丛、牧场

水文

洪水

海岸洪泛

骤洪

冰塞洪水

河流洪水

滑坡
雪崩（雪、碎片、泥石流、
落石）

波作用量
奇异波

假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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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EM--DATDAT信息信息

EM-DAT数据库依据一系列的信息源，见表11所列。

表表1111    CREDCRED常用于收集可纳入常用于收集可纳入EMEM--DATDAT的必要灾害信息的主要来源清单的必要灾害信息的主要来源清单

来源 实例

联合国联合国 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办公室、区域综合信息网络、世界卫生组织、粮食及农业组织

国家级数字国家级数字 国家级官方数字（如菲律宾–国家减少灾害风险与管理理事会）

美国技术机构美国技术机构 美国对外灾害援助办公室、美国国家海洋与大气管理局、美国地质调查局、联邦应急管理局

非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 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和/或国家级红十字会

政府间组织政府间组织 世界银行、欧洲联盟

再保险公司再保险公司 慕尼黑再保险公司、瑞士再保险公司

保险杂志保险杂志 劳埃德事故周刊

研究中心研究中心 大学/学术机构（如南卡罗来纳大学/灾害和脆弱性研究所/Sheldus数据库）、亚洲备灾中心、
达特茅斯洪水观测站以及各种科学论文或工作文件

新闻媒体新闻媒体 法新社、路透社

其它数据库其它数据库 实例包括：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达特茅斯洪水观测站（洪水）、WHO（流行病）和史密森
尼学会火山活动计划（火山喷发）

表11所列负责收集与自然灾害有关的损害和损失数据的机构还提供全球各地灾害的分析报告和出版物，还提

供关于灾害的严重程度、社会经济影响和地理分布的信息。以此为原始材料的部分主要出版物见表12。

表表1212  侧重于主要自然或人为灾害及其相关社会经济影响的主要出版物清单  侧重于主要自然或人为灾害及其相关社会经济影响的主要出版物清单

机构 出版物名称 周期 关键词

CRED 年度灾害统计回顾：数量和趋势 年刊 受害者–经济损失–自然灾害

WMO 全球气候状况 年刊 气候变量–气候距平

瑞士再保险瑞士再保险 关于“自然灾难与人为灾害”的Sigma报告 年刊 自然灾害–经济损失–受害者

慕尼黑再慕尼黑再
保险保险

TOPICS Geo 年刊 自然灾害–经济损失–受害者

UNDRR 全球评估报告 双年刊 经济风险–减少灾害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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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EM--DATDAT事件模板事件模板

EM-DAT数据库提供了一系列与灾害有关的数据字段（详见表13）。

表表1313  已纳入描述灾害社会和经济影响的数据库的  已纳入描述灾害社会和经济影响的数据库的EMEM--DATDAT定义定义

字段 定义

致死（死亡）致死（死亡） 确认死亡的人员和失踪及推定死亡的人员

受伤受伤 灾害直接导致身体受伤、创伤或患病需要治疗的人员

无家可归无家可归 需要紧急庇护援助的人员

受灾受灾 在突发事件期间需紧急援助的人员，包括流离失所或疏散的人员

受灾总人数受灾总人数 受伤、无家可归和受影响的总人数

估计损害总额估计损害总额 与灾害直接或间接有关的所有损害和经济损失价值

重建成本重建成本 迁建损失资产的成本

保险损失保险损失 保险业承保的经济损失

每起灾害事件都记录在EM-DAT数据库，变量如表14所示。

表表1414    EMEM--DATDAT数据库中的灾害事件变量数据库中的灾害事件变量

变量 详情

灾害信息灾害信息 • 灾害编号（DISNO-唯一8位数字的ID：4个数字代表年份，4个数字代表灾害编号，如19950324）
• 灾害组/类型/亚型/次亚型

• 名称

• 输入标准–对将输入数据库的一种灾害，至少须满足下列一个标准：

 – 报告的死亡人数达10个或以上

 – 报告的受灾人数达100个或以上

 – 宣布紧急状态

 – 呼吁国际援助

时间信息时间信息 • 年份 
（注：按照EM-DAT指南，从起始年开始记录持续两年或多年的干旱）

• 起始日期和结束日期

• 当地时间

地理信息地理信息 • 国家/大陆/区域

• 位置

• 纬度/经度

特点特点 • 起源

• 相关灾害

• 量级/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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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 详情

国际呼吁国际呼吁 • OFDA响应

• 要求国际援助

• 宣布紧急状态

• 援助捐款

经济影响经济影响 • 估计损害（直接/间接；按部门）

• 已投保损失

• 重建成本

人员影响人员影响 • 总死亡人数（=死亡+失踪）

• 受伤

• 无家可归

• 受灾

• 受灾总人数（=受伤+无家可归+受灾）

部门影响部门影响 • 对基础设施的影响：房屋、桥梁、医院、作物、道路受损/被毁

• 受灾部门：工业、卫生、通信

国家名称变化国家名称变化

近年来，出于各种政治原因，一些国家的名称发生了改变（表15）。第一栏为EM-DAT国家名称，第二栏是国家

所属的WMO区域。最后一栏概述了政治变化。

表表1515  自  自EMEM--DATDAT数据建立以来出现的国家名称变化一览表。数据建立以来出现的国家名称变化一览表。

EM-DAT所列的国家/地区名称 地理区协 信息

捷克斯洛伐克 6 1993年1月分裂为捷克共和国（目前的捷克）和斯洛伐克（SVK）

厄立特里亚 1 1993年脱离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6 自1990年以来为德国（DEU）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6 自1990年以来为德国（DEU）

塞尔维亚黑山 6 2006年分裂为塞尔维亚（SRB）和黑山（MNE）

苏联 2 1991年分裂为15个国家

东帝汶 2002年脱离印度尼西亚

也门阿拉伯共和国 2 自1990年以来为也门（YEM）

也门人民民主共和国 2 自1990年以来为也门（YEM）

南苏丹 1 2011年脱离苏丹

南斯拉夫 6 1991/92年分裂为五个国家（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波斯尼亚和黑塞
哥维那、塞尔维亚黑山和北马其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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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南斯拉夫、塞尔维亚黑山和捷克斯洛伐克的所有数据记录均已纳入全球统计和全球地图。然而，对于欧

洲区域地图，因无法列出这些前国家的数据，因此未包括（表16），除非其中的一个数据记录可从元数据专门

归于另一个现有国家。

表表1616  未列入欧洲地图的三个前国家的灾害统计数据  未列入欧洲地图的三个前国家的灾害统计数据

国家
统计数据

灾害数量 死亡人数 经济损失（单位：十亿美元）

捷克斯洛伐克 9 24 0.036

塞尔维亚黑山 13 20 0.0

南斯拉夫 8 130 3.97

附件三  列入EM-DAT的WMO区域及对应国家和地区列表
列入EM-DAT数据库的国家和地区根据其地理位置，分别与WMO的六个区域之一相对应（表17）。所有国家

的本土均包含在一个单一WMO区域内，但俄罗斯联邦（以前称之为苏联社会主义共和国）和哈萨克斯坦（前苏

联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一部分）例外，它们横跨WMO二区协（亚洲）和WMO六区协（欧洲）（见图42）。因此， 

根据位置，EM-DAT对数据库中有关俄罗斯联邦和哈萨克斯坦的条目进行了审慎考虑（基于EM-DAT中的现

有信息），以确保报告的事件及其相关的社会经济损失均可恰当地归于相应的WMO区域。海外领地（如留尼

旺）和联邦州（如夏威夷）分别纳入其所在的WMO区域，并有其所相关国家的标示。

四区
北美洲

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

六区
欧洲

五区
西南太平洋

二区
亚洲

一区
非洲

三区
南美洲

图图4242    WMOWMO区域协会地图区域协会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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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1717    19701970--20192019年按年按WMOWMO区域划分的各国/地区报告的灾害数量区域划分的各国/地区报告的灾害数量

注：WMO会员国和地区会员的名称均依据WMO标准。非会员国和地区依据EM-DAT数据中所列的联合国标准。

一区协（非洲）

国家/地区 灾害数量 国家/地区 灾害数量

阿尔及利亚 56 马德拉群岛（葡萄牙） 3

安哥拉 50 马拉维 51

贝宁 24 马里 34

博茨瓦纳 17 毛里塔尼亚 30

布基纳法索 30 毛里求斯 19

布隆迪 42 摩洛哥 42

喀麦隆 24 莫桑比克 79

加那利群岛（西班牙） 7 纳米比亚 23

佛得角 8 尼日尔 40

中非共和国 31 尼日利亚 64

乍得 29 留尼旺（法属） 11

科摩罗 11 卢旺达 31

刚果 11 圣赫勒拿（英属） 1

科特迪瓦 14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1

刚果民主共和国 49 塞内加尔 30

吉布提 20 塞舌尔 4

埃及 23 塞拉利昂 16

厄立特里亚 6 索马里 62

埃塞俄比亚 74 南非 90

加蓬 5 南苏丹 15

冈比亚 19 苏丹 53

加纳 27 斯威士兰 14

几内亚 18 多哥 15

几内亚比绍 12 突尼斯 17

肯尼亚 76 乌干达 47

莱索托 19 坦桑尼亚 64

利比里亚 10 赞比亚 25

利比亚 3 津巴布韦 27

马达加斯加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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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区协（亚洲）

国家/地区 灾害数量 国家/地区 灾害数量

阿富汗 138 尼泊尔 96

孟加拉国 277 阿曼 14

不丹 6 巴基斯坦 159

柬埔寨 32 卡塔尔 1

中国 721 韩国 97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42 俄罗斯联邦（WMO二区协） 76

香港（中国） 107 沙特阿拉伯 24

印度 550 斯里兰卡 93

伊朗 93 中国台湾省 79

伊拉克 12 塔吉克斯坦 51

日本 208 泰国 134

哈萨克斯坦 19 土库曼斯坦 1

科威特 2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1

吉尔吉斯斯坦 18 乌兹别克斯坦 3

老挝 39 越南 217

澳门（中国） 6 也门（1990年之前：也门阿拉伯共和国） 4

马尔代夫 3 也门（1990年之前：也门人民民主共和国） 7

蒙古 27 也门 41

缅甸 56

三区协（南美洲）

国家/地区 灾害数量 国家/地区 灾害数量

阿根廷 103 圭亚那 11

玻利维亚 75 巴拉圭 45

巴西 193 秘鲁 108

智利 73 苏里南 2

哥伦比亚 135 乌拉圭 31

厄瓜多尔 48 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 41

法属圭亚那（法国）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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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区协（北美洲、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

国家/地区 灾害数量 国家/地区 灾害数量

安圭拉19（英属） 6 洪都拉斯 69

安提瓜和巴布达 10 牙买加 34

巴哈马 20 马提尼克岛（法属） 12

巴巴多斯 10 墨西哥 202

伯利兹 18 蒙特塞拉特岛（英属） 3

百慕大（英属） 5 荷属安的列斯 2

英属维尔京群岛（英属） 8 尼加拉瓜 53

加拿大 110 巴拿马 46

开曼群岛（英属） 7 波多黎各（美属） 30

哥斯达黎加 45 圣巴特 1

古巴 68 圣基茨和尼维斯 8

库拉索和圣马丁 1 圣卢西亚 15

多米尼克 12 圣马丁（法属） 1

多米尼加共和国 63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 16

萨尔瓦多 41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10

格林纳达 6 特克斯和凯科斯群岛（英属） 7

瓜德罗普（法属） 10 美国 848

危地马拉 69 美属维尔京群岛（美属） 8

海地 103

五区协（西南太平洋）

国家/地区 灾害数量 国家/地区 灾害数量

美属萨摩亚（美属） 4 纽埃 2

澳大利亚 226 北马里亚纳群岛 4

文莱达鲁萨兰国 1 帕劳 2

库克群岛 7 巴布亚新几内亚 38

斐济 49 菲律宾 514

法属波利尼西亚（法属） 7 萨摩亚 11

关岛（美属） 8 所罗门群岛 22

纽埃 292 东蒂汶 8

北马里亚纳群岛 5 托克劳（新西兰属地） 3

帕劳 65 汤加 17

巴布亚新几内亚 6 图瓦卢 7

菲律宾 10 夏威夷（美国） 5

萨摩亚 9 瓦努阿图 28

所罗门群岛 55 瓦利斯群岛和富图纳群岛（法属） 2

19 英属加勒比地区的集团成员（安圭拉、蒙特塞拉特、特克斯和凯科斯群岛、英属维尔京群岛、开曼群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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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区协（欧洲）

国家/地区 灾害数量 国家/地区 灾害数量

阿尔巴尼亚 25 约旦 12

亚美尼亚 9 拉脱维亚 8

奥地利 48 黎巴嫩 11

阿塞拜疆 10 立陶宛 14

亚速尔群岛（葡萄牙属地） 2 卢森堡 12

白俄罗斯联邦 12 黑山 11

比利时 55 荷兰 35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24 北马其顿 21

保加利亚 41 挪威 10

克罗地亚 27 波兰 53

塞浦路斯 9 葡萄牙 43

捷克 26 摩尔多瓦 15

捷克斯洛伐克 9 罗马尼亚 83

丹麦 16 俄罗斯联邦（WMO六区协） 88

爱沙尼亚 4 塞尔维亚 37

芬兰 3 斯洛伐克 21

法国 158 斯洛文尼亚 7

格鲁吉亚 20 西班牙 89

德国（1990年之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3 巴勒斯坦国 7

德国（1990年之前：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12 瑞典 12

德国 75 瑞士 53

希腊 56 叙利亚 10

匈牙利 32 土耳其 71

冰岛 5 乌克兰 33

爱尔兰 22 英国 84

以色列 16 苏联（至1991年） 6

意大利 99 南斯拉夫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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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按联合国和世界银行划分的国家分类

本出版物中所列的图片和图表表示了天气、气候和水

等极端事件造成的灾害数量、死亡人数和经济损失，

主要基于联合国和世界银行制定的两种经济分类法

系统。这两类系统并不完整，忽略了一些小岛屿国家

和地区，参见表19。本图集中，这些国家/地区的分类

是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制定的补

充经济分类进行的。

联合国和世界银行的分类法可普遍用于比对其所涵

盖的193个国家的经济状况。在监测《仙台框架》及

可持续发展目标完成情况的背景下，利用这两个系统

的方法差异，有助于反映和评估归因于天气、气候和

水等极端事件的灾害。

按收入组划分的世界银行国家分类包含四个等级（数

字是2017财年的2015年数据）：

• 低收入（低于（低于11811181美元）美元）

• 中等偏下收入（（10261026--40354035美元）美元）

• 中等偏上收入（（40364036––1247512475美元）美元）

• 高收入（（1247612476美元或以上）美元或以上）

收入以人均国民总收入（GNI）来衡量。众所周知，

虽然人均GNI并不能完全概括一个国家/地区的发

展水平也不能衡量其福利，但它已被证明是一个有

用且易于获取的指标，与其它衡量生活质量的非货

币指标（如出生时的预期寿命、儿童死亡率和入学

率）密切相关。不过用户应了解GNI的使用有一些局

限性。例如在低收入经济体中，GNI可能会被低估，

因为其非正规、自给自足的活动较多。GNI也没有反

映收入分配的不平等。世界银行的这一分类法参见

http://databank.worldbank.org/data/download/
site-content/OGHIST.xls。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DESA）制定的联合国国

家分类法：

• 发达经济体

• 转型期经济体

• 发展中经济体

此分类法基于来自DESA统计处和人口处获取的信息、

以及联合国五个区域委员会、UNCTAD、联合国世界

旅游组织、IMF、世界银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以及

国家和私人提供的信息。该国家分类是作为《世界经济

形势和展望》的一部分编写的；它将世界各国归入三大

类之一，以反映各国的基本经济状况。联合国分类法参

见https://www.un.org/development/desa/dpad/
wp-content/uploads/sites/45/WESP2019_BOOK-
ANNEX-en.pdf。

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和世界银行清单中未涵盖的国

家/地区的分类参见https://unctadstat.unctad.
org/EN/Classif ications/DimCountries_
EconomicsGroupings_Hierarchy.pdf。

联合国和世界银行对WMO各区域内国家和地区数的

经济分类参见表18。对这些国家，我们使用了UNCTAD
的分类，并将其列入了发展中国家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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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1818  按  按WMOWMO区域划分的联合国和世界银行国家和地区经济分类区域划分的联合国和世界银行国家和地区经济分类

按WMO区域划分的联合国国家和地区经济分类 按WMO区域划分的世界银行国家和地区经济分类

全球

发达经济体 42
发展中经济体 160
转型期经济体 19

高收入 77
中等偏下收入 48
低收入 33
中等偏上收入 63

一区

发达经济体 1
发展中经济体 56

高收入 4
中等偏下收入 21
低收入 24
中等偏上收入 8

二区

发达经济体 1
发展中经济体 30
转型期经济体 6

高收入 10
中等偏下收入 11
低收入 7
中等偏上收入 9

三区

发展中经济体 13 高收入 2
中等偏下收入 2
中等偏上收入 9

四区

发达经济体 3
发展中经济体 30
转型期经济体 1

高收入 17
中等偏下收入 3
低收入 1
中等偏上收入 13

五区

发达经济体 3
发展中经济体 25

高收入 11
中等偏下收入 8
中等偏上收入 9

六区

发达经济体 34
发展中经济体 6
转型期经济体 12

高收入 33
中等偏下收入 3
低收入 1
中等偏上收入 15

表表1919  未纳入联合国和世界银行分类但采用了  未纳入联合国和世界银行分类但采用了UNCTADUNCTAD分类的国家分类的国家

美属萨摩亚 库拉索 蒙特塞拉特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

安圭拉 多米尼克 瑙鲁 塞舌尔

安提瓜和巴布达 密克罗尼西亚联邦 纽埃 圣马丁

阿鲁巴 法属波利尼西亚 新喀里多尼亚 汤加

百慕大 格林纳达 北马里亚纳群岛 特克斯和凯科斯群岛

英属维尔京群岛 关岛 帕劳 图瓦卢

开曼群岛 马绍尔群岛 圣基茨和尼维斯 美属维尔京群岛

库克群岛 马提尼克岛 圣卢西亚



JN
 2

14
29

战略传播办公室
电话: +41 (0) 22 730 83 14 – 传真: +41 (0) 22 730 80 27

电子邮件: communications@wmo.int 

public.wmo.int

欲获得更多信息，请联系:

世界气象组织
7 bis, avenue de la Paix – P.O. Box 2300 – CH 1211  

Geneva 2 – Switzerland

秘书长办公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