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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利用海岛自动测风站网的风力资料分析了舟山海域风力的分布特征 在此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把舟山海域划

分为 个海区 针对目前舟山沿海海面风力预报 公众预报 范围偏大 不能正确反映舟山海域风力局地特征的重

大缺陷 提出了以分海区大风预报代替舟山沿海海面风力预报的设想和预报技术思路 ∀预报实践表明 与目前的

舟山沿海海面风力预报相比 分海区大风预报不仅更加客观合理和具有针对性 而且能够有效地解决海上安全与

效益之间的矛盾 适合在海岛地区推广应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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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舟山群岛由 个大小岛屿组成 ∀岛内有发达

的海上交通 !海洋渔业 !船舶修造业和海上运输业 同

时 舟山拥有众多优良的深水港和得天独厚的避风港

区 因此每年进出舟山海域的船只不计其数 ∀舟山地

处中纬度地带 常年受西风带系统和热带系统的影响

显著 海上大风是严重危害海上安全生产作业的灾害

性天气 ∀由于舟山岛屿众多 海陆分布复杂 受各类

天气系统的影响 舟山海域的风力 !海浪等具有明显

的局地特征 ∀表现为 ≠受岛屿地形的分割影响 岛

屿东部的宽阔海区风大浪高 海洋灾害最为频繁 岛

屿西部海区相对次之 而岛屿地形围成的遮蔽海区常

常风小浪平 受岛屿地形的狭管效应影响 遮蔽海

区有西北或西北偏西大风时 造成的风力往往接近甚

至超过其外围风力 ∀随着舟山海域自动测风站网的

建成 原先只有 个县区站时 以嵊泗气象站风力实

况作为预报指标的舟山沿海海面风力预报 即公众预

报 指标站亟待重新考虑确定 ∀但是 由于舟山海域

风力局地差异明显 给指标站的选定带来了很大困

难 ∀选定的指标站风力过大 以此发布的大风预报势

必造成大量船只的停航和影响各类海上生产作业的

正常进行 导致经济和社会效益的下降 指标站风力

过小 又无法保证海上船只的安全航行和各类生产作

业的安全进行 ∀为了解决这一矛盾 做到海上安全与

效益的统筹兼顾 本文对群岛地形下的舟山海域分海

区大风预报作一初步的探讨 ∀

 舟山海域大风分布特征

为了加强对海洋气象灾害的监测 舟山市气象

局在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下 从 年起至 年

底先后分 期在舟山海域建立了由 个自动测风

站组成的自动测风站网 参见图 从而能够实时 !

高效地监测各类天气系统对舟山海域风力的影

响≈ 为开展分海区大风预报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

1  平均风速分布

对舟山海域 个累计资料已达 年的自动测风

站的各月及年平均风速进行统计 见表 嵊泗站有

完整的大风资料 由于受地形影响南风偏大而未统

计 ∀结果表明 舟山海域的月及年平均风速均呈现

出北部大 岱山岛以北嵊山 !大衢 南部小 岱山岛

以南各测站 东部大 西部小 如嵊山 !普陀山 !朱家

尖测站风速要大于其同纬度的西部测站 的特点 ∀

1  大风日数分布

以出现最大风速大于等于 或极大风速

大于等于 为一个大风日 统计结果见表 ∀

从表 中可以看出 舟山海域全年大风日数在 ∗

天之间 其中嵊山为 天 全市最多 岱山为

天 全市最少 而且大风日数的地域分布总体呈北多

南少 !东多西少分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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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01 年 9 月至 2002 年 8 月各月及年平均风速 µ / σ

年平均

嵊山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大衢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岱山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鸭蛋山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岙山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普陀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普陀山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朱家尖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六横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表 2  2001 年 9 月至 2002 年 8 月各月及年大风日数 天

全年

嵊山

大衢

岱山

鸭蛋山

岙山

普陀

普陀山

朱家尖

六横

图  舟山群岛海域自动测风站分布及海区划分图

 舟山海域的海区划分

根据舟山海域的大风分布特征 将整个舟山海

域划分为 个海区 图 ∀这些海区的划分大大增

强了大风预报的针对性 能够有效地克服目前舟山

沿海海面风力预报中存在的海上安全与效益两者无

法兼顾的缺陷 ∀

1  定海港区(Α区)

受岛屿地形的遮蔽 该海区风力 !风浪最小 当

西北或西北偏西大风时 受地形狭管效应影响 风力

较猛烈 其中老塘山港和著名的岙山港就处于该区

域内 区内岛际航线单程航行时间最短 最长不超过

∀

1  遮蔽海区(Β区)

该海区和定海港区一样 都受岛屿地形的遮蔽

风力 !风浪小≈ 当西北或西北偏西大风时 受地形

狭管效应影响 风力猛烈 是舟山群岛客运航线最

多的区域 ∀区域内岛际航线单程航行时间短 一般

不超过 舟山至宁波的大陆连岛工程就位于这一

区域 同时又是外轮进出岙山港 !老塘山港和宁波北

仑港的必经之地 ∀

1  东南海区(Χ区)

该海区处于舟山的东南海域 对于监测北上 !西

进台风起着重要作用 又是重要的军事前沿 受各类

天气系统影响 风大浪高 是我国沿海船只南下北上

的必经之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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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西部海区(∆区)

该海区处于舟山的西 或西北 部海域 西接杭

州湾 !北靠上海市 南连宁波市 地理位置十分重要

著名的洋山港 !马迹山港和小洋山至上海的东海大

桥建设均处于该区域内 是监测自西东移的雷暴系

统和北方冷空气的前沿地带 受各类灾害性天气系

统影响 风 !浪较大 ∀

1  东北海区(Ε区)

该海区处于舟山的东北海域 风力 !风浪最大

与浙北渔场相接 全国四大渔场之一的嵊泗渔场就

位于这一区域 ∀该区域的海礁与浪岗自动测风站处

于开阔海域 不受岛屿地形和陆地影响 其实测风力

可以作为舟山近海渔场风力预报的重要参考依据 ∀

 分海区大风预报的技术思路

目前 在地市级气象部门要开发出具有较高准

确率 并能实际投入预报应用的中小尺度数值预报

模式还有很大的难度 ∀根据舟山气象部门的实际业

务能力和目前可得到的气象资料 我们采用以下的

分海区大风预报方法 ∀利用国家气象局下发的 2

目录下的 1 β ≅ 1 β网格气压预报

值 ∗ 间隔 根据地转风公式 ς γ
Θφ
κ ≅

π 计算出舟山海域 1 β ∗ β 1 β ∗

1 β∞ 每个 1 β ≅ 1 β网格区域内的地转风风

力 作为理论上的海区预报风力 ∀如图 根据 α !

β !χ 点气压值 可以得出地转风力 ς γ 作为 α !β !

χ !δ 网格区域的海区预报风力 ∀再根据各网格内的

自动测风站同时间的实况风力作为岛屿地形 !气压

误差等各种因素对地转风力的影响进行订正 共分

个风向建立统计样本 建立地转风力 ς γ 与自动

测风站实际风力 ς ξ 的统计回归方程 ς ξ ας γ β ,

ς ξ就作为实际对外各海区预报风力 ∀对于主要因

非气压梯度因素(如动量下传等)引起的大风过程 ,

可以根据前几个时次计算得出的地转风和实测风力

对统计回归方程中的 ! 系数随时进行订正 ∀由于

本文中舟山海域海区划分范围较大 ,有些海区包含

了几个 1 β ≅ 1 β网格区域 ,因此以这些区域内

同时间的最大风力作为该海区的对外预报风力 ∀当

然 ,在实际风力预报中需要密切注意各海区自动测

风站风力的变化 ,结合预报经验及时对 ς ξ 值进行

订正 ∀

图  分海区大风预报地转风示意图

 分海区大风预报的应用

舟山海洋气象台于 年 月起相继开展了

分海区的渔业 !专项海上交通航线 !港口气象以及各

类海洋工程建设等海洋气象服务 ∀预报实践表明

分海区大风预报在增加港区安全作业时间和促进海

上交通船只的开航率 为实施海上快速救援 保障渔

业安全生产方面均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以遮蔽

海区 图 区 专项海上航线风力预报为例≈

∗ 年使各航线核定最大可航风力等级为

级 ! 级 ! 级 ! 级的船舶 全年平均增加通航天数

分别达到 天 ! 天 ! 天和 天 经济和社会效

益十分显著 社会反响很好 ∀

 结语

舟山海域分海区大风预报是舟山特殊岛屿地形

下风力局地特征的客观要求 也是社会与经济飞速

发展的需要 ∀与目前的舟山沿海海面风力预报相

比 分海区大风预报更加客观合理 以此预报作为海

上各类船只适航签证和海上生产作业的依据 不但

能够大大增加船舶的开航率 增加港区和各类海上

生产作业的时间 促进社会和经济效益的提高 同时

又能保证海上船只的安全 使得安全与效益两者的

矛盾得到合理的解决 ∀浙江省是全国海岛最多的省

份 以上的海岛就有 个 广泛分布于沿

海 个市的 个县 区 !市 ≈ ∀因此 随着海洋气

象监测手段的不断完善 分海区大风预报不仅在舟

山群岛 而且在其它海岛地区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

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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