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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利用２０１０—２０１４年《中国海洋灾害公报》数据资料，对山东省各类海洋灾害直接经济损

失情况进行多角度分析，并重点分析２０１４年山东省海洋灾害概况，论述各类海洋灾害的特点及对

山东的影响概况，归纳总结出山东省海洋灾害的主要特点；同时针对近年来山东省开展海洋防灾

减灾工作现状及存在的问题，从非工程性方面提出相关防御对策，以期促进山东省未来的海洋防

灾减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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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灾害是指海洋自然环境发生异常或激烈

变化，导致在海上或海岸带发生的严重危害社会、

经济、环境和生命财产的事件，主要包括风暴潮、海

浪、海冰、海啸、赤潮、绿潮、海平面变化、海岸侵蚀、

海水入侵与土壤盐渍化以及咸潮入侵灾害等。

山东省位于我国东部沿海、黄河下游，海洋资源

得天独厚。山东半岛有３０００ｋｍ余黄金海岸，占全

国海岸线的１／６，近海海域约占渤海和黄海总面积的

３７％，滩涂面积约占全国的１５％，海洋资源十分丰富，

海洋经济发展潜力巨大。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山东

省启动实施建设“海上山东”和海洋经济发展带动战

略，逐步掀起海洋开发的热潮。近年来，山东半岛蓝

色经济区和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两个国家级

发展规划的批复实施，又为山东省海洋经济发展注入

强大动力，全省海洋经济生产总值稳居全国第二位，

海洋经济成为拉动全省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力量，为

经济文化强省建设做出积极贡献。

在海洋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各类海洋灾害损

失亦呈快速上升趋势，海洋防灾减灾工作的重要性

日渐突出。山东省是海洋经济大省，也是海洋灾害

损失大省，２０１２年全省因各类海洋灾害造成直接经

济损失３４．９２亿元，位列全国第二，受灾人口达

４５４．３万人；２０１０年仅海冰灾害就造成山东省直接

经济损失２６．７６亿元，为近３０年来最重。因此，充

分了解和掌握山东省海洋灾害的基本特征，继而采

取科学有效的措施减轻海洋灾害造成的损失，对于

保障沿海地区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促进山东省海洋

经济健康快速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对２０１０—２０１４年山东省海洋灾害损失特

点进行多角度综合分析，并详细分析２０１４年各类海

洋灾害特点，总结之前的工作经验，并提出相关防

御对策，以期促进未来山东省海洋防灾减灾工作。

１　山东省海洋灾害概况

１１　２０１０—２０１４年山东省海洋灾害概况

《中国海洋灾害公报》［１－５］统计数据显示，

２０１０—２０１４年山东省海洋灾害直接经济损失合计

为７７．３２亿元，在沿海１１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中

排在广东、福建、浙江之后位列第四位。造成直接

经济损失的海洋灾害主要包括风暴潮、海冰、海浪

和绿潮，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分别为４０．４亿元、

３５．０７亿 元、１．５５ 亿 元 和 ０．３ 亿 元，分 别 占 比

５２．３％、４５．４％、２．０％、０．４％。

１．１．１　风暴潮灾害

风暴潮是由于热带气旋和冷空气、温带气旋等

温带天气系统过境所伴随的强风和气压骤变而引

起的局部海面振荡或非周期性异常升高（降低）现

象。风暴潮、天文潮和近岸海浪结合引起的沿岸涨

水造成的灾害，称为风暴潮灾害。

风暴 潮 分 为 台 风 风 暴 潮 和 温 带 风 暴 潮。

２０１０—２０１４年发生的影响山东省的６次台风过程，

其引发的台风风暴潮均对山东省造成不同程度的

灾害损失，共造成直接经济损失３８．３９亿元，占风暴

潮灾害总损失的９５％；这６次台风过程分别为１００７

“圆规”、１１０５“米雷”、１１０９“梅花”、１２１０“达维”、

１２１５“布拉万”、１４１０“麦德姆”，分别造成直接经济

损失０．３２亿元、４．９２亿元、０．４５亿元、１５．９９亿元、

１５．６亿元、１．１１亿元。其中１２１０台风“达维”于

２０１２年７月２７日在西北太平洋生成后，强度不断

增强至强热带风暴级别，沿西北方向移动，并于８月

２日夜间在连云港一带登陆，登陆时为强热带风暴

级别；登陆后继续向北移动横扫整个山东后，于８月

３日夜间进入渤海并最终消亡。作为近年来直接从

海上登陆、影响山东强度最强的台风，“达维”给山

东省带来严重的灾害损失———山东岚山站、日照站

和潍坊站最大风暴增水分别达到１５０ｃｍ、１１５ｃｍ和

１０４ｃｍ，岚山站和烟台站两个潮位站的最高潮位超

过当地警戒潮位；山东省受灾人口达到２８１．４０万人，

损毁房屋１７６２３间，淹没农田５．２３０万ｈｍ２，水产养

殖受灾面积９．３１６万ｈｍ２，损毁船只５３８艘，损毁码

头８座，损毁防波堤３４．９５ｋｍ，直接经济损失达到

１５．９９亿元。

由温带气旋及冷空气共同影响引发的温带风

暴潮共造成直接经济损失２．０１亿元，占风暴潮灾害

总损失的５％。２０１０—２０１４年共有４次温带风暴潮

过程给山东省造成灾害损失，分别为“１００４１２”温带

风暴潮过程、“１１０９０１”温带风暴潮过程、“１３０５２６”

温带风暴潮过程、“１４１００８”温带风暴潮过程，分别造

成直接经济损失０．２１亿元、０．０７亿元、１．４４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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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２９亿元。作为灾害损失最严重的一次温带风暴

潮过程，“１３０５２６”温带风暴潮过程最大增水达到

１３８ｃｍ，发生在山东省潍坊站，山东潍坊站、蓬莱

站、石岛站和日照站共计４个潮位站的最高潮位超

过当地警戒潮位；山东省倒塌房屋５间、损坏房屋

４０６间，水产养殖受灾面积７．２４千ｈｍ２，毁坏渔船

６４艘、损坏渔船４５艘，损毁码头４．００ｋｍ，损毁防

波堤１．５８ｋｍ，损毁海堤、护岸５．２３ｋｍ，直接经济

损失１．４４亿元。

１．１．２　海冰灾害

所有在海上出现的冰统称海冰，除由海水直接

冻结而成的冰外，还包括源于陆地的河冰、湖冰和

冰川冰等。因海冰引起的航道阻塞、船只损坏及海

上设施和海岸工程损坏等灾害，称为海冰灾害。

山东渤海湾、莱州湾由于纬度较高、水深较浅、

水体交换相对较差等，每到冬季都会出现不同程度

的结冰现象，所形成的海冰灾害对山东省沿海地区

社会、经济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给沿海的水产养

殖业、港口码头设施、停靠船只造成严重威胁。山

东省其他沿岸海域冰情较渤海湾和莱州湾较轻，但

遇到重冰年也会产生较严重的海冰灾害。

２０１０—２０１４年山东省因海冰灾害造成的直接

经济损失分别为２００９／２０１０年２６．７６亿元、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年６．６８亿元、２０１１／２０１２年１．５４亿元、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年０．０９亿元。其中２０１１／２０１２年、２０１３／２０１４

年两年渤海海冰冰情较轻，海冰灾害损失亦较小；

２００９／２０１０年冬季渤海及黄海北部冰情属偏重冰

年，于２０１０年１月中下旬达到近３０年同期最严重冰

情，给山东省沿海地区社会、经济产生严重影响，造成

巨大损失———山东省受灾人口达到５．６５万人，船只

损毁６０３２艘，港口及码头封冻３０个，水产养殖受损

面积１４８３６０ｈｍ２，直接经济损失２６．７６亿元。

１．１．３　海浪灾害

海浪是海洋中由风引起的海面波动现象，主要

包括风浪和涌浪。海浪对海上航行的船舶、海洋石

油生产设施、海上渔业捕捞和沿岸及近海水产养殖

业、港口码头、防波堤等海岸和海洋工程造成人员

伤亡和经济损失，称为海浪灾害。有效波高不小于

４ｍ的海浪称为灾害性海浪。

影响山东省的海浪灾害一般由冷空气和温带

气旋引起。２０１０—２０１４年共有４次过程引发不同

程度的海浪灾害，其中两次由温带气旋引起、１次由

冷空气引起、１次由冷空气和温带气旋共同影响引

起，４次过程共造成山东省直接经济损失１．５５亿元。

其中２０１２年“１１．１０”冷空气与气旋配合浪是近年

来损失最严重的一次灾害性海浪过程，２０１２年１１

月１０日１２：００至１２日１０：００，受冷空气和低压共

同影响，渤海、黄海海域最大有效波高达到６ｍ，

４ｍ以上灾害性海浪累计持续时间长达３６ｈ；受其

影响，山东省水产养殖受灾面积５４０ｈｍ２，损毁船

只５３１艘，损毁码头１５座，受灾人口１８００人，直

接经济损失１．４９亿元。

１．１．４　绿潮灾害

绿潮是海水中某些大型绿藻（如浒苔）暴发性

增殖或高度聚集而引起水体变色的一种有害生态

现象。绿潮藻体腐败产生有害气体，破坏海岸景

观，对潮间带生态系统造成损害。

黄海绿潮近年来每到夏季连续大规模暴发，山东

半岛南岸从日照至威海的近岸海域和沿岸地区均受

其影响较重，其中水产养殖、水上运动、滨海旅游、海

上交通运输等相关产业所受影响尤为严重。这些地

区的政府主管部门每年都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来防

御抗击绿潮灾害，但绿潮灾害不同于风暴潮、海浪灾

害，其所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较难准确统计，２０１０—

２０１４年仅２０１２年上报０．３亿元的直接经济损失，但

实际上为打捞和清理浒苔付出的经济代价以及由绿

潮暴发引起的间接经济损失均要远高于此。

１．１．５　其他海洋灾害

其他海洋灾害主要包括海啸、赤潮、海平面变化、

海岸侵蚀、海水入侵与土壤盐渍化以及咸潮入侵灾害

等。这几类灾害由于种种原因在海洋灾害公报中并

没有提及造成直接经济损失的准确数字，但山东省实

际上也不同程度地受到这些海洋灾害的威胁。

海啸是由海底地震、火山爆发或水下塌陷、滑

坡等所激起的长周期重力波，以每小时数百千米速

度传到岸边，形成的来势凶猛、危害极大的巨浪。

海啸巨浪袭击海上和海岸带所造成的灾害，称为海

啸灾害。山东沿海未来遭受破坏性地震海啸的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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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性较小［６］，原因在于能够形成灾害性海啸很重要

的一点就是水深要在１０００～２０００ｍ、震级要在

７．５级以上，而山东省沿岸海水比较浅，渤海深度在

１８ｍ左右、黄海在４０ｍ左右，不具备海啸发生条

件，另外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的屏障作用也使山东

省遭受海啸灾害的几率大大降低。

赤潮是海洋中某些微小的浮游生物在一定条

件下暴发性繁殖或聚集导致的一种有害的生态异

常现象。因赤潮发生而造成海区生态系统失去平

衡、海洋生物资源局部遭到毁灭或破坏的海洋生态

灾害，称为赤潮灾害。据统计，山东省沿海几乎每

年都有不同程度的赤潮灾害发生，时间一般集中在

５—１０月
［７］，但因种种原因具体的直接经济损失均

没有统计上报。

海平面变化是由于地壳变动、冰盖消长、海水

流动、海水密度变化或海底沉积物增减，而使海平

面发生升降的现象。海平面上升是全球变暖和沿

海地区人类活动加剧的必然结果［８］，加剧沿海灾害，

威胁沿海地区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海平面上

升的直接后果表现为降低沿海堤防、码头、工业设

施等的灾害防护标准，增大灾害风险，同时加剧海

岸侵蚀、风暴潮灾害、海水入侵、淹没沿海低地等，

给沿海地区自然环境演变、社会经济发展带来重大

破坏。

海岸侵蚀是指由自然或人为因素引起的海岸后

退的现象。近年来山东省三山岛至刁龙嘴岸段、龙口

至烟台岸段砂质海岸侵蚀较为严重，侵蚀海岸长度共

计达到１３．１ｋｍ，平均侵蚀速度约为２．７ｍ／ａ。

海水入侵是指沿海地区地下水咸淡水界面向

内陆推进的现象。土壤盐渍化是指土壤中积聚盐

分形成盐渍土的过程。咸潮入侵是指感潮河段（感

潮河段是潮水可达到的、流量及水位受潮汐影响的

河流区段）在涨潮时发生的海水上溯现象，当咸潮

入侵的强度过大、持续时间过长就会造成供水危

机。潍坊的寿光市、滨海经济技术开发区、寒亭区、

昌邑市、滨州的沾化县、威海的张村镇是山东省受

海水入侵较为严重的几个地区。

１２　２０１４年山东省海洋灾害特点

２０１４年山东省主要遭受风暴潮、海冰、绿潮灾

害，总体灾情较常年偏轻。

１．２．１　风暴潮灾害

２０１４年山东省共发生７次风暴潮过程，其中两

次增水较小即只发布消息，另外５次发布不同级别

的警报，共有两次造成灾害损失，发生次数较常年

偏少。２０１４年山东省风暴潮灾害共计造成直接经

济损失１．４亿元，与２０１３年（１．４４亿元）基本持平，

较常年偏轻。

２０１４年造成风暴潮灾害损失的两次过程分别

为１４１０号热带风暴“麦德姆”引发的台风风暴潮过

程以及由冷空气和１４１９号强热带风暴“黄蜂”外围

共同影响引起的“１４１００８”温带风暴潮过程。

１４１０号热带风暴“麦德姆”引发的台风风暴潮

过程，青岛、威海两地受灾严重，共计造成直接经济

损失１．１１亿元。“麦德姆”于７月２５日１７时许在

威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８级、风速

２０ｍ／ｓ，中心气压为９９３ｈＰａ，台风级别为热带风

暴；登陆后“麦德姆”快速向东北方向移动，１９：００许

出海进入黄海北部。“麦德姆”在青岛市造成直接

经济损失６０２０．４万元、受灾人口２８０人，其中水产

养殖受灾面积１０５９ｈｍ２、成灾面积２２．７ｈｍ２、绝收

６ｈｍ２，损失水产品１８０ｔ，养殖设备损毁１２个，共计

损失４４８３万元；损毁房屋６９间，共计损失５３．４万

元；损毁、损坏渔船２１艘，共计损失１１７万元；损毁

航标１座，受损港口两个，损毁码头０．２ｋｍ，损毁道

路０．８ｋｍ，共计损失５０２万元；淹没农田８１８ｈｍ２、

盐田２６ｈｍ２，共计损失８６５万元。在威海市造成直

接经济损失５０８２万元、紧急转移安置人口６３人，

其中养殖产品及设施共计损失４７１０万元，主要包

括水产养殖受灾１００００ｈｍ２、绝收１３８５ｈｍ２，损毁、

倒塌房屋４０间，养殖设备、设施损坏；损毁渔业码头

两座，共计损失２２０万元；毁坏渔船２３艘（小船），共

计损失４０万元；其他共计损失１１２万元。

“１４１００８”温带风暴潮过程，主要有潍坊、东营

两地受灾。受较强冷空气和１４１９号强热带风暴“黄

蜂”外围共同影响，１０月１１日夜间至１３日凌晨，渤

海湾、莱州湾、山东半岛沿岸分别出现８０～１２０ｃｍ、

１００～１８０ｃｍ和４０～１００ｃｍ的风暴增水；其中潍坊

验潮站于１２日１２：５８出现４３４ｃｍ的高潮位，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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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警戒潮位值６２ｃｍ，达到橙色警戒标准，为过去

几年来最高；芝罘岛验潮站于１１日２３：０８出现

４３６ｃｍ的高潮位，达到当地橙色警戒标准；羊角沟

验潮站于１２日１４：３９出现５５０ｃｍ的高潮位，达到

当地黄色警戒标准；岚山验潮站、日照验潮站、青岛

五号码头验潮站、石岛验潮站、成山头验潮站、蓬莱

验潮站和龙口验潮站均出现达到当地蓝色警戒标

准的高潮位。此次过程在潍坊市造成直接经济损

失２４６５万元，其中水产养殖受灾面积３４ｈｍ２，共计

损失４３万元；养殖设备、设施损失９４个，主要为工

厂化养殖大棚进水受损，共计损失２３４０万元；损毁

海堤、护岸２．７６ｋｍ，共计损失６７万元；其他共计损

失１５万元。在东营市造成直接经济损失４６０万元，其

中水产养殖受灾面积２８６．７ｈｍ２，共计损失１６２．５万

元；养殖设备、设施损失２７个，共计损失１３５万元；

毁坏海堤、护岸７．５ｋｍ，共计损失１１２．５万元；其他

共计损失５０万元，主要为广饶县人工岸段及海洋湿

地植被修复示范工程景观绿化损毁。

１．２．２　海冰灾害

２０１３—２０１４年度渤海海冰灾情较常年偏轻，冰

情为１．５级，只有东营市广饶县受灾，造成直接经济

损失９４６万元，其中水产养殖受灾面积８０００ｈｍ２，共

计损失９００万元；养殖设备、设施损失５个，共计损失

２５万元；损毁海堤、护岸１．４ｋｍ，共计损失２１万元。

１．２．３　绿潮（浒苔）灾害

２０１４年山东省绿潮灾害较为严重，主要影响区

域为山东南部沿海，包括日照、青岛、威海三市，影

响时间为５月下旬至８月下旬，共历时３个月。

日照市绿潮范围最大出现在７月１２日，总覆盖面

积约４．６万ｋｍ２。前后累计清理上岸浒苔约９２万ｔ（以

鲜湿浒苔计），共出动人力１２．６万余人次，投入大型机

械６万台次、监测船只６６０航次（行程９７００余海里）、监

测车辆６２０车次（行程约１．９万ｋｍ）、打捞船艇８７０船

次，各级投入浒苔灾害应急处置资金达５４００余万元。

青岛市绿潮呈现离岸区域浒苔分布密度高、近

岸区域浒苔分布密度低的特点，对青岛的影响程度

低于２０１３年。６月１２日浒苔在青岛登陆，青岛管辖

海域浒苔最大分布面积达到９３９０ｋｍ２、最大覆盖面

积为１００ｋｍ２。全市共清理浒苔１０．０７万ｔ，其中海

域打捞浒苔３．７７万ｔ、陆域清理浒苔６．３万ｔ。

威海市２０１４年受绿潮影响在历年中最大。

６月２９日浒苔进入威海市管辖海域并逐步聚集、上

岸，影响乳山、文登及荣成部分海域，前后历时１个

多月，波及岸线约６００ｋｍ，影响较为严重的岸线长

３００ｋｍ、最大覆盖面积近７０ｋｍ２。打捞浒苔产生直

接费用２０１０万元，累计出动人员１０２７７人次、各类

大型机械４８８３台次、渔船７３艘，打捞、处置浒苔

９．４１万ｔ。

１３　小结

经过梳理２０１０－２０１４年山东省各类海洋灾害

概况，初步得出以下结论：①根据统计数据，山东省

海洋灾害种类具有复杂性和多样性，因海洋灾害导

致的直接经济损失位居我国沿海省市前列，海洋防

灾减灾工作形势较为迫切和严峻；②海洋灾害的发

生具有显著的不确定性，每年的直接经济损失受气

候及天气系统影响较大；③山东省风暴潮灾害和海

冰灾害导致的直接经济损失合计占总数的９７．６％，

是最主要的致灾种类；④山东省受台风影响频率较

南方省市相对较低，但几乎每次可能影响山东的台

风过程都能导致不同程度的灾害损失；⑤绿潮灾害

自２００８年大规模暴发以来几乎每年６－８月都会成

规模暴发，对山东南部沿岸地区造成威胁。

２　海洋灾害防御非工程性举措及存在问题

２１　非工程性举措

山东省历来高度重视海洋防灾减灾工作，把保

护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作为头等大事。面对严峻

复杂的海洋灾害形势，山东省海洋与渔业厅组织开

展多项防灾减灾能力建设工作，并于２０１４年成立应

急与安全管理处，专门负责海洋预报减灾与灾害应

急处置工作。近年来山东省始终努力推进海洋防

灾体系建设，取得一系列建设成果。

２．１．１　加强组织领导，提前部署防灾应急工作

山东省海洋与渔业厅历来高度重视海洋防灾

减灾工作，主要厅领导亲自参与研究部署防灾减灾

应急管理工作，把主要精力放在海洋与渔业防灾减

灾工作上，带队赴沿海市县检查指导防汛具体工

作。山东省海洋预报台作为技术支撑单位，负责监

视各类海洋灾害发生发展动态，及时发布海洋灾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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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警报，参加防灾决策会商，为防御海洋灾害提供

决策建议。

２．１．２　深入排查隐患，确保观测系统和数据传输

网正常运行

定期组织山东省海洋预报台对主要海洋观测

站进行全面排查，对小麦岛、日照、千里岩、南黄岛、

岚山、东营港、孤东、田横、五号码头等９个海洋观测

站点进行升级改造，更新、备份观测传感器，改造避

雷接地系统，保证观测数据的稳定、实时获取。对

山东省近海海洋观测浮标进行维护和维修，保证浮

标观测系统正常业务化运行。

２．１．３　组织开展全省沿岸警戒潮位核定工作和全

省海洋灾害风险评估与区划工作

组织开展山东省沿海警戒潮位核定工作，其中

潍坊市、烟台市和威海市沿海１９个岸段警戒潮位核

定技术报告已经通过国家海洋局海洋减灾中心评

审。滨州市、东营市和日照市沿海９个县（市、区）共

１１个岸段警戒潮位核定技术报告目前已通过专家

初审和北海分局的审查，下一步将到海洋减灾中心

进行专审。全省海洋灾害风险评估与区划工作也

在进行当中。

２．１．４　开发一系列海洋防灾减灾应急操作平台

山东省海洋与渔业厅和北海预报中心联合开

发山东省防灾减灾综合信息平台、海洋预报手机服

务平台、近海数值预报 ＷＡＢＧＩＳ发布平台、海上搜

救应急漂移预测远程ＧＩＳ系统、渔船安全保障系统

等一系列海洋防灾减灾应急操作平台，有效提高山

东省海洋灾害应急处置工作效率，最大限度地降低

灾害损失。同时，这些系统也为沿海地区日常渔业

生产和出海作业提供快捷丰富的海洋预报信息，有

效指导合理安排作业计划、提高作业效率。

２．１．５　科学应对绿潮灾害

在应对处置绿潮灾害工作中，不断创新打捞模

式。２０１４年青岛市首创由海上浒苔处置平台及多

艘打捞船组成“１＋Ｘ”打捞船队，实现海上压榨打

包，缩短打捞船的往返距离，打捞效率显著提高，单

船日打捞量最高达到９８．９ｔ，较２０１３年提高近一

倍。这一模式有望在以后的绿潮灾害处置工作中

推广使用。

２２　存在问题

相对于海洋预报业务，海洋防灾减灾业务起步

较晚，技术力量相对较为薄弱，尤其是沿海基层的

海洋防灾减灾工作还处于起步阶段，仍然存在一系

列问题。

缺失指导海洋防灾减灾工作的各类标准（包括

国标和行业性标准）。我国海洋防灾减灾业务起步

较晚，各类规范性标准文件尚未出台，很大程度上

制约海洋防灾减灾工作的开展。如，目前海洋灾情

调查工作仍没有完整的调查规范可依据，加之各级

地方政府工作人员业务水平参差不齐，导致统计上

报的数据缺乏准确性、科学性。

海洋观测能力有待进一步提高。目前我国近

海海洋观测站点和浮标数量距离发达国家还有相

当大的差距，海洋观测站点分布比较稀疏，尤其是

浮标数量少、维护难度大。海洋观测站点和浮标数

量不足将导致对海洋灾害影响的实况掌握不足，十

分不利于海洋防灾减灾工作的部署和实施。

海洋预警报产品尤其是海洋灾害警报的具体

落实还有待加强。目前还有相当一部分沿海政府

和居民对海洋灾害的关注度、认知度不足，对什么

是海洋灾害、如何防御海洋灾害还缺乏必要的认

知。海洋预警报产品的发布渠道有限，预报机构

“自娱自乐”现象仍然存在，各类预警报产品社会知

名度不高。海洋灾害预警报信息归根结底是为沿

海各级政府及当地百姓服务的，他们能否用好这些

信息直接决定海洋防灾减灾工作的成败。

海洋灾害预警产品内容有待进一步改进完善。

目前海洋灾害预警报产品还不够形象直观，尤其是

对风暴潮给沿海地区造成的影响分析不足，各类海

洋灾害预警报产品与沿海各级政府灾害防御需求

还存在一定差距。

３　海洋灾害防御工作建议

目前海洋防灾减灾工作最薄弱的环节在基层，

只有基层的工作落到实处，海洋防灾减灾工作才能

持续有效开展。山东省是全国遭受海洋灾害较严

重的省份之一，海洋灾害已成为影响全省海洋社会

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制约因素之一。为促进全省社

会经济健康持续发展，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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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需要继续加强海洋防灾减灾能力建设工作。

３１　构建完整的海洋防灾减灾应急体系

建立适合山东省特点的海洋观测预报系统、海

洋灾害风险评估与管理体系、海洋预警报发布平

台、应急管理辅助决策支撑平台、基础地理信息平

台等业务化支柱，建立更加完善的海洋预报减灾工

作运行机制，不断提高海洋防灾减灾工作效益。定

期开展基层工作人员海洋防灾减灾业务知识培训，

提高队伍专业知识水平。修订完善《山东省风暴

潮、海浪、海啸和海冰灾害应急预案》，使预案的每

一步都具备切实可操作性，使海洋灾害应急的每一

项工作都落实到实处。最终在全省范围内构建完

整的自上而下的防灾减灾应急体系。

３２　加强海洋观测能力建设

海洋观测能力的提升，对于把握海洋灾害实时

发展动态、及时采取防御措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

义。针对目前海洋观测能力不足的现状，要充分发

挥国家和省两级力量，借助省级海洋预警报能力升

级改造项目，坚持需求牵引、科学布局原则，新建一

批海洋观测站点，优化观测布局，最终实现全面提

升山东省海洋观测能力。

３３　以社会需求和服务为导向，做好海洋预报工作

海洋灾害是客观存在，人类不能消灭灾害及其

损失，却可以积极主动地通过科学方法、采取有效

措施减轻海洋灾害危害［９］。准确的海洋预报是采取

有效措施的重要前提。我国海洋预报较天气预报

起步较晚、受众面较窄、社会知名度和影响力较小，

当前应从基础做起，摸清海洋预报的社会需求，制

作发布针对性、实用性强的海洋预报产品，同时进

行海洋预报技术开发研究，不断提高预报准确率，

逐步做大做强海洋预报产业，提高海洋预报社会知

名度和美誉度。只有做好海洋预报工作，沿海政府

和居民才能及时获取有效海洋预报信息，一方面可

以服务于日常海上生产活动，更重要的是当海洋灾

害发生时，可以在政府主管部门的统一指挥下，提

前采取有效防灾减灾措施，这必将大大降低人民生

命和财产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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