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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9 4 年 中国海灾 害性海浪持征分析

高志华 许富祥

〔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 北京 )

摘 要 随着沿海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海上生产活动的增多
,

海浪的短期预报及长期预测越来越被

人们重视
。

本文主要分析了 1 9 9 4 年灾害性海浪的特征
,

以供沿海地区及从事海洋开发
、

渔业
、

运输

事业的部门参考
。

1 19 94 年中国海海浪灾害概况

1
.

1 福建沿海多次遭受台风浪灾害

1 9 94 年
,

福建沿海先后 6 次遭受台风浪

侵袭
,

损失比较严重
。

7 月 n 日 06 时登陆泉

州市的第 6 号台风
; 8 月 4 日 04 时登陆龙海

市的第 13 号台风
; 8 月 8 日在浙江近海转向

北上 的第 ]4 号台风
; 8 月 21 日 22 时 30 分

在浙江温州市登陆的第 17 号台风
; 9 月 1 日

2 1 时 3 0 分在福清市登陆的第 18 号台风
; 10

月 1 0 日在台湾东北部海面转向的 30 号台

风
。

据不完全统计
,

全省因台风浪共损坏渔船

6 5 3 艘
,

毁坏护岸堤 1 1 5 6 处
,

冲毁塘坝 2 57

座
,

毁坏码头 12 座
,

损坏海堤 24 3k m
,

仅水利

设施损失达 7
.

7 亿元
。

1
.

2 浙江省温州市遭受特大台风浪灾害

1 9 9 4 年 1 7 号台风于 8 月 2 1 日 2 2 时 3 0

分在温州市的瑞安梅头镇登陆
,

登陆时台风

中心气压为 9 60 百帕
,

中心风速 40 m / S ,

风力

超过 12 级
。

此时正逢天文大潮
,

在台风登陆

时
,

海面上波涛汹涌
,

巨浪滔天
,

江 口 内涌高

浪大
。

登陆前
,

即 21 日白天
,

南J七海洋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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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
, 1 7 时最大波高达 10

.

6 m (夜间台风登

陆时无海浪观测 )
,

沿岸海浪普遍高出海岸 2

一 3 m
,

局部地段拍岸浪达 1 2In
。

据调查
,

在这

次特大台风侵袭期间
,

最大波高值地段在飞

云江 口北岸至乐清湾一带
,

塘前最大波高一

般可达 2一 3m
,

波浪在海塘工程上的爬高一

般为 3 一 4n
, 。

按实测潮位和风力计算分析
,

乐

清胜利塘最大可能涌高 sm
,

瑞安丁山塘最大

可能涌高为 6 m
,

玉环五门塘最大可能涌高为

1 0
.

g m
。

在如此巨大的浪涌和暴潮的作用下
,

千吨海轮被推上 50 多米高的山峦
,

有 十多条
一

干吨大船被 拥到七都岛的堤塘
一

上或堤塘内
,

倾刻间
,

保护着温州 9 个县 (节
、

区 ) 的一线海

塘几乎全面崩溃
,

二线海塘决 口
,

三线海塘进

水
,

由此
,

给温州市造成惨重的灾难
。

受 1 7 号

台风影 响
,

温 州市被损拇塘 4 60 k m
,

冲开大

小决 口 2 1 84 处
,

总长 2 4 9k m
,

损 坏水 闸 9 ,

座
,

冲毁塘坝 26 6 座 ;
沉没渔船 7的 余艘

,

渔

网流失 8 70 0 多张
,

水产养殖损失惨重
。

经济

损失仅水利设施一项就达 4
.

9 亿元
。

1
.

3 黄海北部及渤海海峡沿岸遭台风浪侵

袭

2 9 9 、年第 1 5 号台风 8 月 1 6 日 8 时 3 0

分在普兰店市皮 口镇西部登陆
,

受其影啊
,

烟

台市报废海水养殖小不船 5。余只
,

损坏船只

7 3 艘
,

冲毁海产养殖 1 3 1 3 公顷
,

有 3 处渔港

严重 损坏
,

2 处码头 被冲垮
,

直接经 济损 失

1
.

3亿元
。

荣城市冲毁桥涵 2i 座
,

损坏各种船

只 3 5 5 艘
,

海 上守胳渔 民死 亡 1 人
,

失踪 1。

人
,

水产养殖损失 3拓 公 顷
,

直接经济损失

7
.

1 亿元
。

长岛县损坏小型渔船 2 00 多只
,

计
8 0 0 万元

;
鲍鱼养殖损失 3 5 0。万元 ;

扇 贝养

殖损失 2肠 公顷
,

计 2 6 0。万元
;
虾

、

扇贝损失

7 公顷
,

计 5。。万元
,

损坏港 口码头 n 处
,

计

1 5。。万元
。

山东省最大的海岛镇一论矶镇
,

由于风大浪猛
,

上百公斤重的海底石块连 同

沙石一起被卷上码头
,

3 吨多重我四角锥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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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浪从海底冲到 20 多米远的码头上
,

码头多

处被毁
,

迫使交通中断
。

1
.

4 恶性海难事故时有发生

1 9 9 4 年 6 月 2 日 09 时左右
,

湛江市雷

州镇 50 0 多艘渔船在离港 40 多海里的水域

作业
,

海面突然卷起大风浪
,

波高达 6 m
, 2 00

多艘渔船危在旦夕
,

虽经多方援救
,

大部分船

只脱险
,

但仍有 15 艘船沉没
,

9 人下落不明
。

1 9 9 4 年 10 月 10 日 6 时
,

福建省平潭县

流水乡东海村东尾澳发生一起前所未有的突

发性海潮海浪灾害事件
,

持续数小时
,

最大波

高达十几米
,

当时东尾澳共停泊渔船 71 艘
,

其中刚从海上作业回来停泊在防浪堤外的

18 艘 80 马 力以上的机动船全被打破或沉

没
。

据统计财产损失 60 7
.

4 万元
,

护船渔民死

亡 2 人
,

重伤 2 人
,

受灾 9 2 户 4 0 6 人
。

同年 10 月 n 日
,

受 30 号台风影响
,

印

度 1 万吨巨轮在东海沉没
。

当时海面上风速

为 3 5 m / S
,

涌浪高 6一sm
。

据山东省海上搜救中心办公室统计
,

山

东所辖海域 1 9 9 4 年发生浪损事故 4 起
,

海上

灾害性天气毁船事故 5 起
,

均较上年度有所

增加
。

2 19 9 4 年中国海灾害性海浪分布特

点及成因分析

2
.

1 1 , 9 4 年中国海灾害性海浪分布特点

1 9 9 4 年
,

中国海波高大于 3 m 海浪发生

天数多于往年
,

各海区累计 5 76 天
,

其中浪高

大于 4 m 的灾害性巨浪为 2 98 天
。

综观全年
,

浪高大于 4 m 的灾害性波浪分布有如下特

点
:

(l) 浪高大于 4 m 的灾害性海浪以寒潮

浪和 气旋浪为主
,

全年各海区累计出现 2 14

天
,

占全年总天数的 71 %
。

(2 )浪高大于 4 m 的 台风浪全年各海 区

累计出现 84 天
,

虽较常年偏少
,

但比 1 9 9 3 年

多 2 9 天
。

(3) 台风浪灾害主要以浙江
、

福建为主
;

山东半岛和辽东半岛也有一定程度的灾害影

5 8

响
;
位于黄海南部的江苏沿岸基本没有台风

浪灾害
;
广东

、

广西及海南省是 1 9 9 3 年台风

浪灾害的主要发生地段
,

而 1 9 9 4 年受到的台

风浪灾害则较轻
。

2
.

2 1 , 94 年中国海海浪灾害成因分析

基于 1 9 9 4 年中国海波高大于 4 m 的灾

害性海浪分布特征
,

结合影响我国近海的主

要天气系统分析
,

西北太平洋副热带高压 (以

下简称副高 )的一些变化因子
,

简单地进行成

因分析
。

发现副高面积指数年距平与中国海

灾害性海浪发生天数的逐年变化 曲线基本呈

反位相
,

尤其是在极值点即副高面积指数年

距平达最大时
,

台风浪的出现天数最少
,

当台

风浪出现天数最多时
‘

,

面积指数距平反而最

小
,

两曲线都存在 5 年周期和 10 年周期变化

频率
,

19 94 年正处在面积指数距平增大过

程
,

灾害性海浪出现夭数处在下降的周期内
,

所以形成灾害性海浪较常年偏少的特点
。

由统计资料表明
,

灾害性海浪主要发生

在东海
、

台湾海峡和南海
,

共计 26 7 天
,

占总

数的 8 9 %
。

主要出现在 1一 3 月和 1 0一 1 2

月
,

东海主要发生在 8一 10 月
,

尤其 8 月出现

最大波高 1 2m
,

1 0 月出现 i o m
,

9 月出现 sm
,

这与 1 9 9 4 年东海中部浙江
、

福建台风浪灾害

严重有直接关系
。

相反南海只有 10 月出现一

次最大波高为 sm 的狂浪
,

且位于南海南部
,

其余月份只出现 4一 7m 的最大波高
,

形成 了

1 9 9 4 年南海台风浪灾害较轻的特点
。

3 1 , 9 5 年中国海海浪预测

根据对中国海多年海浪历史资料与西北

太平洋副热带高压的面积指数
、

副高脊点西

伸位置等多年历史资料统计分析
,

发现我国

海域灾害性海浪的发生天数与副高的强弱和

位置变化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
。

因此我们首

先根据多年副高面积指数年距平变化曲线
,

预测出 1 9 9 5 年距平变化趋势和变化范围
,

再

根据多年海浪变化曲线及其同副高面积指数

年距平的关系
,

预测 1 9 9 5 年灾害性海浪发生

天数
。

考虑 1 9 9 5 年台风季节副高将较 1 9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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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弱
,

预测 1 9 9 5 年的台风浪为
:

中国海高于
4 m 的灾害性海浪将较常年偏少而多于 1 9 9 4

年
,

约在 3 1 0 天左右
,

其中 1~ 5 月和 1 1 ~ 1 2

月的冷空气及气旋引起的大于 4 m 的灾害海

浪约为 2 3 5 天
,

多于 1 9 9 4 年的 2 1 4 天
,

而由

台风引起的大于 4 m 的灾害海浪天数约为 75

天
,

少于 1 9 9 4 年的 8 4 天
。

灾害性海浪年大致存在 10 年变化周期
。

(2 )中国海大于或等于 4 m 的灾害性海

浪发生天数与副高面积指数年距平有较密切

的关系
,

基本呈反位相变化
。

(3 )中国海大于或等于 4m 台风浪发生

天数与副高西伸脊点位置有较密切的关系
,

基本呈同位相变化
。

4 结语

(1) 台风浪出现天数有明显的年际变化
,

最多的年份是 1 9 7 5 年为 1 1 3 天
、

1 9 8 9 年为

12 3 天
;
最少的是 1 9 7 5 年为 3 6 天

、

1 9 8 3 年为

52 天
、

1 9 9 3 年为 53 天
,

多灾害性海浪年和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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