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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８年秋季海洋天气评述

周冠博，吕爱民，黄彬，黄奕武，曹越男

（国家气象中心，北京 １０００８１）

摘要：２０１８年秋季（９—１１月）大气环流特征为：北半球极涡呈偶极型分布，中高纬度西风带呈 ５ 波
型分布，且强度较夏季增强。９—１０月，副热带高压位置偏西，强度偏强，热带气旋活动频繁；中高
纬度西风带较为平直，槽脊活动不明显；１１ 月，经向环流增大，冷空气势力增强。我国近海海域出
现了 １３次 ８级以上的大风过程，其中 ６次主要是由冷空气和热带气旋共同影响造成的，冷空气大
风过程有 ５次，热带气旋影响的大风过程有 ２次。我国近海浪高在 ２ ｍ 以上的海浪过程有 １０ 次。
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共生成 ８个台风和 １个热带低压，全球其他各大洋共有 ２８ 个热带气旋，较常年
偏多。海面温度整体呈下降趋势。未出现雷暴大风和大范围的海雾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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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秋季影响我国近海海域的主要灾害性天气是

由冷空气和热带气旋带来的大风和降水等。本文

主要分析了 ２０１８ 年秋季（９—１１ 月）北半球的大气
环流特征及逐月演变对我国近海天气的影响，并对

我国近海海域发生的主要灾害性天气进行分析总

结。除此之外，还分析了热带气旋、浪高和海面温

度等气象、海洋要素在秋季的变化特征，总结西北

太平洋和南海热带气旋的生成、移动、强度变化等

详细信息，并统计了全球其他海域热带气旋的基本

情况。

文中提到的海上大风、雷暴大风、海雾和大浪

等几种重大过程的统计标准及使用的主要数据同

文献［１－６］。

１　 环流特征与演变

１．１　 环流特征
从 ２０１８年秋季 ５００ ｈＰａ 平均位势高度场（图

１ａ）可以看出，秋季北半球极涡呈偶极型分布，两个
主要低值中心分别位于东、西半球。其中，东半球

极涡中心位于喀拉海东北部（８５°Ｎ，９５°Ｅ），中心位
势高度为 ５２０ ｄａｇｐｍ；西半球中心位于哈得孙湾北
部（７５°Ｎ，９０°Ｗ），中心位势高度为 ５２２ ｄａｇｐｍ。北
半球中高纬度呈 ５ 波型分布，且高纬度西风带槽脊
较夏季有明显增强，长波槽分别位于鄂霍次克海、

阿拉斯加湾、哈得孙湾、挪威海、西西伯利亚。极涡

强度较常年偏强，极涡的两个中心附近有 ４ ｄａｇｐｍ
和 ２ ｄａｇｐｍ的负距平（图 １ｂ）。东亚大槽自鄂霍次
克海一直向西南延伸至我国东部近海，我国处于较

为平直的西风带控制，冷空气活动不强，南部海域

受副热带高压的影响较为明显，秋季的热带气旋活

动依然较为频繁［７］。

图 １　 ２０１８年 ９—１１月北半球 ５００ ｈＰａ平均位势高度场（ａ）和距平场（ｂ）（单位：ｄａｇｐｍ）
Ｆｉｇ．１　 Ｍｅａｎ ｇｅｏ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ｈｅｉｇｈｔ ｆｉｅｌｄ ａｔ ５００ ｈＰａ （ａ）ａｎｄ ａｎｏｍａｌｙ （ｂ）ｉｎ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Ｈｅｍｉｓｐｈｅｒｅ ｆｒｏｍ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ｔｏ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８ （ｕｎｉｔｓ：ｄａｇｐｍ）

１．２　 环流演变对我国近海天气的影响
９月，欧亚大陆及西北太平洋海域的中高纬度

环流呈纬向型，东亚大槽位于日本海至东海北部海

域附近，欧亚大陆及我国近海海域上空 ５００ ｈＰａ 的
中高纬度环流为纬向环流，我国受平直的西风带控

制，冷空气活动不强。副热带高压断裂为两个中

心，一个中心位于西北太平洋上空，另一个中心位

于我国东南部大陆上空。由距平场可以看出，我国

北方海域处于弱的负距平（图 ２ａ）。相对应的海平
面气压场表明我国渤海、黄海、东海处于弱高压区

控制，为弱的负距平（图 ２ｂ）。冷高压中心位于阿尔
泰山脉附近，中心气压值为 １ ０４０ ｈＰａ。９ 月，我国
北部及东部近海海域位于高压前部，西风带较为平

直，冷空气势力较弱，而热带气旋活动较频繁，我国

近海大风天气主要由热带气旋影响造成，出现了 ４
次海上大风过程，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出现了 ５ 个热
带气旋和 １个热带低压。

１０月，欧亚大陆及西北太平洋海域的中高纬度
环流呈现“两脊一槽”型，两个脊区分别位于挪威海

和堪察加半岛以北地区，槽区位于东西伯利亚海，

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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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２０１８年 ９月北半球 ５００ ｈＰａ平均位势高度场、距平场（ａ；等值线代表高度场，填色表示距平场，单位：ｄａｇｐｍ）和海平面
气压场、距平场（ｂ；等值线代表气压场，填色表示距平场，单位：ｈＰａ）

Ｆｉｇ．２　 Ｍｏｎｔｈｌｙ ｍｅａｎ ｇｅｏ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ｈｅｉｇｈｔ （ｉｓｏｌｉｎｅ）ａｎｄ ａｎｏｍａｌｙ （ｃｏｌｏｒｅｄ）ａｔ ５００ ｈＰａ （ａ；ｕｎｉｔｓ：ｄａｇｐｍ）ａｎｄ ｍｏｎｔｈｌｙ ｍｅａｎ ｓｅａ
ｌｅｖｅｌ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ｉｓｏｌｉｎｅ）ａｎｄ ａｎｏｍａｌｙ （ｃｏｌｏｒｅｄ）（ｂ；ｕｎｉｔｓ：ｈＰａ）ｉｎ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Ｈｅｍｉｓｐｈｅｒｅ ｉｎ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８

我国近海海域上空仍为平直的纬向环流。与 ９月相
比，东亚大槽位置有所东移。副热带高压较常年平

均偏强。由距平场可以看出，我国近海海域基本处

于零距平区（图 ３ａ）。对应的海平面平均气压场表
明，１０月冷空气势力仍较弱，我国近海的渤海、黄海、

东海、台湾海峡为弱低压区控制（图 ３ｂ）。冷高压中
心位于挪威海附近，中心气压值为 １ ０２５ ｈＰａ。１０
月，我国近海海域出现了海上大风过程 ６次，西北太
平洋和南海只生成了 １个热带气旋。

图 ３　 ２０１８年 １０月北半球 ５００ ｈＰａ平均位势高度场、距平场（ａ；等值线代表高度场，填色表示距平场，单位：ｄａｇｐｍ）和海平
面气压场、距平场（ｂ；等值线代表气压场，填色表示距平场，单位：ｈＰａ）

Ｆｉｇ．３　 Ｍｏｎｔｈｌｙ ｍｅａｎ ｇｅｏ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ｈｅｉｇｈｔ （ｉｓｏｌｉｎｅ）ａｎｄ ａｎｏｍａｌｙ （ｃｏｌｏｒｅｄ）ａｔ ５００ ｈＰａ （ａ；ｕｎｉｔｓ：ｄａｇｐｍ）ａｎｄ ｍｏｎｔｈｌｙ ｍｅａｎ ｓｅａ
ｌｅｖｅｌ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ｉｓｏｌｉｎｅ）ａｎｄ ａｎｏｍａｌｙ （ｃｏｌｏｒｅｄ）（ｂ；ｕｎｉｔｓ：ｈＰａ）ｉｎ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Ｈｅｍｉｓｐｈｅｒｅ ｉｎ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１８

　 　 １１月，欧亚大陆及西北太平洋海域的中高纬度
环流转变为纬向型，且东亚大槽明显减弱。我国东

部沿海受弱槽控制，南方受副热带高压控制。在中

低纬度地区，副热带高压较 １０月有所东退（图 ４ａ）。
海平面气压场上，我国近海海域处于高压前部的控

制下，渤海海平面气压比常年平均值略偏高，我国

东南部近海海域比常年平均值略偏低（图 ４ｂ）。受
其影响，冷空气活动开始频繁，我国近海海域出现

了 ４ 次海上大风过程，西北太平洋和南海生成了 ２
个热带气旋。

２　 我国近海天气分析

２．１　 大风过程概况
２０１８年秋季，我国近海出现了 １３ 次 ８ 级以上

大风过程。该季节，热带气旋和冷空气的共同作用

是影响大风过程的主要原因。其中，冷空气和热带

气旋共同影响的大风过程有 ６ 次，冷空气大风过程
有 ５次，热带气旋大风过程有 ２次，秋季没有雷暴大
风过程（表 １）。

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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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２０１８年 １１月北半球 ５００ ｈＰａ平均位势高度场、距平场（ａ；等值线代表高度场，填色表示距平场，单位：ｄａｇｐｍ）和海平
面气压场、距平场（ｂ；等值线代表气压场，填色表示距平场，单位：ｈＰａ）

Ｆｉｇ．４　 Ｍｏｎｔｈｌｙ ｍｅａｎ ｇｅｏ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ｈｅｉｇｈｔ （ｉｓｏｌｉｎｅ）ａｎｄ ａｎｏｍａｌｙ （ｃｏｌｏｒｅｄ）ａｔ ５００ ｈＰａ （ａ；ｕｎｉｔｓ：ｄａｇｐｍ）ａｎｄ ｍｏｎｔｈｌｙ ｍｅａｎ ｓｅａ
ｌｅｖｅｌ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ｉｓｏｌｉｎｅ）ａｎｄ ａｎｏｍａｌｙ （ｃｏｌｏｒｅｄ）（ｂ；ｕｎｉｔｓ：ｈＰａ）ｉｎ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Ｈｅｍｉｓｐｈｅｒｅ ｉｎ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８

表 １　 中国近海 ２０１８年秋季（９—１１月）主要大风过程
Ｔａｂｌｅ １　 Ｍａｉｎ ｇａｌｅ ｅｖｅｎｔｓ ｏｖｅｒ ｏｆｆｓｈｏｒｅ ａｒｅａ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ｉｎ ａｕｔｕｍｎ （ｆｒｏｍ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ｔｏ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８

序号 大风时段 天气形势和影响系统 影响海域和大风等级

１ ９月 ９—１０日 巴士海峡热带系统影响

东海南部海域、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出现了 ６～８级、阵风 ９级大风

２ ９月 １１—１３日 台风“百里嘉”影响



南海西北部出现了 ８～１０级、阵风 １１～１２级大风，南海东北部海域、东海东

北部及南部海域、台湾海峡出现了 ６～８级、阵风 ９级大风

３ ９月 １４—１７日 冷空气和台风“山竹”共同影响



南海北部海域出现了 １２～ １４ 级、阵风 １５ ～ １７ 级大风，巴士海峡、南海中东

部海域出现了 １１～１２级、阵风 １３～１４级的大风，渤海、东海西南部海域、台

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出现了 ７～９级、阵风 １０级的东北风，琼州海峡、北部

湾出现了 ６～８级、阵风 ９级的偏西风

４ ９月 ２４—３０日 冷空气和台风“潭美”共同影响



东海东部海域出现了 ９～１１级、阵风 １２～１３级大风，东海西部海域、台湾海

峡、台湾以东洋面出现了 ７～９级、阵风 １０级的东北风

５ １０月 １—４日 冷空气



东海东部海域、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出现了 ７ ～ ９ 级、阵风 １０ 级的东北

风，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和中东部海域出现了 ６～８级、阵风 ９级的东北风

６ １０月 ４—６日 冷空气和台风“康妮”共同影响



东海大部海域出现了 １０～１２级、阵风 １３～１４ 级大风，黄海中部和南部海域

出现了 ８～１０级、阵风 １１级的大风，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北部海域、台湾海

峡、台湾东北洋面出现了 ６～８级、阵风 ９～１０级的偏西或偏北风

７ １０月 ８—１３日 冷空气



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海域、东海南部海域、台湾海峡、台湾以东

洋面、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海域出现了 ６～８级、阵风 ９级的偏北或东北风

８ １０月 １８—２０日 冷空气

台湾海峡出现了 ６～８级、阵风 ９～１０级的东北风

９ １０月 ２５—２７日 冷空气和台风外围云系影响



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大部海域、东海北部海域出现了 ６ ～ ８ 级、阵风 ９ ～ １０

级的西北风，东海南部海域出现了 ６～８级、阵风 ９级的东北风

１０ １０月 ２８日—１１月 ３日冷空气和台风“玉兔”共同影响



东海南部海域、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和中东部

海域出现了 ８～１０级、阵风 １１ 级的大风，渤海、南海西部海域出现了 ６ ～ ８

级、阵风 ９级的偏北或西北风

１１ １１月 ８—９日 冷空气

黄海中部和南部海域出现了 ６～８级、阵风 ９级的旋转风

１２ １１月 １５—１９日 冷空气



东海大部海域、南海西南部海域出现了 ６ ～ ８ 级、阵风 ９ 级的旋转风，渤海、

黄海中部和南部海域、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出现了 ６～８级、阵风 ９级的

偏北或东北风

１３ １１月 ２２—２６日 冷空气和台风“天兔”共同影响

南海南部海域出现了 ７～９级、阵风 １０ 级的旋转风，东海大部海域、台湾以

东洋面、台湾海峡、巴士海峡、南海北部和中部海域出现了 ６ ～ ８ 级、阵风 ９

级的偏北或东北风

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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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大风的时间分布来看，热带气旋活动是造成
９月大风过程的主要原因，９月的 ４次大风过程均有
热带气旋的参与。１０ 月和 １１ 月冷空气过程增多，
同时热带气旋依然活动频繁，在两者的共同作用

下，产生了 ４ 次大风过程。随着冷空气的加强，１１
月受冷空气影响的大风过程明显增多。

从大风影响海域来看，冷空气影响出现 ８ 级大
风的海域主要是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和东海北部

海域，受热带气旋影响的大风主要是东海南部海

域、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及南海大部

海域。下面重点对 ９ 月 １４—１７ 日一次冷空气和台
风“山竹”共同影响的大风过程进行分析。

２．２　 ９月 １４—１７日大风过程分析
９月 １４日 １４时—１７日 ０８时，我国近海出现了

一次明显的大风过程，这次大风过程是由台风“山

竹”和北侧的弱冷空气共同影响而引起的，南海北

部海域出现了 １２～１４ 级、阵风 １５ ～ １７ 级大风，巴士
海峡、南海中东部海域出现了 １１ ～ １２ 级、阵风 １３ ～

１４级的大风，渤海、东海西南部海域、台湾海峡、台
湾以东洋面出现了 ７～９ 级、阵风 １０ 级的东北风，琼
州海峡、北部湾出现了 ６～８ 级、阵风 ９ 级的偏西风。
此次大风过程中南海北部海域、巴士海峡、南海中

东部海域、渤海、东海西南部海域、台湾海峡、台湾

以东洋面均观测到最大平均风 ９级（２２ ｍ·ｓ－１），最
大阵风 １０级（２６ ｍ·ｓ－１）的大风。

从 ９月 １４ 日开始，５００ ｈＰａ（图 ５）上欧亚大陆
蒙古西部的小槽在东移过程不断发展，与东北冷涡

南伸的槽，形成南北同位相的叠加，引导槽后冷空

气南下。９月 １５ 日 ０８ 时，东亚大槽移至我国东北
地区，同时台风“山竹”也于 １５ 日上午移入我国南
海海域，造成我国近海南北部的气压梯度加大，随

后北部的东北冷涡不断东移，到 ９ 月 １６ 日 ０８ 时东
北冷涡的主体已经移出我国东北地区，冷空气过程

也随之结束，渤海仅在 １５ 日 ０８—１４ 时出现了７～８
级、阵风 ９级的东北风，之后出现的 ８级以上大风主
要是由台风“山竹”造成的。

图 ５　 ９月 １４日 ０８时（ａ）、１５日 ０８时（ｂ）、１６日 ０８时（ｃ）、１７日 ０８时（ｄ）５００ ｈＰａ高度场（等值线，单位：ｄａｇｐｍ）和温度场
（填色，单位：℃）

Ｆｉｇ．５　 Ｇｅｏ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ｈｅｉｇｈｔ （ｉｓｏｌｉｎｅ，ｕｎｉｔｓ：ｄａｇｐｍ）ａｎｄ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ｃｏｌｏｒｅｄ，ｕｎｉｔｓ：℃）ａｔ ５００ ｈＰａ （ａ． ０８：００ ＢＳＴ ｏｎ １４，
ｂ． ０８：００ ＢＳＴ ｏｎ １５，ｃ． ０８：００ ＢＳＴ ｏｎ １６，ｄ． ０８：００ ＢＳＴ ｏｎ １７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８）

　 　 ８５０ ｈＰａ（图 ６）上，９月 １５日 ０８时，黄海南部和
东海北部交界处存在一个低涡，从该低涡中心伸出

的槽区一直延伸到长江口附近海域，而我国近海的

渤海、渤海海峡处于弱脊的控制之下，风力较弱。

随着其北侧的东亚大槽的东移，伴有弱的冷空气影

响，我国渤海海域出现了 ７ ～ ８ 级、阵风 ９ 级的东北

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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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与此同时，副热带高压由原来的带状高压转变

为块状高压，台风“山竹”的移动路径也由原来的稳

定西行转变为西北行，出现海上大风的海域也逐步

由东海西南部海域、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

海峡、南海东北部和中东部海域移至南海西北部海

域、琼州海峡、北部湾一带沿海。随着台风“山竹”

１６日 １７时在我国广东江门台山一带沿海登陆后，
其强度逐渐减弱，对我国近海的影响也趋于减弱。

图 ６　 ９月 １４日 ０８时（ａ）、１５日 ０８时（ｂ）、１６日 ０８时（ｃ）、１７日 ０８时（ｄ）８５０ ｈＰａ高度场（等值线，单位：ｄａｇｐｍ）、风场（风
矢，单位：ｍ·ｓ－１）和温度场（填色，单位：℃）

Ｆｉｇ．６　 Ｇｅｏ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ｈｅｉｇｈｔ （ｉｓｏｌｉｎｅ，ｕｎｉｔｓ：ｄａｇｐｍ），ｗｉｎｄ （ｗｉｎｄ ｂａｒｂ，ｕｎｉｔｓ：ｍ·ｓ－１），ａｎｄ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ｃｏｌｏｒｅｄ，ｕｎｉｔｓ：℃）ａｔ
８５０ ｈＰａ （ａ． ０８：００ ＢＳＴ ｏｎ １４，ｂ． ０８：００ ＢＳＴ ｏｎ １５，ｃ． ０８：００ ＢＳＴ ｏｎ １６，ｄ． ０８：００ ＢＳＴ ｏｎ １７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８）

　 　 综上所述，９ 月 １４ 日 １４ 时—１７ 日 ０８ 时，我国
近海出现的这次大风过程主要是由台风“山竹”和

弱冷空气共同影响而造成的，导致我国近海出现 ８
级以上大风。大风天气虽然主要的影响系统是热

带气旋，但是从大风出现的范围、区域以及影响的

时间，也受到周边其他天气系统的影响，如副热带

高压、西南季风、冷空气等，因此需综合考虑各类天

气系统对我国近海海域的影响［８－１５］。

３　 热带气旋

３．１　 西北太平洋与南海热带气旋
２０１８年秋季（９—１１ 月），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共

生成 ８个台风和 １ 个热带低压（表 ２），比 １９４９—
２０１６ 年秋季（９—１１ 月）平均值（１１ ３６ 个）偏少
３ ３６个。由路径（图 ７）来看，两个热带气旋在广州
登陆，分别是 １８２２ 号超强台风“山竹”和 １８２３ 号强
热带风暴“百里嘉”；两个热带气旋登陆日本，分别

是 １８２１号超强台风“飞燕”和 １８２４ 号超强台风“潭
美”；两个热带气旋登陆菲律宾吕宋岛，分别是 １８２２
号超强台风“山竹”和 １８２６ 号超强台风“玉兔”；还
有一个热带气旋：１８２５ 号超强台风“康妮”登陆韩
国。２０１８年秋季的热带气旋主要以北上和西行为
主，强度偏强，其中 ５个热带气旋都达到了超强台风
级别。表 ２为 ２０１８ 年秋季中央气象台热带气旋实
时业务定强和定位的简表。

３．２　 １８２２号超强台风“山竹”
２０１８年第 ２２号台风“山竹”于 ９ 月 ７ 日在西太

平洋生成，随后一路西行并不断加强，１５ 日凌晨在
菲律宾吕宋岛东北部沿海登陆（超强台风级，风力

１７级以上，６５ ｍ·ｓ－１），１６日 １７ 时前后在广东省江
门市台山沿海登陆 （强台风级，风力 １４ 级，
４５ ｍ·ｓ－１）；１７ 日 ２０ 时在广西境内停止编号（图
８ａ）。“山竹”是 ２０１８ 年第 １０ 个登陆我国的台风，
也是 ２０１８年登陆我国最强的台风。

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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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２０１８年秋季（９—１１月）西北太平洋和南海热带气旋活动简表
Ｔａｂｌｅ ２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ｃｙｃｌｏｎｅｓ ｉｎ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Ｎｏｒｔｈ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Ｓｅａ ｉｎ ａｕｔｕｍｎ （ｆｒｏｍ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ｔｏ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８

台风编号 台风名称

生成时间及位置 极值强度 停编时间 移动路径 登陆情况

时间

（ＢＳＴ）

纬度 ／

（°Ｎ）

经度 ／

（°Ｅ）

气压 ／

ｈＰａ

风速 ／

（ｍ·ｓ－１）

１８２１
飞燕

（ＪＥＢＩ）
８月 ２８日 ０８时 １５ ４ １５７ ０ ９０５ ６５ ９月 ５日 ０８时 西北转向东北

先后于 ９ 月 ４ 日 １２ 时和

１３时在日本四国岛#岛县

和本州岛兵库县登陆，

９５５ ｈＰａ，４５ ｍ·ｓ－１

ＴＤ ＴＤ１４ ９月 ６日 １４时 ２２ １ １２８ ５ １００２ １５ ９月 ７日 ０２时 略 略

１８２２
山竹

（ＭＡＮＧＫＨＵＴ）
９月 ７日 ２０时 １２ ９ １６５ ３ ９１０ ６５ ９月 １７日 ２０时 西行登陆

９月 １５日 ０２：１０ 在菲律宾

吕宋岛东北部沿海登陆，

１７级以上（６５ ｍ·ｓ－１）；９

月 １６日 １７ 时在广东省台

山市沿海登陆，１４ 级（４５

ｍ·ｓ－１），９５５ ｈＰａ

１８２３
百里嘉

（ＢＡＲＩＪＡＴ）
９月 １１日 ０８时 ２１ ６ １２１ ９ ９８８ ２８ ９月 １３日 １７时 西行登陆

９月 １３日 ０８：３０ 在广东省

湛江市沿海登陆，１０ 级

（２５ ｍ·ｓ－１），９９０ ｈＰａ

１８２４
潭美

（ＴＲＡＭＩ）
９月 ２１日 ２０时 １５ ４ １４２ ５ ９２０ ６０ １０月 １日 ０８时 西北转向东北

９月 ３０ 日 １９ 时在日本本

州岛和歌山县沿海登陆，

１４ 级 （４２ ｍ·ｓ－１ ），

９５２ ｈＰａ

１８２５
康妮

（ＫＯＮＧＲＥＹ）
９月 ２９日 １４时 １２ ６ １４２ ６ ９２０ ６０ １０月 ７日 ０８时 西北转向东北

１０月 ６日 ０８：４０ 前后在韩

国庆尚南道沿海登陆，１１

级（３０ ｍ·ｓ－１），９７５ ｈＰａ

１８２６
玉兔

（ＹＵＴＵ）
１０月 ２２日 ０８时 ９ １ １５６ ４ ８９５ ７２ １１月 ３日 ０８时 西北行

１０月 ３０ 日 ０４：４０ 分前后

在菲律宾吕宋岛北部登

陆，１５ 级 （４８ ｍ·ｓ－１ ），

９４５ ｈＰａ

１８２７
桃芝

（ＴＯＲＡＪＩ）
１１月 １７日 ２０时 １０ ６ １１０ ９ １００２ １８ １１月 １８日 ２０时 西行 略

１８２８
万宜

（ＭＡＮＹＩ）
１１月 ２０日 ２０时 ４ ６ １５３ ７ ９５５ ４２ １１月 ２７日 ０２时 西北转向偏北 略

　 　 受“山竹”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１６ 日白天—夜
间，广东中南部和沿海大部地区、广西中东部、福建

东部和南部最大阵风有 ８ ～ １１ 级，广东珠江口和中
部沿海地区、广西玉林等地的部分地区有 １２ ～ １３
级，江门、中山、珠海、深圳、惠州、汕尾及香港、澳门

等局地 １４～１７级，惠州沱泞列岛达 ６２ ８ ｍ·ｓ－１（１７
级以上）（图 ８ｂ）；１６—１８日早晨，广东中西部、广西
中部、海南岛北部、贵州东南部及江苏东南部、浙江

北部和东部、福建东北部等地累计降雨量有

１００～２８０ ｍｍ，广东茂名、阳江、云浮、江门、深圳、惠
州等地为 ３００ ～ ４７８ ｍｍ。另外，台湾东部部分地区
有 ３００ ～ ６５０ ｍｍ，屏东市局地超过 １ ５００ ｍｍ

（图 ８ｃ）。１６日下午—夜间，广东惠州到阳江一带
沿海地区出现 １～２ ｍ的风暴增水，珠江口附近增水
达２ ０～３ ４ ｍ。

台风“山竹”的主要特点有：１）台风强度强、移
速快：“山竹”自生成后不断加强，１１—１５ 日期间维
持超强台风级别长达 ９６ ｈ，中心附近最大风速 １７级
以上（６５ ｍ·ｓ－１）；登陆广东台山时为强台风级（４５
ｍ·ｓ－１），为今年以来登陆我国的最强台风。“山
竹”从进入南海到登陆广东用时 ３０ ｈ，平均移速约
３０ ｋｍ·ｈ－１，明显快于南海台风 １５～２０ ｋｍ·ｈ－１的平
均移速。２）强风影响广、时间长：“山竹”登陆时 ７
级风圈半径为 ２５０～４００ ｋｍ，广东大部地区均在其范

１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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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　 ２０１８ 年秋季西北太平洋和南海热带气旋路径图
Ｆｉｇ．７　 Ｔｒａｃｋｓ ｏｆ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ｃｙｃｌｏｎｅｓ ｉｎ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Ｎｏｒｔｈ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Ｓｅａ ｉｎ ａｕｔｕｍｎ ２０１８

围内，明显大于 １７１３ 号台风“天鸽”登陆时 ７ 级风
圈半径（２２０～２８０ ｋｍ）。广东中部沿海地区及香港、
澳门等地 １０级以上大风持续时间 １０ ～ １６ ｈ，深圳、
珠海局地达 １８～２０ ｈ；广东中山、珠海、深圳和香港、
澳门等地 １２级风持续时间 ５～８ ｈ。３）降雨范围广、
雨量大：降雨涉及广东、香港、澳门、海南、广西、贵

州、安徽、江苏、浙江及台湾等多地。广东中西部部

分地区、广西来宾和河池等地累计降雨量达 ２５０ ～
４７８ ｍｍ，台湾东部局地最大超过 １ ５００ ｍｍ。受台风
倒槽与冷空气共同作用，在远离台风登陆点的江

苏、浙江等地也出现强降雨，部分地区累计降雨量

达 ２００～３０８ ｍｍ，最大小时降雨量为 ７０～１００ ｍｍ。

图 ８　 １８２２号超强台风“山竹”过程图（ａ．路径；ｂ．９月 １６日 ００时—１７日 ０６时过程最大阵风，单位：级；ｃ． ９月 １６日 ００时—
１８日 ０８时降水量实况，单位：ｍｍ）

Ｆｉｇ．８　 Ｃｈａ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ｓｕｐｅｒ ｔｙｐｈｏｏｎ“ＭＡＮＧＫＨＵＴ”（１８２２）（ａ． ｔｈｅ ｔｒａｃｋ；ｂ．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ｇｕｓｔ ｆｒｏｍ ００：００ ＢＳＴ ｏｎ １６ ｔｏ ０６：００ ＢＳＴ ｏｎ
１７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ｃ．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ｅｄ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００：００ ＢＳＴ ｏｎ １６ ｔｏ ０８：００ ＢＳＴ ｏｎ １８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ｕｎｉｔｓ：ｍｍ）

３．３　 全球其他海域热带气旋概况
２０１８年秋季（９—１１ 月），除西北太平洋和南海

之外，全球其他海域共有热带气旋 ２８ 个，分别为北
大西洋 １０个、南太平洋 １个、南印度洋 ２个、北印度
洋 ４个，东太平洋 １１个（表 ３）。同历史平均（１９８１—

２０１０年平均，其中南太平洋为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年平均）
个数对比来看，北大西洋比平均数（６ ２ 个）偏多
３ ８个，南太平洋比平均数（０ ５ 个）偏多 ０ ５ 个，南
印度洋比平均数（２ ５ 个）偏少 ０ ５ 个，北印度洋比
平均数（２ ６ 个）偏多 １ ４ 个，东太平洋比平均数
（６ ０个）偏多 ５ ０个。

４　 海洋概况

４．１　 浪高
通过分析法国卫星高度计 ＡＶＩＳＯ 反演的浪高

场，２０１８年秋季（９—１１ 月），我国近海浪高在 ２ ｍ
以上的海浪过程有 １０ 次（表 ４），这 １０ 次大浪过程
基本对应有大风过程，但不是每次大风过程都会产

生大浪过程。

９月，我国近海大于 ２ ｍ浪高的日数为 １５ ｄ，１０
月大于 ２ ｍ浪高日数为 ２０ ｄ，１１月大于 ２ ｍ浪高日
数减少为 １４ ｄ，１０ 月 ２ ｍ 以上的浪高日数最多。
２０１８年秋季（９—１１月），未出现 ２ ｍ 以上大浪过程
的天数有 ４９ ｄ，约占 ５４％。

由月平均浪高场分布（图 ９）可以看出，２０１８ 年
秋季（９—１１月），我国近海海域浪高较大，平均浪高
在 ２ ｍ以上，９ 月平均浪高在 １ ６ ｍ 以上的区域有
东海东北部和南部海域、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

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和中东部海域，其中巴士海

峡和台湾以东洋面的平均浪高最大，约 ２ ４ ｍ。１０
月平均浪高情况与 ９ 月较为相似，海区平均浪高与
９月基本持平，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的
浪高有所减小，而北部湾、南海大部海域的浪高反

而有所增加。１１月，海区浪高较 １０ 月进一步减小，
我国近海平均浪高都在 ２ ０ ｍ 以下。除南海海域
外，其他海区平均浪高均在 １ ８ ｍ以下。

２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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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２０１８年秋季（９—１１月）北大西洋、东太平洋、南太平洋、南印度洋、北印度洋气旋活动统计
Ｔａｂｌｅ ３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ｃｙｃｌｏｎ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 Ａｔｌａｎｔｉｃ，ｔｈｅ Ｅａｓｔ ／ Ｓｏｕｔｈ Ｐａｃｉｆｉｃ，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 ／ Ｎｏｒｔｈ Ｉｎｄｉａｎ Ｏｃｅａｎ ｉｎ ａｕｔｕｍｎ （ｆｒｏｍ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ｔｏ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８

发生海域 热带气旋名称 活动时间 极值强度 ／（ｍ·ｓ－１）

北大西洋

Ｈｕｒｒｉｃａｎｅ－４ ＦＬＯＲＥＮＣＥ ８月 ３１日—９月 １６日 ６０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Ｓｔｏｒｍ ＧＯＲＤＯＮ ９月 ３—５日 ３０

Ｈｕｒｒｉｃａｎｅ－１ ＩＳＡＡＣ ９月 ７—１５日 ３３

Ｈｕｒｒｉｃａｎｅ－２ ＨＥＬＥＮＥ ９月 ７—１６日 ４８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Ｓｔｏｒｍ ＪＯＹＣＥ ９月 １２—１８日 ２３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Ｓｔｏｒｍ ＫＩＲＫ ９月 ２２—２８日 ２５

Ｈｕｒｒｉｃａｎｅ－１ ＬＥＳＬＩＥ ９月 ２３日—１０月 １３日 ４０

Ｈｕｒｒｉｃａｎｅ－４ ＭＩＣＨＡＥＬ １０月 ７—１２日 ６５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Ｓｔｏｒｍ ＮＡＤＩＮＥ １０月 ９—１２日 ２８

Ｈｕｒｒｉｃａｎｅ－２ ＯＳＣＡＲ １０月 ２７—３１日 ４５

东太平洋

Ｈｕｒｒｉｃａｎｅ－２ ＭＩＲＩＡＭ ８月 ２６日—９月 ２日 ４４


Ｈｕｒｒｉｃａｎｅ－４ ＮＯＲＭＡＮ ８月 ２８日—９月 ８日 ６６

Ｈｕｒｒｉｃａｎｅ－４ ＯＬＩＶＩＡ ９月 １—１３日 ６０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Ｓｔｏｒｍ ＰＡＵＬ ９月 ８—１２日 ２０

Ｈｕｒｒｉｃａｎｅ－４ ＲＯＳＡ ９月 ２５日—１０月 ２日 ６５

Ｈｕｒｒｉｃａｎｅ－５ ＷＡＬＡＫＡ ９月 ２９日—１０月 ６日 ７０

Ｈｕｒｒｉｃａｎｅ－４ ＳＥＲＧＩＯ ９月 ２９日—１０月 １２日 ６０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Ｓｔｏｒｍ ＴＡＲＡ １０月 １４—１６日 ２８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Ｓｔｏｒｍ ＶＩＣＥＮＴＥ １０月 １９—２３日 ２３

Ｈｕｒｒｉｃａｎｅ－５ ＷＩＬＬＡ １０月 ２０—２４日 ７０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Ｓｔｏｒｍ ＸＡＶＩＥＲ


１１月 ２—５日


２５

南太平洋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Ｓｔｏｒｍ ＬＩＵＡ ９月 ２６—２８日 ２０

南印度洋
Ｈｕｒｒｉｃａｎｅ－３ ＡＬＣＩＤＥ １１月 ６—１１日 ５０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Ｓｔｏｒｍ ＢＯＵＣＨＲＡ １１月 １０—２０日 ２８

北印度洋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Ｓｔｏｒｍ ＤＡＹＥ ９月 ２１日 ２０


Ｈｕｒｒｉｃａｎｅ－１ ＬＵＢＡＮ １０月 ８—１５日 ３５

Ｈｕｒｒｉｃａｎｅ－２ ＴＩＴＬＩ １０月 １０—１３日 ４５

Ｈｕｒｒｉｃａｎｅ－１ ＧＡＪＡ １１月 １１—１９日
３０

表 ４　 中国近海 ２０１８年秋季（９—１１月）主要大浪（２ ｍ 以上）过程
Ｔａｂｌｅ ４　 Ｍａｉｎ ｓｅａ ｗａｖｅ ｅｖｅｎｔｓ （ａｂｏｖｅ ２ ｍ）ｉｎ ｏｆｆｓｈｏｒｅ ａｒｅａ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ｉｎ ａｕｔｕｍｎ （ｆｒｏｍ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ｔｏ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８

序号 大浪过程 影响海域 最大浪高 ／ ｍ

１ ９月 ２—４日 东海东部海域、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 ４ ５

２ ９月 １０日 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海域 ３ ４

３ ９月 １４—１７日 东海南部海域、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大部海域 ６ ２

４ ９月 ２４日—１０月 ６日 东海、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北部和中部海域 ６ ６

５ １０月 １０—１４日 东海南部、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北部和中部海域、北部湾 ３ ４

６ １０月 １８—２１日 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北部和中部海域、北部湾 ２ ４

７ １０月 ２７日—１１月 ３日 东海、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大部海域、北部湾 ５ ５

８ １１月 １４—１５日 巴士海峡、南海北部海域 ２ ２

９ １１月 ２０—２７日 东海南部、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大部、北部湾 ３ ４

１０ １１月 ３０日 南海中部海域 ２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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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９　 ２０１８年秋季逐月平均浪高（ａ．９月，ｂ．１０月，ｃ．１１月；单位：ｍ）
Ｆｉｇ．９　 Ｍｏｎｔｈｌｙ ｍｅａｎ ｗａｖｅ ｈｅｉｇｈｔ ｉｎ ａｕｔｕｍｎ ２０１８ （ａ．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ｂ． Ｏｃｔｏｂｅｒ，ｃ．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ｕｎｉｔｓ：ｍ）

４．２　 海面温度
海温在秋季的变化比较明显。由逐月平均海

面温度分布（图 １０）可以看出，秋季我国近海海域呈
现逐月降温的趋势，尤其是北部海域海温下降更明

显，渤海 ９月的最高海面温度在 ２１ ℃，１０ 月最高海
面温度在 １８～２１ ℃，到 １１月则达到 １２～１５ ℃，月均
降幅 ３ ℃。黄海与渤海类似，９ 月黄海海面温度在
２１ ～ ２４ ℃，１０ 月为 １５ ～ ２１ ℃，到 １１ 月则达到
１２～１８ ℃，降温幅度 １０—１１ 月较大。东海海面温
度也由 ９月的 ２６ ℃以上降至 １１月 ２４ ℃以下，且温
度梯度逐月增加。由图 １０ 可以清晰看到，１１ 月我

国北部和东部海域等温线密集、梯度大，随着海温

越来越冷，温度梯度逐渐增大。我国南部海域海温

的变化程度明显小于北部和东部海域，南海和北部

湾的海面温度基本维持在 ２６ ℃以上，还是有利于热
带气旋的发生和发展的。

我国近海海域从最北的渤海到最南的南海跨

度很大（超过 ３８ 个纬度），导致海温从北到南梯度
很大。１１月渤海最低海面温度在 １２ ℃左右，较 ９
月渤海最低海面温度下降了 １２ ℃左右，而南海中部
和南部海域的海面温度一直维持在 ２８ ℃左右，温差
变化不大。

图 １０　 ２０１８年秋季逐月平均海面温度（ａ．９月，ｂ．１０月，ｃ．１１月；单位：℃）
Ｆｉｇ．１０　 Ｍｏｎｔｈｌｙ ｍｅａｎ ｓｅａ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ｉｎ ａｕｔｕｍｎ ２０１８ （ａ．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ｂ． Ｏｃｔｏｂｅｒ，ｃ．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ｕｎｉｔｓ：℃）

５　 小结

２０１８年秋季（９—１１ 月），北半球极涡由夏季的
单极型转变为偶极型分布，中高纬度呈 ５ 波型。９
月，热带气旋活动频繁，我国近海主要受热带气旋

影响。１０ 月，冷空气活动有所增多，而热带气旋活
动依然频繁。１１ 月，冷空气南下，活动频繁。具体

天气总结如下：

１）秋季，我国近海出现了 １３次 ８级以上大风过
程。该季节，热带气旋和冷空气的共同作用是影响

大风过程的主要原因。其中，冷空气和热带气旋共

同影响的大风过程有 ６次，冷空气大风过程有 ５ 次，
热带气旋大风过程有 ２次。

２）秋季，我国近海未出现雷暴大风天气，也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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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大范围的海雾过程。

３）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共生成 ８ 个台风和 １ 个
热带低压，全球其他各大洋共有热带气旋 ２８ 个，分
别为北大西洋 １０个、南太平洋 １个、南印度洋 ２ 个、
北印度洋 ４个，东太平洋 １１个。

４）我国近海浪高在 ２ ｍ 以上的海浪过程有 １０
次，由于热带气旋活动频繁，再加上冷空气由北向

南影响，大浪日数较多，浪高在 ２ ｍ以上的总日数为
４９ ｄ，超过总日数的一半。

５）９—１１月，我国近海海面温度呈现逐月降低
的趋势，由北到南温度分布梯度趋于减弱，黄、渤海

海温变化较大，南海中部和南部海域的海温变化不

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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