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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象与灾害

拉尼娜重出江湖 世界多灾多难

摘要

1.	2011 年，世界各地发生了很多极端的灾害性天气或地质
灾害。第一季度，赤道太平洋附近的多数地区延续着前一次拉
尼娜现象后遗症，只有南美地区天气意外好转，挽救了作物产
量。此外，日本东北部遭遇了 9级特大地震，引发日本股市、
汇市和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剧烈动荡。第二季度，始于 2010 年 7
月的拉尼娜现象正式宣告结束，但美国南方持续干旱，棉花接
替冬小麦成为受灾最严重作物，优良率远低于常年。第三季度，
北半球的天气炒作进入白热化阶段，又以美国的高温干旱天气
最为恶劣，南半球虽暂别舞台但因拉尼娜现象重现亦暗流涌动。
第四季度，拉尼娜式的异常天气终于在南美、东南亚、澳洲等
地接连登场，农产品期货价格中的天气升水不断增加。

2.	以大豆为例。2011 年美国大豆遭遇面积缩减和单产下滑
的双重打击，单产小幅下滑的原因主要是中西部地区在 7-8 月
遭遇高温干旱天气。而我国大豆主产区除了在播种前期持续低
温阴雨外，基本未遭遇严重气象灾害，大豆单产与去年持平或
略有提高，减产主要与种植面积下滑有关。随着拉尼娜现象的
持续发展，南美天气逆转，大豆在生长关键期遭遇旱灾威胁，
前景不容乐观。

3.	以棉花为例。受 2010 年棉价高涨的刺激，今年北半球新
花的播种面积普遍增加。中国、印度和巴基斯坦等棉花主产国，
生长期内天气总体良好，丰产在望。而美国棉区却遭遇了长时
间的极端旱灾，除西部棉区不减产外，其他棉区普遍减产，实
际收获面积仅占种植面积的 67%。

4.	多数预测模型都认为这次拉尼娜现象至少会持续整个北
半球的冬季，峰值可能会出现在明年 1月前后，初春时强度开
始明显减弱。参考 2012 年 1-6 月的全球降水、气温趋势预测，
南美、东南亚、美国南方、欧洲等地的新年度天气值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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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天气行情回顾

由于人类活动的规模和深度不断加大，全球自然灾害的发生频率越来越高，造成的经济
损失也越来越大。2011 年，世界各地发生了很多极端的灾害性天气或地质灾害，不论是实
体经济，还是金融市场，都从中遭受了不同程度的破坏和影响。尤其在期货市场上，讨论最
多的关键词当属 ：拉尼娜、美国干旱、泰国洪灾、日本地震等等。

2011 年第一季度——拉尼娜现象后遗症

近年来，厄尔尼诺现象和拉尼娜现象频繁地交替出现，令世界部分地区气候出现异常。
2009 年下半年，赤道太平洋形成了中等偏强的厄尔尼诺事件。2010 年 3 月开始，厄尔尼
诺现象持续减弱，但赤道太平洋的海温没有恢复正常，而是向另一种极端演变。2010 年 7 月，
拉尼娜现象确定形成，随后不断加强并延续至 2011 年。

受拉尼娜现象的影响，在 2010 年底，南美谷物主产区持续高温少雨，印度尼西亚、马
来西亚、泰国、越南、菲律宾等东南亚多国遭遇暴雨洪灾，同样洪水泛滥的还有澳大利亚东
部。迈入新年后，东南亚地区和澳洲东部的强降雨天气持续发展，成为影响天然橡胶、棕榈
油、水稻、小麦、棉花和白糖期货价格的利多因素，然而南美天气竟然奇迹般好转。

2011 年初，巴西首先迎来较多降雨，局部地区甚至因为雨日偏多而不利收割和运输，
受雨水滋润，该国大豆产量再创新高，玉米产量接近历史最高。其次是巴拉圭，在晴雨相间
良好天气的帮忙下，该国大豆产量跃居南美第三。最后是阿根廷，1 月中旬以后才逐渐降雨
增多、气温回落，利于前期受损作物恢复单产，避免了更大幅度的减产。

自 2 月起，拉尼娜现象的强度趋于减弱，虽然季末拉尼娜现象依然存在，但是美国气象
局预测拉尼娜现象将于 2011 年 6 月结束。

中美两国一季度的天气行情相对平淡，值得关注的是中美冬麦区普遍干冷、美棉区依然
干旱，其他地区则基本没有农业气象灾害。

这一季度世界还发生了极其严重的地质灾害——3·11 日本东北部 9 级特大地震。强震、
海啸、火山喷发及核泄漏等一系列灾害引发日本股市、汇市和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剧烈动荡，
随后日本央行 40 万亿日元的巨额注资和Ｇ７联手干预汇市等措施对于稳定金融市场起到了
重要作用。在农产品方面，日本不是重要的生产国，对外依存度很高，强震令市场形成日本
谷物短期需求受损的预期，不过由于其需求占全球谷物总贸易的比重较低，因此最终影响程
度有限 ；反而是日本车市萎靡对天然橡胶需求的影响更深远。

2011 年第二季度——美国南方持续干旱

6 月 9 日，始于 2010 年 7 月的拉尼娜现象正式宣告结束，南美、东南亚和澳洲等地的
二季度天气基本未见异常。东南亚国家的棕榈油和天然橡胶产量维持上升趋势，澳洲冬小麦
因土壤墒情适宜且天气晴好而顺利完成播种，巴西中南部旱涝不均导致甘蔗压榨进度落后。

4~6 月是北半球的春季。一年之计在于春，中美两国的春播天气往往是市场关注焦点。
今年二季度，中国小灾小难较多，不过最终多化险为夷——及时雨缓解北方冬麦区旱情、长
江流域旱涝急转、东北地区短暂低温无碍大局 ；美国一度南旱北涝，到季末“北涝”逐渐减
弱，中西部地区作物优良率基本正常，但“南旱”局势依然严峻，棉花接替冬小麦成为受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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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严重作物，优良率远低于常年。

除了播种新作物外，越冬作物也在春天里返青并继续生长。今年入春以来，由于气温一
路走高而降水持续偏少，欧洲法国、德国、英国、西班牙等地在冬小麦生长的关键时期遭遇
旱灾。尽管 6 月欧洲天气改善，降雨增多，但是冬小麦产量依然小幅下滑。

2011 年第三季度——美国大部极端炎热，拉尼娜现象重现

7~9 月是北半球的盛夏初秋、南半球的冬季，这一季度北半球的天气炒作进入白热化阶
段，南半球虽暂别舞台却又因拉尼娜现象重现而暗流涌动。

纵观北半球，以美国的天气最为恶劣。今夏美国南北农业带均为高温、干旱所困，棉花、
玉米、大豆普遍优良率偏低，并面临不同程度的减产。以德克萨斯州为代表的美国西南旱区
整个夏季极端炎热，几乎没有明显降雨过程，干旱严重影响美棉优良率和产量。而在偏北部
的美国中西部地区，7 月的 35℃以上持续高温、8 月的降水异常偏少，令玉米和大豆单产
接连受损。

此外，自 7 月下旬起，泰国中北部连降暴雨引发严重洪灾，不仅冲毁了当地的稻田和少
量橡胶林，更是重创泰国汽车加工业令天然橡胶需求受损。泰国曾于 2010 年初遭遇近 20 
年来最严重的旱灾，2010 年底因拉尼娜现象而降水偏多。

相比之下，我国北方地区 7~9 月基本风调雨顺，东北地区玉米、大豆单产稳中有升 ；
南方大部则经历了一个高温少雨的夏天，江南西部、西南地区东部由此出现旱灾，令当地的
早稻、中晚稻、玉米、甘蔗、油菜籽等生长受阻或干枯死亡。

9 月 8 日，美国气象局在其 ENSO 月度诊断报告中首次披露 ：时隔不到半年，拉尼娜现
象重新出现，未来会逐渐增强，并持续至北半球的冬季（2011 年末至 2012 年初）。尽管当
时南美没有干旱迹象，但是其遭遇旱灾的风险正在积聚。

2011 年第四季度——拉尼娜式异常天气短暂蛰伏后爆发

10 月，美国干旱保持，泰国洪灾持续，欧洲干燥天气又起，而我国西南旱情缓解，南
美谷物主产区雨水充沛。11 月，美国冬麦区干旱终于在零星秋雨的滋润下开始缓慢减弱，
泰国洪水亦开始缓慢消退，欧洲温暖少雨的天气进一步发展，我国冷空气活动频繁，下半月
巴西南部和巴拉圭降水不及常年同期，澳洲东南部连降暴雨。

美国温和发展的干旱没有给棉花、玉米、大豆任何挽回产量的机会，不过新年度冬小麦
虽然播种略有滞后，但最终以大于 50% 的优良率进入休眠期，预期来年开春后的长势将优
于去年。

拉尼娜现象带来的异常天气一般在其形成之后的 2-3 月内爆发。尽管始于今年 9 月的拉
尼娜现象的发展速度和强度均不及始于去年 7 月的那次，但拉尼娜现象的持续发展是客观事
实，相关地区发生气象灾害的概率不可能下降，只会不断增加。

果不其然，12 月，美国旱情继续缓解，泰国洪灾仍未完全消除，欧洲维持暖冬但降水
增加，雨雪低温大雾齐聚我国，所幸南方蔗区暂无霜冻，东南亚局部地区降水增强，南美持
续晴朗少雨以致干旱风险加大，澳洲东部、北部和西部普遍多降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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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重要品种气象分析

一、	大豆

中美两国大豆播种有惊无险，但面积普遍下滑

今春，美国中西部地区暴风雨天气偏多，引发整个密西西比河及密苏里河上游洪水泛滥，
一度导致大豆春播受阻。不过，6 月中西部地区降雨减弱，密西西比河流域的洪涝灾害从下
游三角洲地区向上游五大湖地区逐渐消退，大豆播种率亦追赶上去年同期的进度，最终按时
完成播种。期间，美国大豆的出芽率和优良率均接近常年平均水平。

今年东北春播天气总体较好，土壤墒情良好，低温阴雨天气曾影响大豆播种及出苗质量，
不过 6 月以后不利天气因素已经消除，东北大部光温条件改善。

由于大豆和玉米的主产区有较多重叠，因此两者的争地问题较为突出。近年来，玉米的
种植收益持续增长，大豆 / 玉米的比价回落至均衡水平以下。因此，今年不论是美国还是中
国，大豆的种植面积均出现缩减，更是小于玉米的播种面积。

开花结荚期美国高温干旱损及大豆单产，中国大豆平稳生长

今夏，美国南方三角洲地区的大豆产区一直高温干旱。7 月，盘踞在南方的高温势力向
北扩张，导致中西部地区也出现 35℃以上的持续高温。随之而来的便是水分蒸发过快，土
壤墒情下降。截至 8 月底，美国中西部地区大豆主产区出现较大范围的轻至中旱。

7~8 月，东北地区、黄淮华北地区大部晴雨相间，土壤墒情良好，同时光照充足，气温
较常年略偏高，温暖适宜，大豆平稳生长。

灌浆成熟期美国干旱温和发展，南美大豆开局良好

9~10 月，美国大豆主产区的干旱没有加剧，也无缓解，大豆单产小幅下降已成定局。
期间，中西部地区偏北部出现早霜，但是主要局限在北达科他州、明尼苏达州，影响范围有限。

10 月上旬，我国东北地区的大豆基本收割完毕，整个生育期内未遭受严重气象灾害，
单产与去年持平或略有提高。今年我国大豆减产主要与种植面积下滑有关。

近年来，南美地区各国大豆产量的总和已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因此市场对南美天气
越来越重视。拉尼娜现象于 9 月初重新出现令南美干旱的风险增大，南美大豆主产区有没有
降雨成为关注焦点。不过由于拉尼娜现象对天气的影响具有滞后性，9~10 月，巴西、阿根
廷和巴拉圭天气晴雨相间、降水量充足、土壤墒情良好，均有利于大豆的播种和生长。

南美天气逆转，生长关键期遭遇旱灾威胁

随着拉尼娜现象的持续发展，南美大豆主产区降水减少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尤其以阿根
廷中北部最不乐观，其次是巴西南部和巴拉圭局部。整个 12 月，阿根廷的科尔多瓦、圣德
菲和布宜洛斯艾利斯主产区累积降水量不到正常水平的 25%，巴拉圭中西部以及巴西南里奥
格兰德州、帕拉纳州和南马托格罗索州等主产区亦不足 50%，只有巴西马托格罗索州降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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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尽管南美大部 12 月的气温基本正常，没有极端高温，但是长时间的干燥天气依然导致
阿根廷中北部、巴西南部和巴拉圭局部的作物遭到旱灾的破坏。

图 1： 年底南美降水明显不足，干旱影响初显

注：降水距平百分比 = 实际降水量 / 历史同期平均降水量 *100%

资料来源： 美国气象局

不同于去年南美在播种期遭遇干旱，此次干旱的发生时间正好是大豆开花期，对产量的
影响更容易被放大。此外，南美连续两年遭遇干燥天气，土壤本身的水分状况已不如去年。
若南美继续在 1-2 月的灌浆成熟期遭遇持续干旱，则大豆减产概率极大。

二、	棉花

北半球植棉面积大增，但美棉区干旱威胁单产水平

受 2010 年棉价高涨的刺激，今年北半球新花的播种面积普遍增加，据美国农业部预测，
2011/12 年度全球棉花面积为 3556 万公顷，同比增加 6.1％。

在春播及出苗期间，我国新疆棉区因低温播种略有推迟，但后期天气改善，利于幼苗生
长 ；黄淮棉区旱情及时得到缓解，长势基本良好 ；长江流域棉区旱涝急转，部分地区苗情不
佳。印度前期因土壤墒情偏低而暂缓播种，后期降水增多，种植加速，基本追平去年的播种
进度。巴基斯坦一直天气条件较好，有利棉花播种和生长。

相比之下，美国棉区正面临着不断加重的旱灾，尤其是棉花产量占比达到 50% 以上的
德克萨斯州。此次美国南方大旱早在去年便出现了苗头。去年 8 月，以路易斯安那州为主的
美国三角洲地区最先出现干旱。干燥的冬天过后，美国整个南方几乎都存在干旱，不过东南
部旱情有所减弱，而西南部的德克萨斯州旱情逐渐加重。4 月，降水不见增加、气温快速回
升导致美国西南部干旱范围迅速扩大 ；5~6 月，在高温少雨天气的控制下，以德克萨斯州为
中心的美国西南部旱情发展加剧至最高级别，且东南部旱情又趋于加重。尽管 2011 年美棉
种植面积预期增加近 25%，但是截止 6 月底，德克萨斯州、佐治亚州、俄克拉荷马州的棉
花优良率严重偏低，美棉单产前景堪忧。

美棉减产成定局，其他国家丰产在望

虽说棉花是耐旱的作物，但是在 7~9 月的现蕾、开花、结铃期，棉花依然需要适量的
水份来满足生长发育所需及养份的正常运输。待棉株开始吐絮后，棉花才基本不需要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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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以德克萨斯州为代表的西南棉区 7~8 月延续高温少雨的天气，多数地区的最高气
温突破历史记录、降水量不足常年的 25% ；9 月入秋后，当地气温才有所下降，偶有阵雨 ；
不过在美国中南部和东南部棉区，形势相对乐观，当地 7、9 月的降水量甚至接近常年或偏多。

反映到优良率上，美棉 2011/12 年度的优良率一直维持在 30% 左右的极低水平。不过
不同主产州的情况迥异，以 7 月 24 日为例 ：截至当天，德克萨斯州的棉花优良率为 13%、
长势极差的比例占到 37%，佐治亚州的棉花优良率较前一周上升 7% 至 28%，亚利桑那州
的棉花优良率为 87%、长势差的比例为 0%。

图 2： 美国德克萨斯州长时间极端干旱重创美棉产量

资料来源： 美国农业部、美国气象局

据美国农业部 12 月的供需报告，除了西部棉区不减产外，美国其他棉区普遍减产，导
致 2011/12 年度美国棉花单产降至 57.57 公斤 / 亩，产量下调至 344.66 万吨，预计实际
收获面积仅占种植面积的 67%。

在中国、印度和巴基斯坦等其他棉花主产国，天气基本良好，虽然 8~9 月我国长江流
域和黄淮棉区偶有连阴雨、印度和巴基斯坦局部暴雨成灾，但是影响范围和持续时间均有限。
加之种植面积增加，最终上述国家 2011/12 年度的棉花产量仍将较上一年度有所增长。

第三部分	拉尼娜现象及新年度天气展望

年底，中国气象局相关专家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2011 年极端天气事件频发，但是对
于 2012 年会出现怎样的极端天气，现在的科学水平尚无法预测。对于出现极端天气事件的
原因，目前大家比较认可的一个解释是大气环流出现经常性异常。

厄尔尼诺（El Nino）与拉尼娜（La Nina）现象表面上是指赤道太平洋中东部表面海水
变得异常温暖或寒冷，实质上会由此引起大气环流的异常变化。因此，在发生拉尼娜或厄尔
尼诺现象的年份，世界上容易出现极端天气事件。

通过观察过去 50 年 ENSO 现象的变化规律，美国气象局发现，若赤道太平洋表层海温
在夏季（5-8 月）处于中立状态（ONI 指数界于正负 0.5℃之间），则此后形成的拉尼娜现象
基本不可能在随后的冬季达到很强的程度（ONI 指数低于﹣ 1.5℃）。由此看来，今年年内第
二次拉尼娜现象的强度可能界于轻至中等，不会超过前一次，所造成的异常天气也可能不及
前一次持久或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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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美国气象局监测，12 月最后一周，太平洋东部 Nino 3,4 海域的表面海温距平扩大至
﹣ 1℃，表明拉尼娜现象稳定存在。对于其发展趋势，多数预测模型都认为这次拉尼娜现象
至少会持续整个北半球的冬季，峰值可能会出现在明年 1 月前后，初春时强度开始明显减弱。

图 3： 1986 年 9 月至今的 ONI 指数（月度）

注：美国气象局监测 ENSO 现象的主要指标之一是 Oceanic Nino Index，即 ONI 指数，其定义为赤道太平洋中东部 Nino 3,4
区域（北纬 5°至南纬 5°、西经 120°至 170°之间）的海水表面温度距平的三个月滑动平均值。当 ONI 指数为负数，且

小于或等于 -0.5℃时，拉尼娜现象正式形成；当 ONI 指数连续 5 次小于 -0.5℃时，可判定拉尼娜现象进入成熟阶段。

资料来源： 美国农业部、美国气象局

经验表明，发生拉尼娜现象时，市场倾向于形成南美谷物减产的预期 ；发生厄尔尼诺现
象时，则反之。目前，这种减产预期已得到部分验证，阿根廷中北部、巴西南部和巴拉圭局
部的作物遭到旱灾的破坏。其中，玉米受损最严重，其次是大豆，再次是甘蔗、可可和棉花。

回顾历史，似乎可以把图 3 中的 2007/2008 年度与 2010/2011 年度对应起来，那么
2011/2012 年度将与 2008/2009 年度相呼应。同样是连续两次经历拉尼娜现象，连续两
次遭遇干旱天气，加之今年的干旱恰好发生在玉米抽雄期、大豆开花期，若 2012 年 1~2 月
南美继续高温少雨，则 2011/12 年度南美谷物减产概率极大。

图 4： 全球 2012 年第一季度降水、气温趋势预报

资料来源： International Research Institute for Climate and Society

短期预测认为 2012 年 1 月中旬之前，阿根廷中北部、巴西南部和巴拉圭难以出现足够
的降雨来缓解旱情，土壤墒情偏低的状况仍将持续。中期季度预测认为，2012 年 1~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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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地区降水情况基本符合当地气候特点，气温异常偏高的概率接近 50-60%。综合来看，
我们认为南美作物在新年第一季度的生长关键期，天气条件不会很好，减产风险偏大。

图 5： 全球 2012 年第二季度降水、气温趋势预报

资料来源： International Research Institute for Climate and Society

此外，明年上半年还有以下值得关注的天气趋势 ：1、菲律宾、印尼和马来半岛的强降
雨天气有望持续至 2012 年 6 月，棕榈油和水稻的供应可能受到不利影响。2、美国南方旱
情难以快速缓解，干旱可能有所反复，新年度棉花播种可能推迟或缩减面积。3、暖冬过后，
欧洲将继续迎来炎热的春季，所幸降水基本符合当地气候特点，如果届时确实没有旱灾，那
么晴好天气将十分有利于冬小麦返青生长。4、我国西南部虽然 1~3 月气温基本正常，但是
4~6 月气温偏低的概率超过 50%，可能对甘蔗和油菜籽返青生长不利。

不出意外，2012 上半年，拉尼娜现象基本可以正式终结。如果后续不再出现厄尔尼诺
现象，2012 下半年世界或许可以少一些异常天气。不过天气系统总是瞬息万变，全球变暖
的趋势也令厄尔尼诺现象出现的频率大大提高。地质灾害方面，环太平洋火山地震带也是日
趋活跃。所谓的“2012”年可能会继续多灾多难，由此威胁全球大宗农产品的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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