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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２０１７ 年秋季（９—１１ 月）大气环流特征为：北半球环流形势，极涡呈偶极型分布，中高纬西风

带呈 ４ 波型分布，且强度较夏季增强；９—１０ 月，副热带高压明显偏西，强度接近常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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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海海域主要有 １４ 次 ８ 级以上大风过程，其中热带气旋大风有 ９ 次，冷空气大风有 １１ 次，两者共

同影响下的大风过程 ７ 次。 有 ２４ 次 ２ ｍ 以上的大浪过程。 未出现雷暴大风和大范围的海雾过程。
期间，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共生成 １１ 个热带气旋，其他海域共有热带气旋 １８ 个，分别为：北大西洋 ９
个、东太平洋 ７ 个、印度洋 ２ 个。 海表温度整体呈下降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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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本文分析了 ２０１７ 年秋季（９—１１ 月，下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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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对在此海域发生的典型灾害性天气进行了

总结和分析。 秋季季风交替显著，影响我国近海的

主要灾害性天气包括冷空气和热带气旋，带来的影

响主要是大风、降水等。 此外，还分析了浪高和海

表温度等海洋要素在秋季的变化，并总结了其他大

洋的热带气旋情况。
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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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１　 环流特征与演变

１．１　 环流特征

２０１７ 年秋季 ５００ ｈＰａ 平均位势高度场（图 １ａ）
显示，秋季的北半球环流形势极涡呈偶极型分布，
两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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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 冰 洋 洋 面 上 （ ８３° Ｎ， １２０ ～
１２５°Ｅ），中心位势高度 ５２５ ｄａｇｐｍ；西半球中心位于

格陵兰岛西部的埃尔斯米尔岛附近 （ ８０° Ｎ，８５ ～
９０°Ｗ），中心位势高度 ５２２ ｄａｇｐｍ。 北半球中高纬西

风带呈 ４ 波型分布，且高纬西风带槽脊较夏季有明

显减弱，长波槽分别位于鄂霍次克海、北西伯利亚

地区、挪威海、哈德孙湾。 在此形势下，极涡比常年

偏弱（图 １ｂ），北极呈现 １０ ｄａｇｐｍ 的正距平，而极涡

的两中心附近有 ０ ｄａｇｐｍ 和 ４ ｄａｇｐｍ 的位势高度距

平。 我国近海北部海域处于平直的西风带控制之

下，冷空气活动并不是很强，南部海域受副热带高

压影响较为明显，表明秋季热带气旋的活动依然比

较频繁［３］。
１．２　 环流演变对我国天气的影响

９ 月，欧亚大陆中高纬环流呈“两槽一脊” 型

（图 ２ａ），两个槽线分别位于亚洲大陆中部和欧洲中

西部。 位于 １４０°Ｅ 附近的东亚大槽不明显，西风带

较为平直。 由距平场看到，我国近海海域基本处于

零距平区，与往年同期季节持平。 而北部冷空气活

动频繁，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以下简称副高）明显

偏西，９ 月副高的西脊点位于（２５°Ｎ，９０°Ｅ）附近，强
度接近常年。 ９ 月我国黄海、东海大部地区处于弱

高压区域（图 ２ｂ）控制，我国近海的东海、黄海、渤海

处于负距平区，夏冬季风交替转化时节，较为平稳。
我国近海大风天气主要由于热带气旋影响造成，共
有 ４ 次海上大风天气过程；９ 月，西北太平洋地区共

有 ３ 个热带气旋和 １ 个热带低压生成。

图 １　 ２０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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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００ ｈＰａ ｍｅａｎ ｇｅｏ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ｈｅｉｇｈｔ （ａ） ａｎｄ ｉｔｓ ａｎｏｍａｌｙ （ｂ） ｉｎ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Ｈｅｍｉｓｐｈｅｒｅ ｉｎ ａｕｔｕｍｎ ２０１７ （ｕｎｉｔｓ：ｄａｇｐｍ）

　 　 １０ 月（图 ３ａ），环流以纬向型为主，但与 ９ 月相

比，经向度有所加大，南支槽逐渐加深，平直的西风

带略微南移，东亚大槽较常年同期略有加深，位于

中西伯利亚的低压中心向东北方向移动，形成一个

中心强度为 ５２２ ｄａｇｐｍ 的冷涡。 由距平场可以看

出，我国中东部地区和渤海、黄海、东海大部近海海

域由负距平转为正距平，南海中东部海区出现负距

平。 中高纬度与中低纬度之间形成明显的差异，夏
季环流正向冬季环流转变［４］。 在海平面气压场上

（图 ３ｂ），副高东退南移，西脊点移到（２０°Ｎ，１００°Ｅ）

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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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北半球 ５００ ｈＰａ 平均位势高度场、距平场（ａ；平均位势高度场：等值线，距平场：填色，单位：ｄａｇｐｍ）和海平
面气压场、距平场（ｂ；海平面气压场：等值线，距平场：填色，单位：ｈＰ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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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北半球 ５００ ｈＰａ 平均位势高度场、距平场（ａ；平均位势高度场：等值线，距平场：填色，单位：ｄａｇｐｍ）和海
平面气压场、距平场（ｂ；海平面气压场：等值线，距平场：填色，单位：ｈＰａ）

Ｆｉｇ．３　 Ｍｏｎｔｈｌｙ ｍｅａｎ ５００ ｈＰａ ｇｅｏ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ｈｅｉｇｈｔ ａｎｄ ａｎｏｍａｌｙ （ａ；ｇｅｏ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ｈｅｉｇｈｔ：ｃｏｎｔｏｕｒ， ａｎｏｍａｌｙ：ｓｈａｄｅｄ，ｕｎｉｔｓ：ｄａｇｐｍ），
ａｎｄ ｍｏｎｔｈｌｙ ｍｅａｎ ｓｅａ ｌｅｖｅｌ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ａｎｄ ａｎｏｍａｌｙ （ ｂ；ｍｏｎｔｈｌｙ ｍｅａｎ ｓｅａ ｌｅｖｅｌ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ｃｏｎｔｏｕｒ，ａｎｏｍａｌｙ：ｓｈａｄｅｄ，ｕｎｉｔ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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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近，与常年同期偏西。 我国中北部大部分地区在

高压的控制下，近海地区风向由西南风转为偏北

风，而距平场可以更明显地看出南北方的差异，渤
海、黄海北部区域显示为正距平，冷空气活动不是

很频繁；黄海南部与东海北部区域与常年同期持

平；而在东海南部和南海大部海区还是负距平，这
些特征表明，南部气旋的频繁活动才是影响我国近

海天气的主要原因。 １０ 月影响我国的热带气旋过

程共有 ４ 次，其中热带风暴及以上级别 ３ 个，热带低

压 １ 个。 ４ 次过程中，转向 ２ 个，西行登陆 ２ 个。 受

其影响，海上大风过程共 ４ 次。
１１ 月（图 ４ａ），欧亚大陆中高纬环流依然呈“两

槽一脊”型，与 ９ 月相比，东部的槽线东移到鄂霍次

克海北部的上空， 且存在一个中心强度为 ５０９
ｄａｇｐｍ 的冷涡，东亚大槽逐渐加深，位于东西伯利亚

到日本海上空，较常年同期略强；脊线继续拉平并

东移，使我国北部地区转为西北风，开始源源不断

地输送冷空气，季节变化明显。 副高继续南掉东

退，西脊点位于（１８°Ｎ，１０８°Ｅ）附近，接近常年同期。
在海平面气压场上（图 ４ｂ），在新疆北部和蒙古西部

上空存在一个冷高压中心，其影响范围很广，控制

我国大部分地区，但距平场为负距平，较常年同期

偏弱。 渤海、东海中南部，以及南海大部地区为负

距平，受此环流影响，上述地区冷空气活动频繁，只

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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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北半球 ５００ ｈＰａ 平均位势高度场、距平场（ａ；平均位势高度场：等值线，距平场：填色，单位：ｄａｇｐｍ）和海
平面气压场、距平场（ｂ；海平面气压场：等值线，距平场：填色，单位：ｈＰａ）

Ｆｉｇ．４　 Ｍｏｎｔｈｌｙ ｍｅａｎ ５００ ｈＰａ ｇｅｏ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ｈｅｉｇｈｔ ａｎｄ ａｎｏｍａｌｙ （ａ；ｇｅｏ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ｈｅｉｇｈｔ：ｃｏｎｔｏｕｒ， ａｎｏｍａｌｙ：ｓｈａｄｅｄ，ｕｎｉｔｓ：ｄａｇｐｍ），
ａｎｄ ｍｏｎｔｈｌｙ ｍｅａｎ ｓｅａ ｌｅｖｅｌ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ａｎｄ ａｎｏｍａｌｙ （ ｂ；ｍｏｎｔｈｌｙ ｍｅａｎ ｓｅａ ｌｅｖｅｌ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ｃｏｎｔｏｕｒ，ａｎｏｍａｌｙ：ｓｈａｄｅｄ，ｕｎｉｔｓ：
ｈＰａ） ｉｎ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Ｈｅｍｉｓｐｈｅｒｅ ｉｎ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７

有黄海海区较常年同期相当。 冷暖空气交汇，在我

国南方地区形成多降水的形势，１１ 月共有 ３ 个热带

气旋活动，均为西行，其中 ２ 个在越南登陆。

２　 我国近海天气分析

２．１　 大风过程

２．１．１　 概况

２０１７ 年秋季，我国近海共发生 １４ 次 ８ 级及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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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大风过程中，有
热带气旋参与的为 ９ 次；有冷空气参与的为 １１ 次。
另外还有 １ 次入海气旋和冷空气共同影响下的大风

过程。 秋季没有雷暴大风过程（表 １）。

表 １　 中国近海 ２０１７ 年秋季（９—１１ 月）主要大风过程

Ｔａｂｌｅ １　 Ｍａｉｎ ｇａｌｅ ｅｖｅｎｔｓ ｏｖｅｒ ｉｎｓｈｏｒ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ｉｎ ａｕｔｕｍｎ （ ｆｒｏｍ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ｔｏ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７

大风时段 天气形势和影响系统 影响海域和大风等级

９ 月 １—３ 日 １７１６ 号台风“玛娃”影响 南海东北部出现了 ６～８ 级、阵风 ９～１０ 级旋转风

９ 月 １３—１７ 日
１７１９ 号台风“杜苏芮”影响
北部：冷空气影响

东海大部海域出现了 ９ ～ １２ 级大风，其中部分海域的风力有 １３ ～ １５ 级（１４ 日）；台湾
东北洋面出现了 ９～１０ 级大风；“杜苏芮”中心附近海域的风力有 １２ ～ １４ 级（１５ 日）；
北部湾、南海部分海域出现了 ８～１１ 级的大风；黄海南部海域出现了 ６～８ 级东北风

１０ 月 １—３ 日 入海气旋和冷空气共同影响
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大部海域出现了 ６～８ 级、阵风 ９～１０ 级的东北风；其中黄海大部
海域、东海北部 ６～８ 级偏南风转东北风

１０ 月 ７—１０ 日
北部：冷空气影响
南部：冷空气和热带低压共同影
响（南北两次大风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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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 ～ ８ 级、
阵风 ９ 级的东北风或偏东风；渤海海域出现了 ８～１０ 级、阵风 １１ 级的东北风

１０ 月 １２—１７ 日
１７２０ 号台风“卡努”和冷空气共
同影响

东海北部，南海西北部出现了 ８～１０ 级、阵风 １１ ～ １２ 级的东北风，北部湾出现了 ７ ～ ９
级、阵风 １０～１１ 级的偏北风；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中东部海域出现了 ６ ～ ８
级、阵风 ９ 级的大风

１０ 月 １９—２０ 日 冷空气影响
台湾海峡出现了 ７～８ 级东北风；东海大部海域、台湾海峡出现了 ６～ ８ 级、阵风 ９ 级的
东北风

１０ 月 ２０—２１ 日
冷空气影响和 １７２１ 号台风“兰
恩”外围共同影响

共同影响东海东部海域、台湾以东洋面出现了 ７～９ 级东北风，渤海、东海西部海域、台
湾海峡出现了 ６～８ 级、阵风 ９ 级的偏北或东北风

１０ 月 ２７—２９ 日
冷空气和 １７２２ 号台风“苏拉”共
同影响

黄海南部海域、东海大部海域出现了 ７～９ 级、阵风 １０～１１ 级的偏北风或西北风，台湾
海峡出现了 ７～９ 级、阵风 １０～１１ 级的东北风，黄海北部和中部海域出现了 ７～８ 级、阵
风 ９～１０ 级的偏北风

１０ 月 ３０—３１ 日 冷空气影响
东海大部海域出现了 ６～８ 级、阵风 ９ 级的偏北风，台湾海峡、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海
域出现了 ７～９ 级、阵风 １０ 级的东北风

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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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大风时段 天气形势和影响系统 影响海域和大风等级

１１ 月 ２—４ 日
冷空气影响
南部：台风“达维”的影响

渤海、黄海北部海域出现了 ６～８ 级、阵风 ９ 级的偏北风；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
海北部和中部海域出现了 ６～８ 级、阵风 ９～１０ 级的东北风或偏北风，台湾海峡出现了
７～９ 级、阵风 １０～１１ 级的东北风；南海西南部海域出现了 ９～１３ 级大风

１１ 月 １１—１２ 日
冷空气影响
南部：台风“海葵”的影响

东海北部的部分海域、台湾海峡的部分海域、台湾东北部洋面出现了 ８～ ９ 级、阵风 １０
级的东北风或偏北风；南海中东部海域出现了 ８～１０ 级旋转风；“海葵”中心经过的附
近海域出现了 ９～１０ 级、阵风 １１ 级的大风

１１ 月 １８—１９ 日
冷空气影响
南部：台风“鸿雁”影响

东海北部和西南部海域出现了 ７～９ 级、阵风 １０ ～ １１ 级的东北风；南海西南部海域出
现了 ６～８ 级、阵风 ９～１０ 级的旋转风

１１ 月 ２２—２３ 日 冷空气影响
东海出现了 ６～８ 级、阵风 ９ 级旋转风，东海大部海域、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出现了
６～８ 级、阵风 ９ 级偏北风

１１ 月 ２５—２８ 日 冷空气影响
黄海中部和南部海域出现了 ６ ～ ８ 级西南风，台湾海峡、南海东北部海域出现了 ７ ～ ８
级、阵风 ９ 级的东北风

　 　 热带气旋活动是造成 ９ 月大风过程的主要原

因，９ 月的 ２ 次大风均是受西偏北行路径的热带气

旋的影响，部分海域风力有 １３ ～ １５ 级。 １０ 月和 １１
月，冷空气过程增多，同时热带气旋依然活动频繁，
在两者的共同影响下，产生了 ７ 次大风过程。 东海

北部、南海西北部出现了 ８～１０ 级、阵风 １１～１２ 级的

东北风，黄海南部海域、东海大部海域出现了 ７ ～ ９
级、阵风 １０～１１ 级的偏北风或西北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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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由大风影响海域来看，冷空气影响出现大风的

海域主要是北部的渤海和黄海，随着冷空气的南

下，影响范围推进至东海大部和台湾海峡。 受入海

气旋影响的海域是黄海和东海北部，其次是渤海和

渤海海峡。 在南海海域主要受热带气旋影响出现

了大风天气过程。
下面主要分析 ９ 月中旬 １７１８ 号超强台风“泰

利”和 １７１９ 号强台风“杜苏芮”过程中引起的一次

我国近海大范围的海上大风过程。
２．１．２　 “泰利”和“杜苏芮”大风过程分析

１７１８ 号强台风“泰利”于 ９ 月 ９ 日在关岛附近

洋面（１５°Ｎ，１４３ １°Ｅ）生成（图 ５），之后迅速向西北

方向移动，逐渐趋近我国近海。 “泰利”的中心于 ９
月 １３ 日移入东海后，移速减慢，强度逐渐加强至超

强台风级；当其在东海中部转向东北方向移动后，
强度逐渐减弱，并于 ９ 月 １７ 日以强热带风暴级别在

日本鹿儿岛登陆。 由此可见，台风“泰利”在东海滞

留时间长达 ４ ｄ，且滞留期间强度强，造成了我国东

部近海长时间的大风天气。
１７１９ 号强台风“杜苏芮”于 ９ 月 １１ 日 ０３ 时在

菲律宾吕宋岛以东洋面上生成（１４ ８°Ｎ，１２５ ９°Ｅ）
上生成（图 ５），之后一路西行，于 ９ 月 １２ 日 １２ 时移

入南海中东部海面后持续发展，９ 月 １３ 日 ２１ 时加

强为强热带风暴级，９ 月 １４ 日 ０６ 时加强为台风级，
９ 月 １４ 日 ２０ 时加强为强台风级，经历了由热带风

暴级到强台风级的“四级连跳”。 １４ 日夜间至 １５ 日

凌晨，“杜苏芮”以台风至强台风级的强度掠过海南

南部海面，逐渐向越南中部沿海靠近。 于 ９ 月 １５ 日

１２：１５ 前后在越南广平省北部沿海登陆，中心附近

的最大风力达到 １４ 级（４５ ｍ·ｓ－１），最低气压值为

９５０ ｈＰａ。

图 ５　 台风“泰利”和台风“杜苏芮”全路径图
Ｆｉｇ．５　 Ｔｈｅ ｔｒａｃｋｓ ｏｆ ｔｙｐｈｏｏｎ “ＴＡＬＩＭ” ａｎｄ “ＤＯＫＳＵＲＩ”

由热带气旋造成的大风天气，虽然主要影响系

统是热带气旋，但是大风出现的范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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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西南季风、冷空气或同时存在的其它热带气旋

等［７］。 此次由“泰利”和“杜苏芮”同时存在引起的

大范围、长时间的大风天气过程，主要是由两个热

带气旋、副高和冷空气的共同作用造成的。
由 ９ 月 １３—１６ 日 ５００ ｈＰａ 高度图（图 ６）演变可

以看到，“泰利”进入东海后逐渐转向偏北方向移

动，其北侧的中高纬地区为低涡低槽控制，高空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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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冷空气南下，但是北支为快速东移减弱收缩的

形势，冷空气的影响范围小、强度弱，渤海海域的大

风天气只短时间出现。 之前呈东西带状分布的副

高，在“泰利”移近后断裂为东西两环。

图 ６　 ５００ ｈＰａ 高度场（ａ．９ 月 １３ 日 ０８ 时，ｂ．９ 月 １４ 日 ０８ 时，ｃ．９ 月 １５ 日 ０８ 时，ｄ．９ 月 １６ 日 ０８ 时；单位：ｄａｇｐｍ）
Ｆｉｇ．６　 Ｔｈｅ ｇｅｏ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ｈｅｉｇｈｔ ａｔ ５００ ｈＰａ （ａ．０８：００ ＢＳＴ １３ Ｓｅｐ． ２０１７， ｂ． ０８：００ ＢＳＴ １４ Ｓｅｐ． ２０１７， ｃ． ０８：００ ＢＳＴ １５ Ｓｅｐ． ２０１７，

ｄ． ０８：００ ＢＳＴ １６ Ｓｅｐ． ２０１７；ｕｎｉｔｓ：ｄａｇｐｍ）

　 　 ９ 月 １３ 日台风“杜苏芮”已经移入南海，并逐渐

向西环副高靠近；“泰利” 位于台湾以东洋面 （图

６ａ），即处于东西高、南北低的鞍型场内，东侧为副

热带高压，其北向移动，副高被高空槽切断分裂为

东西两部分，“泰利”在此位置，移动缓慢；大风天气

主要出现在东海和我国东部沿海，即“泰利”中心附

近和其与东西两环副高邻近的强梯度区；而在其南

北两侧，均出现一个两低之间的弱风区，即台湾海

峡、南海东北部和福建沿海的弱风区。 在低纬度，
台风“杜苏芮”沿 ５８８ 线继续向西移动；而在高纬度

附近的冷低压中心迅速向东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

减弱，且中高纬度西风带为经向型，我国东海大部

海域出现了 ９ ～ １２ 级大风，其中部分海域的风力有

１３～１６ 级，南海中西部海域出现了 ８～１２ 级的大风。
“杜苏芮”附近的大风区，主要出现在南海中部和西

北部以及华南沿海，即“杜苏芮”的中心附近、其西

北侧与西环副高临近的大梯度区和南侧的西南季

风区，而南海东北部，只在“杜苏芮”移入南海以前，

出现了大风天气，当其移入南海后，则转变为两低

之间的弱风区，由图 ７ａ 自动站实况数据得出的过程

最大阵风图可以看出，我国东南部沿海地区最大阵

风在 ８ 级以上。 “泰利”于 １４ 日（图 ６ｂ、７ｂ）向北偏

东转向，其中心位置右侧气压梯度相对较大，此时，
台湾东北部洋面出现了 ９ ～ １０ 级大风，南海中西部

海域出现了 ８ ～ １２ 级的大风。 １５ 日（图 ６ｃ）副高东

撤减弱，位于贝加尔湖移动的冷空气南下，“泰利”
缓慢北上。 东海大部海域出现了 ８ ～ １２ 级大风，其
中部分海域的风力有 １３ ～ １５ 级（图 ７ｃ）。 随着台风

“泰利”逐渐向东北方向移动，大风的影响范围逐渐

向北扩展至黄海，“泰利”（图 ６ｄ）于 １７ 日在日本登

陆，其台风外围风力较大，继续影响我国东海、渤海

和黄海大部，使近海地区风力连续 ４ 日出现 ９ 级以

上大风；随着台风“杜苏芮”逐渐向偏西方向移动，
大风范围扩展至北部湾和越南沿海。

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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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　 台风“杜苏芮”和“泰利”过程最大阵风（ａ．９ 月 １３ 日 ０６ 时—９ 月 １４ 日 ０６ 时，ｂ． ９ 月 １４ 日 ０６ 时—９ 月 １５ 日 ０６ 时，ｃ． ９
月 １５ 日 ０６ 时—９ 月 １６ 日 ０６ 时）

Ｆｉｇ．７　 Ｔｈ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ａｌｅ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ｏｆ ｔｙｐｈｏｏｎ “ＴＡＬＩＭ” ａｎｄ “ＤＯＫＳＵＲＩ” （ａ． ０６ ＢＳＴ ｆｒｏｍ １３－１４ Ｓｅｐ．， ｂ． ０６ ＢＳＴ
ｆｒｏｍ １４－１５ Ｓｅｐ．， ｃ． ０６ ＢＳＴ ｆｒｏｍ １５－１６ Ｓｅｐ． ２０１７）

２．２　 热带气旋

２．２．１　 西北太平洋和南海热带气旋

２０１７ 年秋季，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共生成 １１ 个

热带气旋（表 ２，图 ８），与多年平均持平。 由路径

（图 ８）来看，有 ２ 个热带气旋：１７１６ 号强热带风暴

“玛娃”和 １７２０ 号强台风“卡奴”均在广州登陆；有 ３
个热带气旋：分别是 １７１９ 号强台风“杜苏芮”、１７２３
号强台风“达维” 和 １７２５ 号热带风暴“鸿雁”在越

南登陆；４ 个热带气旋北上，其中 １７１８ 号“泰利”和
１７２１ 号“兰恩”达到超强台风级别，主要影响我国东

部近海及台湾以东洋面、东海大部和黄海南部海

区。 ２０１７ 年秋季的热带气旋主要以西行为主，台风

生成源地偏西，南海台风生成偏多，影响的区域集

中在我国南海和东海南部大部分海域。 表 ２ 为

２０１７ 年秋季中央气象台热带气旋实时业务定强和

定位的简表。

图 ８　 ２０１７ 年秋季西北太平洋和南海热带气旋路径图
Ｆｉｇ．８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ｃｙｃｌｏｎｅｓ ｔｒａｃｋｓ ｉｎ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ｅｒｎ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ａｎｄ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Ｓｅａ ｉｎ ａｕｔｕｍｎ ２０１７

表 ２　 ２０１７ 年秋季（９—１１ 月）西北太平洋和南海热带气旋

Ｔａｂｌｅ ２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ｃｙｃｌｏｎｅｓ ｉｎ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ｅｒｎ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ａｎｄ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Ｓｅａ ｉｎ ａｕｔｕｍｎ （ ｆｒｏｍ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ｔｏ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７

编号 热带气旋名称

生成时间和位置

时间（ＢＳＴ）
纬度 ／
（ °Ｎ）

经度 ／
（ °Ｅ）

路径特征

强度极值

气压 ／
ｈＰａ

风速 ／

（ｍ·ｓ－１）

登陆情况

１７１５
珊瑚

ＳＡＮＶＵ
８ 月 ２８ 日 １４ 时 １９ ５ １４７ ０ 远海转向 ９７０ ３５ 无

１７１６
玛娃

ＭＡＷＡＲ
８ 月 ３１ 日 ０５ 时 １８ ６ １１９ ３ 西北行登陆 ９９０ ２５

９ 月 ３ 日 ２１：３０ 前后在广东汕尾陆

丰市沿海登陆，８ 级（２０ ｍ·ｓ－１ ），
９９５ ｈＰａ

１７１７
古超

ＧＵＣＨＯＬ
９ 月 ６ 日 ０８ 时 ２０ ５ １２０ ４ 北偏西行 ９９８ １８ 无

１７１８
泰利

ＴＡＬＩＭ
９ 月 ９ 日 ２０ 时 １５ ０ １４３ １ 近海转向 ９３５ ５２

９ 月 １７ 日 １０：３０ 在日本鹿儿岛县南

九州市登陆， １１ 级 （ ３０ ｍ· ｓ－１ ），
９７５ ｈＰａ

１７１９
杜苏芮

ＤＯＫＳＵＲＩ
９ 月 １２ 日 １４ 时 １４ ７ １２０ ７ 西偏北行 ９５０ ４５

９ 月 １５ 日 １２：１５ 前后在越南广平省

北部沿海登陆，１４ 级（４５ ｍ·ｓ－１ ），
９５０ ｈＰａ

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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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热带气旋名称

生成时间和位置

时间（ＢＳＴ）
纬度 ／
（ °Ｎ）

经度 ／
（ °Ｅ）

路径特征

强度极值

气压 ／
ｈＰａ

风速 ／

（ｍ·ｓ－１）

登陆情况

ＴＤ ＴＤ１４ ９ 月 ２３ 日 ２０ 时 １７ ３ １１６ ２ 西北行登陆 ９９５ １６

９ 月 ２４ 日 ２１：２０ 前后在海南万宁沿

海登陆，７ 级（１６ ｍ·ｓ－１），９９５ ｈＰａ
９ 月 ２５ 日 １３ 时前后在越南广宁省

东部沿海登陆，７ 级（１６ ｍ·ｓ－１ ），
９９５ ｈＰａ

ＴＤ ＴＤ１５ １０ 月 ９ 日 ０５ 时 １５ ５ １１３ ０ 西北行登陆 ９９９ １６

１０ 月 １０ 日 ０５：３０ 前后在越南河静

省沿 海 登 陆， ７ 级 （ １ ｍ · ｓ－１ ），
９９９ ｈＰａ

１７２０
卡努

ＫＨＡＮＵＮ
１０ 月 １１ 日 ２０ 时 １６ ６ １３１ ４ 西北行登陆 ９５５ ４２

１０ 月 １６ 日 ０３：２５ 前后在广东湛江

徐闻县登陆， １０ 级 （ ２８ ｍ· ｓ－１ ），
９８８ ｈＰａ

１７２１
兰恩

ＬＡＮ
１０ 月 １６ 日 ０２ 时 ９ ７ １３６ ２ 中转向 ９２５ ５８

１０ 月 ２３ 日 ０２ 时在日本静冈县御前

崎市 登 陆， １３ 级 （ ４０ ｍ · ｓ－１ ），
９５５ ｈＰａ

１７２２
苏拉

ＳＡＯＬＡ
１０ 月 ２４ 日 １４ 时 １２ ７ １４１ ９ 中转向 ９７５ ３３ 无

１７２３
达维

ＤＡＭＲＥＹ
１１ 月 ２ 日 ０８ 时 １２ ５ １１７ ５ 西行登陆 ９５５ ４２

１１ 月 ４ 日 ０６：１０ 在越南庆和省北部

沿海 登 陆， １４ 级 （ ４２ ｍ · ｓ－１ ），
９５５ ｈＰａ

１７２４
海葵

ＨＡＩＫＵＩ
１１ 月 ９ 日 ２３ 时 １４ ０ １２１ ０ 西行 ９８５ ２５ 无

１７２５
鸿雁

ＫＩＲＯＧＩ
１１ 月 １６ 日 ２３ 时 ７ ３ １２３ １ 西偏北行 ９９８ ２０

１１ 月 １９ 日 １５：４０ 在越南宁顺省沿

海登陆，７ 级（１６ ｍ·ｓ－１），１ ００３ ｈＰａ

２．２．２　 １７２０ 号强台风“卡努”
１０ 月 １１ 日 １２ 时在菲律宾吕宋岛以东洋面有

热带低压活动，且其中心向偏西方向移动，１０ 月 １２
日 ０９ 时该低压加强为今年第 ２０ 号（１７２０ 号）台风

“卡努”，之后“卡努”穿过吕宋岛北部，强度逐渐加

强，于 １３ 日 １４ 时在南海中东部海面加强为强热带

风暴级，１４ 日 １４ 时加强为台风级，１５ 日 ０４ 时加强

为强台风级。 而后“卡努”开始减弱并于 １６ 日 ０３
时 ２５ 分前后在广东湛江徐闻县登陆，登陆时中心附

近最大风力 １０ 级（２８ ｍ·ｓ－１，强热带风暴级），中心

最低气压 ９８８ ｈＰａ。 “卡努”登陆后强度继续减弱，
西南行由雷州半岛进入琼州海峡，之后在北部湾东

部海面上减弱消失。 受“卡努”和冷空气影响，１０ 月

１４—１６ 日，浙江东北部、广东东部沿海和雷州半岛、
海南岛北部等地累计降雨 １００ ～ ２５０ ｍｍ，浙江东北

部沿海局地达 ３００ ～ ５００ ｍｍ， 象山局地点雨量

５１６ ｍｍ；浙江、福建、广东、海南岛北部、广西等沿海

地区出现 ８～９ 级大风，局地 １０ ～ １２ 级，广东番禺石

油平台最大阵风 １４ 级。 另外，台湾省东部累计雨量

超过 ４００ ｍｍ，台湾屏东局地雨量达 １ ２３８ ｍｍ（图
９ｃ）。
２．２．３　 全球其他海域热带气旋概况

２０１７ 年秋季，东北太平洋和北大西洋共生成 １６
个 ８ 级及以上风力的热带气旋，其中，北大西洋 ９
个，东太平洋 ７ 个，印度洋有 ２ 个热带气旋生成。 同

历史平均（１９８１—２０１０ 年共 ３０ ａ 平均，南印度洋为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年共１１ ａ平均）个数相比较，大西洋比

平均数（６ ２ 个）多 ２ ８ 个，东太平洋比平均数（６ ０
个）多 １ 个。 印度洋比平均数（南印度洋 ２ ５ 个，北
印度洋 ２ ６ 个）少 ３ １ 个。

１１ 月 ３０ 日，气旋风暴“奥克希” （ＯＣＫＨＩ）在斯

里兰卡科伦坡以西大约 ３５０ ｋｍ 的印度南部近海海

面上生成，成为本年度第一个阿拉伯海热带气旋。
同日在澳大利亚西北的印度洋洋面上生成了一级

热带气旋“达利娅” （ＤＡＨＬＩＡ）。 在印度洋上，２０１７
年秋季热带气旋生成较往年偏少。 表 ３ 是世界气象

组织（ＷＭＯ）强天气预警中心发布的全球热带气旋

信息统计表。

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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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９　 １７２０ 号强台风“卡努”过程分析图（ａ．路径图，ｂ．１３ 日 ０８ 时 ＦＹ⁃４Ａ 卫星云图，ｃ． １０ 月 １４ 日 ０８ 时—１６ 日 ０８ 时降水量
实况图，ｄ．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 ０７ 时—１６ 日 ０７ 时过程最大阵风）

Ｆｉｇ．９　 Ｃｈａｒ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ｙｐｈｏｏｎ “ＫＨＡＮＵＮ” （１７２０） （ａ． Ｔｈｅ ｔｒａｃｋ， ｂ． Ｔｈｅ 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 ｉｍａｇｅ ｆｒｏｍ ＦＹ⁃４ ａｔ ０８：００ １３ Ｏｃｔ． ， ｃ． Ｔｈｅ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ｅｄ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０８：００ １４ ｔｏ ０８：００ １６ Ｏｃｔ．， ｄ． Ｔｈｅ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ｗｉｎｄ ｆｏｒｃｅ ｆｒｏｍ ０７：００ １５ ｔｏ ０７：００ １６ Ｏｃｔ．）

表 ３　 ２０１７ 年秋季（９—１１ 月）全球热带气旋统计

Ｔａｂｌｅ ３　 Ｇｌｏｂａｌ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ｃｙｃｌｏｎｅｓ ｉｎ ａｕｔｕｍｎ （ ｆｒｏｍ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ｔｏ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７

发生海域 热带气旋名称 等级 持续时间 最大风速 ／ （ｍ·ｓ－１） 气压 ／ ｈＰａ

北大西洋

ＩＲＭＡ Ｈｕｒｒｉｃａｎｅ⁃５ ８ 月 ３０ 日—９ 月 １２ 日 ８２ ２４ ９１４

ＪＯＳＥ Ｈｕｒｒｉｃａｎｅ⁃４ ９ 月 ５—２１ 日 ６９ ３９ ９３８

ＫＡＴＩＡ Ｈｕｒｒｉｃａｎｅ⁃２ ９ 月 ５—９ 日 ４６ ２６ ９７２

ＬＥＥ Ｈｕｒｒｉｃａｎｅ⁃３ ９ 月 １５—２９ 日 ５１ ４ ９６２

ＭＡＲＩＡ Ｈｕｒｒｉｃａｎｅ⁃５ ９ 月 １６—３０ 日 ７７ １ ９０９

ＮＡＴＥ Ｈｕｒｒｉｃａｎｅ⁃１ １０ 月 ４—９ 日 ４１ １２ ９８１

ＯＰＨＥＬＩＡ Ｈｕｒｒｉｃａｎｅ⁃３ １０ 月 ９—１５ 日 ５１ ４ ９６０

ＰＨＩＬＩＰＰＥ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Ｓｔｏｒｍ １０ 月 ２８—２９ 日 ２３ １３ ９９７

ＲＩＮＡ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Ｓｔｏｒｍ １１ 月 ６—９ 日 ２５ ７ ９９５

东太平洋

ＬＩＤＩＡ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Ｓｔｏｒｍ ８ 月 ２９ 日—９ 月 ３ 日 ２８ ２７ ９８７

ＭＡＸ Ｈｕｒｒｉｃａｎｅ⁃１ ９ 月 １３—１５ 日 ３５ ９８ ９８８

ＮＯＲＭＡ Ｈｕｒｒｉｃａｎｅ⁃１ ９ 月 １４—２３ 日 ３３ ４１ ９８５

ＯＴＩＳ Ｈｕｒｒｉｃａｎｅ⁃３ ９ 月 １１—１９ 日 ５１ ４ ９６５

ＰＩＬＡＲ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Ｓｔｏｒｍ ９ 月 ２３—２５ 日 ２０ ５６ １ ００２

ＲＡＭＯＮ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Ｓｔｏｒｍ １０ 月 ４—５ 日 ２０ ５６ １ ００２

ＳＥＬＭＡ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Ｓｔｏｒｍ １０ 月 ２７—２８ 日 １７ ９９ １ ００５

北印度洋 ＯＣＫＨＩ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Ｓｔｏｒｍ １１ 月 ３０ 日—１２ 月 ５ 日 ２０ ５６ １ ００２

南印度洋 ＤＡＨＬＩＡ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Ｓｔｏｒｍ １１ 月 ３０ 日—１２ 月 ３ 日 ２５ ７ ９９５

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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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海洋概况

３．１　 浪高

３．１．１　 概况

海浪是海水在外力作用下沿一定方向传播的

波动现象。 本文利用法国卫星高度计 ＡＶＩＳＯ 反演

的浪高场分析得到，２０１７ 年秋季浪高在 ２ ｍ 以上的

海浪过程有 ２４ 次（表 ４）。 其中，１０ 月大浪及以上

过程 １２ 次；９ 月在黄海东部、东海、台湾海峡、巴士

海峡南海大部，北部湾地区出现了 １２ ｍ 的狂浪。

表 ４　 中国近海 ２０１７ 年秋季（９—１１ 月）主要大浪（２ ｍ 以上）过程

Ｔａｂｌｅ ４　 Ｍａｉｎｒｏｕｇｈ ｗａｖｅ ｅｖｅｎｔｓ （ａｂｏｖｅ ２ ｍ） ｉｎ ｉｎｓｈｏｒ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ｉｎ ａｕｔｕｍｎ （ ｆｒｏｍ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ｔｏ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７

大浪过程 影响海域 最大浪高 ／ ｍ

９ 月 ２—４ 日 东海、台湾海峡、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 ５．５

９ 月 ５—６ 日 巴士海峡 ３

９ 月 １３—１６ 日 黄海南部、东海、台湾海峡，以及台湾以东洋面；南海大部，北部湾 东海 １２，南海 ９

９ 月 １７—１８ 号 黄海中南部、东海 ５．５

９ 月 ２２—２５ 日 南海中东部、北部湾 ２．５

９ 月 ２７—２８ 日 黄海南部 ２

１０ 月 １—３ 日 渤海、黄海、东海北部 ４

１０ 月 ４ 日 黄海、东海、台湾海峡，以及南海中东部 ３

１０ 月 ６ 日 东海北部，巴士海峡 ３

１０ 月 ８—９ 日 东海、台湾海峡、巴士海峡、南海中北部，北部湾；渤海辽东湾 东海 ４，渤海 ３ ５

１０ 月 １０—１１ 日 渤海，黄海北部 ４ ５

１０ 月 １２ 日 东海南部、台湾海峡、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 ３ ８

１０ 月 １３—１６ 日 黄海东部、东海、台湾海峡、巴士海峡、南海大部；北部湾，南海西北部、北部湾 ９

１０ 月 １７ 日 东海 ５

１０ 月 １８—２３ 日 黄海南部、东海、海湾海峡和巴士海峡北部、南海中东部，台湾以东洋面 ６

１０ 月 ２１—２３ 日 渤海和黄海北部 ３

１０ 月 ２４—２９ 日 巴士海峡、南海、东海大部，台湾海峡、海湾以东洋面 ５

１０ 月 ３０—３１ 日 黄海中南部、东海、台湾海峡、巴士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南海大部 ５

１１ 月 ４—５ 日 东海南部，台湾海峡，及台湾海峡以东洋面个，南海大部海域，北部湾，菲律宾以东 ６ ５

１１ 月 １１—１２ 日 南海中部，台湾海峡南部 ６ ０

１１ 月 １７ 日 黄海北部，渤海、东海北部 ４ ５

１１ 月 １８ 日 黄海南部、东海 ５ ４

１１ 月 １８ 日 黄海南部、东海、台湾海峡、南海北部；南海南部
５ ５
５ ２

１１ 月 １９ 日 东海、台湾海峡、南海北部；南海南部
４ ５
４ ３

　 　 ９ 月，冷空气势力还较弱，我国近海出现 ２ ｍ 浪

高的日数为 １７ ｄ。 在强台风“泰利”和强台风“杜苏

芮”的影响期间，台湾以东洋面出现了 ６ ～ ９ ｍ 的狂

浪到狂涛区，东海南部出现了 ３～５ ｍ 的大浪到巨浪

区；温州外海浮标 １９ 时观测到 ４ ７ ｍ 的巨浪，舟山

外海、海峡北口浮标 １９ 时分别观测到 ３ ７ ｍ、３ ８ ｍ
的大浪；大陈、南麂海洋站 １９ 时分别观测到 ３ ７ ｍ、

３ ３ ｍ 的大浪。 我国近海东海南部平均浪高在

１～２ ｍ，月平均浪高分布呈现出南北两头低，中间高

的形势（图 １０ａ）。 由于热带气旋的移动速度与海浪

场强弱有密切关系，当移动速度较快时，波高增长

速度慢，海浪不大；当移动速度较慢时，海浪充分增

长，海浪大［４］。
随着冷空气加强，热带气旋依然活动频繁，１０

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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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受强台风“卡努”与冷空气的共同影响，南海北

部出现了 ６ ～ ９ ｍ 的狂浪到狂涛区，东海出现了 ３ ～
５ ｍ的大浪到巨浪区。 本月出现 ２ ｍ 以上大浪有

２６ ｄ，由图 １０ｂ 可以看出，１０ 月平均浪高明显高于 ９
月。 在热带气旋与冷空气共同影响下，热带气旋受

南下冷空气的阻挡，气压梯度增大，风速在气旋北

部增大较快，大风持续时间长，加上右前象限的涌

浪叠加，浪高和大浪范围多出现在热带气旋移动方

向的右后象限［４］，因此 １０ 月，高的浪高区域主要位

于东海南部、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和

南海东北部。
１１ 月，２ ｍ 以上浪高主要分布在东海南部，以及

台湾海峡、巴士海峡，东海中部海区（图 １０ｃ）。 该季

节，当冷空气南下，位于大陆的冷性高压东移到海

面时，高压前部的偏东风使得东海南部至南海北部

出现偏东风浪。

图 １０　 ２０１７ 年秋季逐月月平均浪高图（ａ．９ 月，ｂ．１０ 月，ｃ．１１ 月；单位：ｍ）
Ｆｉｇ．１０　 Ｍｏｎｔｈｌｙ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ｗａｖｅ ｈｅｉｇｈｔｓ ｉｎ Ａｕｔｕｍｎ ２０１７ （ａ．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ｂ． Ｏｃｔｏｂｅｒ， ｃ．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ｕｎｉｔｓ：ｍ）

３．１．２　 海浪个例分析

９ 月 １４—１５ 日，受超强台风“泰利” 和 “杜苏

芮”的影响，东海南部出现了 ８～１２ ｍ 的狂浪到狂涛

区；温州外海浮标 １８ 时观测到 ８ ｍ 的狂浪。 受台风

“杜苏芮”的影响，南海中部出现了 ５～８ ｍ 的巨浪到

狂浪区。 ９ 月 １６ 日 １３ 时，受台风“泰利”的影响，东
海出现了 ６～１０ ｍ 的狂浪到狂涛区，浙江北部、上海

沿岸海域出现了 ２～３ ４ ｍ 的中浪到大浪；舟山外海

浮标 １２ 时观测到 ６ ３ ｍ 的狂浪，长江口外海浮标

１２ 时观测到 ４ ７ ｍ 的巨浪；大陈海洋站 １３ 时观测

到 ２ ８ ｍ 的大浪。 一直到 ９ 月 １７ 日 ０７ 时，受台风

“泰利”的影响，东海东部出现了 ５～８ ｍ 的巨浪到狂

浪区，东海西部出现了 ３ ～ ５ ５ ｍ 的大浪到巨浪区；
浙江北部、上海沿岸海域出现了 ２～３ ｍ 的中浪到大

浪，江苏沿岸海域出现了 １ ５ ～ ２ ５ ｍ 的中浪到大

浪；舟山外海浮标 ０６ 时观测到 ５ ２ ｍ 的巨浪，长江

口外海、温州外海浮标 ０６ 时分别观测到 ３ ５ ｍ 和

３ ９ ｍ 的大浪，１７ 日 ２１ 时影响趋于结束。
此次过程中（图 １１），出现大浪的海区与大风的

区域基本吻合。 ９ 月 １３ 日，出现两个海上大风区，
分别位于东海和南海东北部，大浪区主要在东海南

部和台湾海峡以东洋面，这主要是受两个台风的影

响，且“泰利”此时移动速度 １４ ｋｍ ／ ｈ，而“杜苏芮”
此时移动速度为 ２０ ｋｍ ／ ｈ，可见，当热带气旋的移动

速度较快时，波高增长慢，海浪小，当热带气旋移动

速度较慢时，海浪充分成长，海浪大，扩展范围也较

广［８］。 １４ 日，出现两个大风区和对应的两个大浪

区。 １５ 日，“杜苏芮”登陆越南，受南海地形影响，北
部湾海浪相对较小，随着双台风的影响减小，沿岸

地区海浪趋于减弱，大浪区出现在南海中西部。 而

大风驱使驱动的大浪在东海依然明显［９］。 １６ 日，
“泰利”向东北方向移动转向进入日本海，我国东海

依然出现了狂浪，台风外围影响较大。
３．２　 海表温度　

我国近海海温的变化，在旬以下时间尺度内与

台风、冷空气、温带气旋等天气过程密切相关，而海

温在月、年际变化尺度上与太阳辐射、冷暖平流、洋
流等因素相关［１０－１１］。 秋季我国近海海温呈现逐月

降低的趋势（图 １２）。 由逐月的月平均海表温度图

可以看出，９ 月最高海温出现在南海海域，此海域整

体海温在 ３０ ℃ 左右。 １０ 月南海海表温度降低了

１ ℃，渤海、黄海海域的海温由 ２４ ℃降低到 １９ ℃，

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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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１　 １０ ｍ 风场（填色区为逐级风力，单位：ｍ·ｓ－１）和浪高场（单位：ｍ）（ａ ９ 月 １３ 日 １０ ｍ 风场，ｂ． ９ 月 １３ 日浪高场，ｃ． ９
月 １４ 日 １０ ｍ 风场，ｄ． ９ 月 １４ 日浪高场，ｅ． ９ 月 １５ 日 １０ ｍ 风场，ｆ． ９ 月 １５ 日浪高场，ｇ． ９ 月 １６ 日 １０ ｍ 风场，ｈ． ９ 月
１６ 日浪高场）

Ｆｉｇ．１１　 Ｗｉｎｄ ｓｐｅｅｄ ａｔ １０ ｍ （ｃｏｌｏｒ⁃ｆｉｌｌｅｄ ａｒｅａ，ｗｉｎｄ ｆｏｒｃｅ，ｕｎｉｔｓ：ｍ·ｓ－１） ａｎｄ ｓｅａ ｗａｖｅ ｈｅｉｇｈｔ （ｕｎｉｔｓ： ｍ） （ａ，ｂ． １３ Ｓｅｐ．， ｃ，ｄ． １４
Ｓｅｐ．， ｅ，ｆ． １５ Ｓｅｐ．， ｇ，ｈ． １６ Ｓｅｐ．）

东海海域海温变化梯度增大较明显。 １１ 月，海温等 温线分布越来越密集，渤海月平均海温降到 １１ ℃左

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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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黄海海域有一明显暖舌向北延伸，此海域大部

分海温在 １５ ℃以上，东海海域海温呈现东北—西南

梯度分布，月平均降温 ２ ℃左右，而南海海区的海温

９ 月最高温为 ３０ ℃左右，１０ 月海温为 ２９ ℃左右，１１
月南海南部海温仍有 ２９ ℃左右，南海北部海温降到

２５ ℃以上，且海温梯度较大。 总体来说，秋季我国

近海南部 ２５°Ｎ 以南海温变化不大，北部 ３５°Ｎ 以北

海温降幅明显，且因大陆和海洋的差异使得我国近

海沿岸地区的海温梯度线较密集。

图 １２　 ２０１７ 年秋季月平均海表温度（ａ．９ 月，ｂ．１０ 月，ｃ．１１ 月；单位：℃）
Ｆｉｇ．１２　 Ｍｏｎｔｈｌｙ ｍｅａｎ ｓｅａ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ｓ （ａ．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ｂ． Ｏｃｔｏｂｅｒ， ｃ．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ｕｎｉｔｓ：℃）

４　 小结

２０１７ 年秋季，北半球极涡由夏季单极型转变为

秋季偶极型分布，冷空气活动趋于增强，中低纬度

热带气旋活动依然频繁。 ９ 月，副高明显偏西，我国

近海天气主要受热带气旋影响。 １０ 月，副热带高压

略东退南撤，冷空气活动有所增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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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近海共出现 １４ 次明显的大风过

程，８ 级以上大风的天数为 ４２ ｄ。 热带气旋引起的

海上大风过程较强，随着季节转换，冷空气影响下

的大风过程逐渐增多。
２）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共生成 １１ 个台风，其中 ２

个在我国沿海登陆，４ 个转向北上，７ 个西行进入我

国南海。 台风生成源地偏西，南海台风生成多。 其

他各大洋共生成热带气旋 １８ 个，分别为：北大西洋

９ 个、东太平洋 ７ 个、印度洋 ２ 个。
３）浪高在 ２ ｍ 以上的大浪过程有 ２４ 次。 ９—１０

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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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ｍ 以上大浪日数分别是：９
月 １７ ｄ、１０ 月 ２６ ｄ。 １１ 月，２ ｍ 以上浪高主要分布

在东海南部。
４）我国近海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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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中部到南部海域海温变化不明显。
５）秋季，我国近海未出现雷暴大风天气，也未

出现大范围的海雾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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