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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９年冬季海洋天气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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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２０１９年冬季（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２０２０年２月）大气环流特征为：北半球的极涡呈偶极型分布，中
高纬呈３波型分布，西风带槽脊较常年明显偏弱。位势高度距平场显示，东亚中纬度地区处于正距
平区，东亚大槽强度弱，冷空气强度较常年同期偏弱，大风过程显著偏少，我国近海共出现７次明显
的８级以上大风过程，冷空气和温带气旋共同影响的大风过程有２次，冷空气与热带气旋共同影响
的大风过程有２次。浪高在２ｍ以上的海浪过程有１０次。近海出现大范围的海雾过程１２次，海
雾区域主要出现在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海域、琼州海峡及北部湾，出雾时段多集中于

夜间至早晨。海面温度随时间逐渐降低，其从北到南的温度差在冬季由２２℃加大到２７℃。西北
太平洋和南海共有１个台风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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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冬季为冷空气活动较为活跃的季节，我国近海

海域冷空气大风过程多发，影响我国近海海域的灾

害性天气主要为海上大风和海雾。本文对 ２０１９年
冬季（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２０２０年２月，下同）北半球的
大气环流特征进行了总结性概述，将我国近海主要

天气过程结合大气环流的逐月演变进行了分析；其

次，对我国近海海域发生的几种海洋灾害性天气过

程进行了总结和分析；此外，还统计了西北太平洋

和南海热带气旋及其他各大洋的热带气旋活动情

况。对大浪过程、浪高和海面温度分布等海洋要

素，文中同样进行了描述。文中所使用的数据主要

有：气象观测资料（地面站、海岛站、船舶站等观测

资料）、ＮＣＥＰＦＮＬ再分析资料、法国 ＡＶＩＳＯ卫星高
度计浪高资料、欧洲中期数值预报中心 ＥＣ再分析
海面温度资料、美国 ＪＴＷＣ全球热带气旋最佳路径
资料等。文中涉及大风、海雾和大浪等几种灾害天

气过程的统计标准同文献［１－３］。

１　环流特征及对我国近海天气的影响

１．１　环流特征
２０１９年冬季５００ｈＰａ平均位势高度场及距平场

（图１）显示，北半球的极涡呈偶极型分布，两个主要
低值中心分别位于东、西半球，东半球极涡中心位

于巴伦支海上空（８０°Ｎ，４０°Ｅ），中心位势高度 ５０４
ｄａｇｐｍ；西半球中心位于格陵兰岛北部以西（７５°Ｎ，
８０°Ｗ），中心位势高度为５００ｄａｇｐｍ。北半球中高纬
呈３波型分布，西风带槽脊较常年明显偏弱。对我
国近海天气有重要影响的东亚长波槽从鄂霍次克

海向西南方向伸展，直至我国西南地区。位势高度

距平场显示，极涡较常年平均值偏强，北极呈现

０～２ｄａｇｐｍ的负距平，西半球极涡中心附近有
４～６ｄａｇｐｍ的负距平，东半球极涡中心附近有
２～４ｄａｇｐｍ的负距平。东亚中纬度地区处于正距平
区，东亚大槽强度较常年减弱，槽后影响我国海域

的冷空气强度偏弱。

图１　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２０２０年２月北半球５００ｈＰａ平均位势高度场（ａ）和距平场（ｂ）（单位：ｄａｇｐｍ）
Ｆｉｇ．１　Ｍｅａｎｇｅｏ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ｈｅｉｇｈｔ（ａ）ａｎｄｉｔｓａｎｏｍａｌｙ（ｂ）ａｔ５００ｈＰａｉｎ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Ｈｅｍｉｓｐｈｅｒｅｆｒｏｍ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９ｔｏ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２０（ｕｎｉｔｓ：ｄａｇｐｍ）

１．２　月环流特征及对我国近海天气的影响
２０１９年 １２月，欧亚大陆及西北太平洋海域的

中高纬环流呈弱的３波型（图２ａ），西侧的槽区位置
偏南，位于黑海以西至地中海东部上空；贝加尔湖

以西有一小槽东移；东亚大槽分成两部分，北支槽

区位于俄罗斯东部向西南延伸至我国东北地区，南

支槽区位置较常年偏西，位于我国东部地区；弱脊

区位于西伯利亚地区。中高纬地区环流经向度较

小，从距平场上看，东亚槽区位于正距平区，与常年

相比东亚槽位置偏西且偏弱，我国近海上空主要受

东亚槽底部或槽前的偏西到西南气流控制，不利于

冷空气的堆积与爆发。由海平面气压场和距平场

（图２ｂ）可以看到，冷高压中心位于贝加尔湖的西南
部，中心气压为１０３６ｈＰａ左右，我国近海海域为高

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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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中心东部的弱高压区控制，以弱的偏北或东北风 为主，冷空气活动强度较弱。

图２　２０１９年１２月北半球５００ｈＰａ平均位势高度场（等值线）及距平场（填色）（ａ；单位：ｄａｇｐｍ）和海平面气压场（等值线）
及距平场（填色）（ｂ；单位：ｈＰａ）

Ｆｉｇ．２　Ｍｏｎｔｈｌｙｍｅａｎｇｅｏ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ｈｅｉｇｈｔ（ｃｏｎｔｏｕｒ）ａｎｄｉｔｓａｎｏｍａｌｙ（ｓｈａｄｅｄ）ａｔ５００ｈＰａ（ａ，ｕｎｉｔｓ：ｄａｇｐｍ）ａｎｄｍｏｎｔｈｌｙｍｅａｎ
ｓｅａｌｅｖｅｌ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ｃｏｎｔｏｕｒ）ａｎｄｉｔｓａｎｏｍａｌｙ（ｓｈａｄｅｄ）（ｂ，ｕｎｉｔｓ：ｈＰａ）ｉｎ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Ｈｅｍｉｓｐｈｅｒｅｉｎ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９

　　２０２０年１月，欧亚大陆及西北太平洋海域的中
高纬环流调整为“两槽一脊”型（图 ３ａ），西侧的槽
区位于乌拉尔山以西地区，并向南延伸到地中海以

东地区，东亚大槽位于鄂霍次克海至日本以东洋

面，脊区位于西伯利亚地区，整体上看槽脊较为平

直，冷空气强度较常年偏弱。从距平场上看，高压

脊区伴有弱的正距平，而东亚大槽也处于正距平

区，东亚大槽较常年偏弱，造成槽后冷空气南下的

势力较弱。由海平面气压场和距平场（图３ｂ）可以
看到，１月冷高压位于贝加尔湖以南地区，且为负距
平，中心气压值为１０３２ｈＰａ左右，大陆高压较常年
偏弱，我国近海海域处于弱高压区控制，同样表明

影响我国近海的冷空气势力较常年偏弱。

图３　２０２０年１月北半球５００ｈＰａ平均位势高度场（等值线）及距平场（填色）（ａ；单位：ｄａｇｐｍ）和海平面气压场（等值线）及
距平场（填色）（ｂ；单位：ｈＰａ）

Ｆｉｇ．３　ＴｈｅｓａｍｅａｓＦｉｇ．２，ｂｕｔｆｏｒＪａｎｕａｒｙ２０２０

　　２０２０年２月，欧亚大陆及西北太平洋海域的中
高纬环流仍为“两槽一脊”型（图 ４ａ），两槽分别位
于西欧和东亚地区，西欧槽增强南伸，东亚大槽浅

薄，脊位于贝加尔湖以西地区，且明显强于常年。

在中低纬地区，环流较为平直，以纬向环流为主，我

国大部分地区位于正距平区，影响我国海域的冷空

气势力总体偏弱。由海平面气压场和距平场（图

４ｂ）可以看到，我国近海海域仍处于高压前部，但气
压梯度明显减小。

２　我国近海天气分析

２．１　大风
２．１．１　概况

２０１９年冬季，影响我国近海的冷涡位置整体偏
北，冷空气活动（强度）与去年同期相比明显偏

弱［２］，我国近海出现了 ７次大风天气（至少一个海
区出现大范围８级及以上平均风）。冷空气影响是
冬季大风最主要的原因，风力最强的大风过程出现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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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１２月初，本月有两个热带气旋进入我国南部海域
活动（其中１９２８号台风“北冕”为１１月生成），与南
下的冷空气相结合，给我国东部和南部海域带来了

两次大风过程。２０２０年 １月有两次入海气旋配合
冷空气影响引起大风天气，其余的大风天气均由冷

空气影响而产生（表１）。

图４　２０２０年２月北半球５００ｈＰａ平均位势高度场（等值线）及距平场（填色）（ａ；单位：ｄａｇｐｍ）和海平面气压场（等值线）及
距平场（填色）（ｂ；单位：ｈＰａ）

Ｆｉｇ．４　ＴｈｅｓａｍｅａｓＦｉｇ．２，ｂｕｔｆｏｒ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２０２０

表１　中国近海２０１９年冬季（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２０２０年２月）主要大风过程
Ｔａｂｌｅ１　ＭａｉｎｇａｌｅｅｖｅｎｔｓｏｖｅｒｏｆｆｓｈｏｒｅａｒｅａｓｏｆＣｈｉｎａｉｎｗｉｎｔｅｒ２０１９（ｆｒｏｍ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９ｔｏ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２０２０）

大风时间 主要影响系统 出现大风的海域和大风等级

１２月１—８日



热带气旋、冷空气



渤海、东海大部海域、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大部海域、北部湾出

现了７～８级、阵风９～１０级的西北到东北风，其中我国东部和南部近海海域于２—４

日平均风力达到了９级，台风“北冕”中心经过的南海中部和东南部海域在４日出

现了８～１０级、阵风１１～１２级的旋转风

１２月２５—２８日



热带气旋、冷空气



东海南部海域、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和西部海域出现了

６～８级、阵风９级的偏北或东北风，南海中东部和东南部海域出现了８～１０级、阵风

１１～１２级的旋转风，其中台风“巴蓬”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风力达１１～１３级、阵风

１４～１５级

１２月３０日—

２０２０年１月１日


冷空气



渤海、黄海大部海域、东海大部海域、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北部

海域出现了７～８级、阵风９～１０级的西北到东北风

１月６—８日


入海气旋（黄淮气旋）、冷空气



从渤海到南海中东部海域，自北向南出现了７～８级、阵风９～１０级的西北到东北

风。其中渤海及东海东北部观测站点观测到９～１０级（风速２１～２６ｍ·ｓ－１）的大风

１月２６—２７日



入海气旋（东海气旋）、冷空气



黄海南部、东海大部、台湾以东洋面、南海北部、北部湾出现了７～８级、阵风９～１０

级的偏北到东北风（８级大风主要出现在东海、台湾以东、南海北部以及北部湾，风

力以８级为主，部分船舶站出现了９级风）

１月２９—３０日


冷空气



渤海北部和东部海域、渤海海峡出现了７～８级、阵风９～１０级的偏北风（８级大风主

要集中在渤海东部海域，渤海海峡）

２月１３—１８日 冷空气
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大部海域、东海大部海域、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

峡、南海大部海域、北部湾出现了７～８级、阵风９～１０级的西北到东北风

２．１．２　１月６—８日入海气旋与冷空气结合的大风
过程

　　１月６—８日大风过程由冷空气和入海增强的
黄淮气旋共同引起［４］。６日０８时前后，地面观测风
场显示有较弱的黄淮气旋由江苏北部沿岸进入黄

海南部海域，中心气压约为１０２０ｈＰａ。５００ｈＰａ位
势高度场上，由蒙古国东部至渤海湾上空存在较浅

的高空槽，位于１００°Ｅ附近的南支槽较深（图５ａ），
槽前对应２００ｈＰａ呈纬向的高空急流轴，急流中心
风速超过８５ｍ·ｓ－１（图略）。６日下午，蒙古东部低
压槽东移并在我国东北地区上空形成强度低于

５４０ｄａｇｐｍ的低涡中心。
７日上午，南支槽东移至 １１２°Ｅ附近（图 ５ｂ），

日本以南洋面在海平面气压场上有一高压中心，渤

２２



第２期 杨正龙等：２０１９年冬季海洋天气评述

海至黄海北部海域在东北上空低涡带来的冷空气

影响下，出现了６～８级、阵风９级的偏北到东北风。
７日２０时前后，南支槽移到海上，位于槽前的地面
低压中心移至朝鲜半岛南部并发展增强，中心气压

降至１０００ｈＰａ以下。
８日上午，５００ｈＰａ南支槽继续东移至１３０°Ｅ附

近并在日本海上空形成了低涡（图５ｃ），７００ｈＰａ在
低涡南侧形成西南—东北向的低空急流，急流中心

最大风速达３８ｍ·ｓ－１以上，为气旋发展提供了充足

的水汽，导致气旋在进入日本海海域后再次快速加

强［５］，中心气压降至９９０ｈＰａ以下（图６ａ）。东北地
区上空的冷涡继续维持，同时贝加尔湖附近高压系

统向东移动，冷空气得到源源不断的补充，从渤海

到南海中东部海域自北向南出现了 ７～８级、阵风
９～１０级的大风（图 ６ｂ），其中渤海及东海东北部观
测站点观测到的风速为２１～２６ｍ·ｓ－１。８日夜间到
９日凌晨，气旋移入日本以南洋面，对我国的影响基
本结束，本次大风过程结束。

图５　５００ｈＰａ位势高度场（等值线，单位：ｄａｇｐｍ）和温度场（填色，单位：℃）（ａ．１月６日０８时，ｂ．７日０８时，ｃ．８日０８时）
Ｆｉｇ．５　Ｇｅｏ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ｈｅｉｇｈｔ（ｃｏｎｔｏｕｒ，ｕｎｉｔｓ：ｄａｇｐｍ）ａｎｄ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ｓｈａｄｅｄ，ｕｎｉｔｓ：℃）ａｔ５００ｈＰａａｔ０８：００ＢＳＴｏｎ６（ａ），

０８：００ＢＳＴｏｎ７（ｂ），ａｎｄ０８：００ＢＳＴｏｎ８（ｃ）Ｊａｎｕａｒｙ２０２０

图６　１月８日０８时海平面气压场（等值线，单位：ｈＰａ）和８５０ｈＰａ温度场（填色，单位：℃）（ａ）以及１０ｍ风场（ｂ；风矢，单
位：ｍ·ｓ－１；填色区为风速大于１２ｍ·ｓ－１的区域）

Ｆｉｇ．６　Ｓｅａｌｅｖｅｌ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ｃｏｎｔｏｕｒ，ｕｎｉｔｓ：ｈＰａ）ａｎｄ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ｓｈａｄｅｄ，ｕｎｉｔｓ：℃）ａｔ８５０ｈＰａ（ａ）ａｎｄｗｉｎｄａｔ１０ｍ（ｂ；ｗｉｎｄ
ｂａｒｂ，ｕｎｉｔｓ：ｍ·ｓ－１；ｓｈａｄｅｄａｒｅａｆｏｒｗｉｎｄｓｐｅｅｄｇｒｅａｔｅｒｔｈａｎ１２ｍ·ｓ－１）ａｔ０８：００ＢＳＴｏｎ８Ｊａｎｕａｒｙ２０２０

２．２　海雾
２．２．１　概况

２０１９年冬季，我国近海出现了 １２次比较明显
的海雾过程（至少１个海区出现大范围能见度低于
１ｋｍ的海雾），其中１２月出现６次，１月出现３次，２
月出现３次（表２），北部海区的海雾主要出现在渤
海、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及中部海域，南部海区的海

雾集中出现在北部湾、琼州海峡及雷州半岛沿岸海

域，出现时段多为夜间至次日早晨。与 ２０１８年冬
季［２］相比，海雾过程有所增多（表２）。
２．２．２　２月１１—１５日海雾过程分析

２月１１日夜间至 １５日早晨，渤海、渤海海峡、
黄海大部海域、东海北部和西部海域、台湾海峡、南

海北部海域、琼州海峡出现了能见度不足１ｋｍ的大

３２



海　洋　气　象　学　报 第４０卷

雾，局部海域能见度小于 １００ｍ。此次海雾过程是
２０１９年冬季我国近海持续时间最长，影响范围最广
的一次海雾过程。过程分为两个阶段，１１日夜间，
有一高压中心位于日本本州岛中部，中心气压高于

１０３０ｈＰａ，从１１日夜间至１３日上午，我国近海海域
位于高压系统西侧，以３～４级的弱偏南风为主（图

７ａ、ｂ），在偏南风的持续输送下，我国北部和东部近
海海域低层湿度条件良好，暖湿气流中的水汽在向

北输送过程中降温凝结形成大面积海雾（图８ａ、ｂ）。
此外，这一阶段以静稳天气为主，海平面和９２５ｈＰａ
之间存在较明显的逆温层（图略），有利于海雾的

维持［６］。

表２　中国近海２０１９年冬季（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２０２０年２月）主要海雾过程
Ｔａｂｌｅ２　ＭａｉｎｓｅａｆｏｇｅｖｅｎｔｓｏｖｅｒｏｆｆｓｈｏｒｅａｒｅａｓｏｆＣｈｉｎａｉｎｗｉｎｔｅｒ２０１９（ｆｒｏｍ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９ｔｏ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２０２０）

海雾过程 主要影响系统 雾的强度，能见度 海雾海区范围

１２月７—８日


高压


大雾，能见度小于１ｋｍ

渤海，渤海海峡

１２月９—１１日


均压场


浓雾，能见度最低１００ｍ

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海域

１２月１６—１７日


高压后部和南侧暖湿气流


浓雾，能见度最低１００ｍ



渤海，黄海北部和中部海域，东海北部和西南部

海域，台湾海峡，北部湾

１２月２２—２３日


高压南侧偏东气流


大雾，能见度小于１ｋｍ

台湾海峡，北部湾

１２月２５—２６日


鞍型场


浓雾，能见度最低１００ｍ

东海西部海域

１２月２８—２９日


鞍型场


浓雾，能见度最低１００ｍ

渤海，东海西南部海域

１月５—６日


高压后部暖湿气流


大雾，能见度小于１ｋｍ

北部湾北部海域、琼州海峡

１月１７—１８日


均压场


大雾，能见度小于１ｋｍ

渤海

１月２２—２３日


高压后部暖湿气流


浓雾，能见度最低１００ｍ



渤海北部海域、辽东半岛周边海域、东海西部海

域、华南沿岸海域、北部湾

２月３日


高压南侧偏东气流


浓雾，能见度最低１００ｍ

琼州海峡，北部湾

２月９—１１日


高压后部暖湿气流


浓雾，能见度最低１００ｍ

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大部海域

２月１１—１５日



前期为入海高压西侧偏南暖湿

气流影响，后期转为鞍型场影响



浓雾，能见度最低１００ｍ



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大部域、东海北部和西部

海域、台湾海峡、南海北部海域、琼州海峡、北

部湾

２月２４—２６日 入海高压后部和南部暖湿气流影响 大雾，能见度小于１ｋｍ
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西部海域、东海北部和西

部海域、粤西沿岸海域、琼州海峡

图７　２０２０年２月１２日０８时（ａ）、１３日０８时（ｂ）、１３日１８时（ｃ）海平面气压场（等值线，单位：ｈＰａ）和１０ｍ风场（风矢，单
位：ｍ·ｓ－１；填色区为风速大于１２ｍ·ｓ－１的区域）

Ｆｉｇ．７　Ｓｅａｌｅｖｅｌ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ｃｏｎｔｏｕｒ，ｕｎｉｔｓ：ｈＰａ）ａｎｄｗｉｎｄａｔ１０ｍ（ｗｉｎｄｂａｒｂ，ｕｎｉｔｓ：ｍ·ｓ１；ｓｈａｄｅｄａｒｅａｆｏｒｗｉｎｄｓｐｅｅｄｇｒｅａｔｅｒ
ｔｈａｎ１２ｍ·ｓ－１）ａｔ０８：００ＢＳＴｏｎ１２（ａ），０８：００ＢＳＴｏｎ１３（ｂ），ａｎｄ１８：００ＢＳＴｏｎ１３（ｃ）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２０２０

　　随着日本附近高压系统东移，以及贝加尔湖附
近高压增强，１３日下午开始影响我国近海的天气系
统转变为鞍形气压场，朝鲜半岛西侧海域和东海东

部的偏南气流北上至黄海北部海域后，在鞍型场顶

部控制下转变为偏东气流（图７ｃ），此时渤海海峡、
黄海北部和西部海域、东海西部海域低层湿度条件

仍然较好（图８ｃ），受其影响，１３日夜间开始黄海北
部、中部和西南部海域，东海西部海域、台湾海峡西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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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海域出现了能见度１ｋｍ以下的大雾，其中多个站
点能见度低于１００ｍ。而渤海在鞍型场西部偏北干
冷气流的控制下，低层相对湿度和气温降低，逆温

层被破坏（图略），海雾开始自西向东、自北向南消

散。１５日上午，贝加尔湖附近冷高压中心移至我国
河套地区，中心强度增强至１０５０ｈＰａ以上，我国近
海转变为西北到东北风为主，２ｍ相对湿度降至
８０％以下，本次海雾过程结束。

图８　２０２０年２月１２日０８时（ａ）、１３日０８时（ｂ）、１３日１８时（ｃ）２ｍ相对湿度（填色，单位：％）和海面温度（等值线，单
位：℃）及１０ｍ风场（风矢，单位：ｍ·ｓ－１）

Ｆｉｇ．８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ｈｕｍｉｄｉｔｙａｔ２ｍ（ｓｈａｄｅｄ，ｕｎｉｔｓ：％），ｓｅａｓｕｒｆａｃｅ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ｃｏｎｔｏｕｒ，ｕｎｉｔｓ：℃），ａｎｄｗｉｎｄａｔ１０ｍ（ｗｉｎｄ
ｂａｒｂ，ｕｎｉｔｓ：ｍ·ｓ－１）ａｔ０８：００ＢＳＴｏｎ１２（ａ），０８：００ＢＳＴｏｎ１３（ｂ），ａｎｄ１８：００ＢＳＴｏｎ１３（ｃ）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２０２０

３　热带气旋

３．１　西北太平洋和南海热带气旋
２０１９年冬季西北太平洋和南海热带气旋活动

较弱，共有１个编号热带气旋生成（表 ３），比多年
（１９４９—２０１８年）平均值偏少０９个。“巴蓬”为从
中北太平洋移入的热带气旋（图９），于１２月２２日
在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生成，１２月 ２４

日在菲律宾中部沿海登陆，登陆前强度最大达到了

强台风级（风速达４２ｍ·ｓ－１）。在２５日夜间移入我
国南海海域后，“巴蓬”及其减弱后的残余环流对南

海海域的影响持续到了２９日。此外，１１月２６日生
成的１９２８号台风“北冕”于１２月３日在菲律宾中部
登陆后移入南海，于４日和５日给我国南海中部海
域带来大风影响。

表３　２０１９年冬季（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２０２０年２月）西北太平洋和南海热带气旋简表
Ｔａｂｌｅ３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ｃｙｃｌｏｎｅ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ｉｎｗｅｓｔｅｒｎＮｏｒｔｈＰａｃｉｆｉｃａｎｄ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ＣｈｉｎａＳｅａｉｎｗｉｎｔｅｒ２０１９（ｆｒｏｍ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９ｔｏ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２０）

编号 热带气旋名称
生成时间和位置 强度极值

北京时间 纬度／（°Ｎ） 经度／（°Ｅ） 气压／ｈＰａ 风速／（ｍ·ｓ－１）

１９２９
巴蓬

（ＰＨＡＮＦＯＮＥ）
１２月２２日０８时 ７１ １３８８ ９５５ ４２

图９　２０１９年冬季热带气旋“巴蓬”路径图
Ｆｉｇ．９　ＴｒａｃｋｏｆｔｒｏｐｉｃａｌｃｙｃｌｏｎｅＰＨＡＮＦＯＮＥｉｎｗｉｎｔｅｒ２０１９

３．２　全球其他海域热带气旋概况
２０１９年冬季，除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台风之外的

其他各大洋共有１８个命名热带气旋生成（表４），分
别为：南太平洋 ５个、北印度洋 １个、南印度洋 １２
个，大西洋、东太平洋无命名热带气旋生成（表４）。
南半球为热带气旋活跃季，同常年同期相比，南太

平洋、南印度洋、大西洋及东太平洋生成气旋个数

比平均个数（分别为 ５４个、１５３个、０１个、０１
个）偏少，北印度洋比平均个数（０７个）偏多（根据
各区域专业中心最佳路径及当年报文统计）。

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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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２０１９年冬季（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２０２０年２月）全球其他
海域热带气旋统计表

Ｔａｂｌｅ４　Ｇｌｏｂａｌｔｒｏｐｉｃａｌｃｙｃｌｏｎｅ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ｅｘｃｅｐｔｗｅｓｔｅｒｎ
ＮｏｒｔｈＰａｃｉｆｉｃａｎｄ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ＣｈｉｎａＳｅａ）ｉｎｗｉｎｔｅｒ２０１９
（ｆｒｏｍ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９ｔｏ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２０２０）

全球各大洋 热带气旋 持续时间
最大风速／

（ｍ·ｓ－１）

南太平洋

ＳＡＲＡＩ １２月２６日—１月２日 ３５

ＴＩＮＯ １月１６—１９日 ３５

ＵＥＳＩ ２月９—１５日 ３８

ＶＩＣＫＹ ２月２０—２４日 ２３


ＷＡＳＩ


２月２１—２４日


２８

北印度洋

ＰＡＷＡＮ


１２月３—７日


２３

南印度洋

ＡＭＢＡＬＩ １２月４—８日 ６８

ＢＥＬＮＡ １２月４—１２日 ５０

ＣＡＬＶＩＮＩＡ
１２月２９日—

２０２０年１月３日
３５

ＢＬＡＫＥ １月５—１０日 ２５

ＣＬＡＵＤＩＡ １月１１—１９日 ４２

ＤＩＡＮＥ １月２４—２９日 ２５

ＥＳＡＭＩ １月２４—２７日 ２３

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 ２月６—１５日 ２０

ＤＡＭＩＥＮ ２月６—１０日 ４８

ＧＡＢＥＫＩＬＥ ２月１５—１９日 ３８

ＥＳＴＨＥＲ ２月２３日—３月１日 ２５

ＦＥＲＤＩＮＡＮＤ ２月２３日—３月１日 ４８

４　海洋概况

４．１　浪高
２０１９年冬季，我国冷空气活动相对较弱，热带

气旋活动数同样偏少，导致因大风引起的我国近海

海域大浪过程相对偏少。法国卫星高度计 ＡＶＩＳＯ
反演的浪高场表明，２０１９年冬季我国近海一共有１０
次明显的２ｍ以上的大浪过程（表５）。

由月平均浪高场（图１０）可以看出，２０１９年１２
月我国平均浪高２ｍ以上的大浪区域有东海南部海
域、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大部

海域，其中南海东北部偏东海域和巴士海峡偏西海

域平均浪高最大，约为３ｍ。２０２０年１月和２月，渤
海、黄海北部海域平均浪高在１ｍ以下，２ｍ以上的
大浪区域明显缩小，仅包括巴士海峡、南海东北和

西南部的部分海域，最大平均浪高为２２ｍ左右。
４．２　海面温度

由月平均海面温度（图１１）可以看出，冬季，我
国近海海域海面温度随时间逐渐降低，北部海域降

温更为明显，渤海１２月的海面温度在６～９℃之间，
１月为１～６℃，２月温度继续降低，海面温度为０～４
℃，且在沿海地区有低于０℃的结冰区域。黄海与
渤海的降温幅度相当，１２月海面温度在９～１４℃之
间，１月为６～１２℃，２月为３～１０℃，渤海和黄海在
冬季海面温度平均每月降低２～３℃。东海海面温
度平均每月降低 １～２℃，降温幅度小于渤海和黄
海，因此东海的海面温度梯度明显增大。南海的海

面温度降温幅度不明显，为 ０５～１℃，南海东南部
的最高海面温度一直维持在 ２７～２８℃。我国东部
和南部海域海面温度呈现东北—西南向梯度分布，

海面温度最低的渤海与最高的南海东南部的温差

在冬季从２２℃加大到２７℃，南北温度差距明显。

表５　中国近海２０１９年冬季（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２０２０年２月）主要大浪（２ｍ以上）过程
Ｔａｂｌｅ５　Ｍａｉｎｗａｖｅｅｖｅｎｔｓ（ａｂｏｖｅ２ｍ）ｉｎｏｆｆｓｈｏｒｅａｒｅａｓｏｆＣｈｉｎａｉｎｗｉｎｔｅｒ２０１９（ｆｒｏｍ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９ｔｏ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２０２０）

大浪过程 影响海域 最大浪高／ｍ

１２月１—１０日 东海南部海域、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大部海域 ５４

１２月２１—２２日 东海大部海域 ２３

１２月２７—２９日 黄海中部和南部海域、东海东部海域、南海大部海域 ３５

１２月３１日—２０２０年１月６日 黄海南部海域、东海东南部海域、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大部海域 ２８

１月９日 东海东部海域 ２４

１月２７—２８日 黄海南部海域、东海大部海域 ３５

１月３１日—２月１日 东海东部海域、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和中东部海域 ３４

２月６日 东海东南部海域 ２２

２月９—１１日 巴士海峡、南海大部海域 ２８

２月１７—２４日 黄海中部和南部海域、东海大部海域、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大部海域 ３６

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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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０　２０１９年冬季逐月月平均浪高（ａ．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ｂ．２０２０年１月，ｃ．２０２０年２月；单位：ｍ）
Ｆｉｇ．１０　Ｍｏｎｔｈｌｙｍｅａｎｗａｖｅｈｅｉｇｈｔｉｎｗｉｎｔｅｒ２０１９（ａ．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９，ｂ．Ｊａｎｕａｒｙ２０２０，ｃ．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２０２０；ｕｎｉｔｓ：ｍ）

图１１　２０１９年冬季月平均海面温度（ａ．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ｂ．２０２０年１月，ｃ．２０２０年２月；单位：℃）
Ｆｉｇ．１１　Ｍｏｎｔｈｌｙｍｅａｎｓｅａｓｕｒｆａｃｅ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ｉｎｗｉｎｔｅｒ２０１９（ａ．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９，ｂ．Ｊａｎｕａｒｙ２０２０，ｃ．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２０２０；ｕｎｉｔｓ：℃）

５　小结

２０１９年冬季，北半球的极涡呈偶极型分布，中
高纬呈３波型分布，西风带槽脊较常年明显偏弱。
位势高度距平场显示，东亚中纬度地区处于正距平

区，东亚大槽强度弱，冷空气强度较常年同期偏弱，

大风过程显著偏少，海雾增多。具体天气总结如下：

１）我国近海共出现 ７次明显的大风过程。主
要由冷空气影响引起，此外，冷空气和温带气旋共

同影响的大风过程有２次，冷空气与热带气旋共同
影响的大风过程有２次。

２）我国近海出现１２次大范围海雾过程。其中
１２月６次、１月２次、２月４次。海雾主要出现在渤
海、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海域、琼州海峡及北

部湾，出雾时段多集中在夜间至次日早晨。

３）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共生成 １个台风。生成
的台风数与多年平均值相比偏少０９个。其他各大
洋共有１８个命名热带气旋活动，分别为南太平洋５

个、北印度洋１个、南印度洋１２个，大西洋、东太平
洋无命名热带气旋生成。

４）我国近海浪高在２ｍ以上的海浪过程有 １０
次。其中，２０１９年 １２月大于 ２ｍ浪高的日数为
１６ｄ，２０２０年１月大于２ｍ浪高的日数为１０ｄ，２月
大于２ｍ浪高的日数为１３ｄ。大浪过程和冷空气导
致的大风过程关系密切。

５）我国近海海区的海面温度随时间逐渐降低，
北部海域的降温幅度大于南部海域，海面温度从北

到南的温度差为 ２２～２７℃，北部沿岸海区有海冰
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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