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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２年春季海洋天气评述

张增海，刘涛，尹尽勇，郭乙莹，张浩

（国家气象中心，北京 １０００８１）

摘要：２０２２年春季（３—５月）北半球极涡呈单极型分布，形状狭长，极涡强度与历史同期相当。北
半球中高纬度西风带呈 ４ 波型分布。３ 月，我国北方的大部分地区及北部海域受西北气流控制；
４月，东亚大槽加深，高压脊区较历史同期偏强；５月，中高纬环流调整为“两槽两脊”型。我国近海
出现 １２次大风过程，其中冷空气大风过程 ４次，冷空气和温带气旋共同影响的大风过程 ３次，温带
气旋大风过程 ４次，冷空气与热带气旋共同影响的大风过程 １次。近海共出现 １０次比较明显的海
雾过程，其中 ３月 ４次，４月 ３次，５月 ３次。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有 ２ 个热带气旋生成，接近常年同
期平均值；全球其他海域有 １２个热带气旋生成，较历史同期平均值偏少 ５ ７ 个。近海浪高 ２ ０ ｍ
以上的海浪过程有 １２次，总日数为 ４４ ｄ。春季各月我国近海海面温度整体呈上升趋势，北方海域
升温幅度大于南方海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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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本文主要分析了 ２０２２ 年春季（３—５ 月，下同）
北半球的大气环流特征及逐月演变，对我国近海发

生的主要灾害性天气及其相关影响因素进行了总

结。春季，我国近海海域的主要灾害性天气是海上

大风和海雾。除此之外，分析了我国近海有效波高

和海面温度等水文要素在 ２０２２年春季的变化特征，
统计了全球各海域热带气旋的活动情况。

文中所使用的数据资料主要包括：常规观测资

料（含海上浮标和海岛观测等）、ＥＲＡ５ 再分析资料、
ＮＣＥＰ ／ ＤＯＥ再分析资料、ＮＯＡＡ 最优插值海面温度
资料（Ｏｐｔｉｍｕｍ Ｉｎｔｅｒｐｏｌａｔｉｏｎ Ｓｅａ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ＯＩＳＳＴ）、中央气象台实时台风定位数据、日本气象
厅台风最佳路径资料等。文中各个要素气候平均

值采用的时间范围为 １９９１—２０２０年的统计结果，其
中 ５００ ｈＰａ高度场、海平面气压的气候数据从 ＮＣＥＰ
官方获取，其他要素均由统计计算得到，海上大风、

海雾和大浪等几种重大过程的统计标准同文献

［１—３］。

图 １　 ２０２２年 ３—５月北半球 ５００ ｈＰａ平均位势高度场（ａ）及距平场（ｂ，浅蓝色区域表示距平小于－１）（单位：ｄａｇｐｍ）
Ｆｉｇ．１　 Ｍｅａｎ ｇｅｏ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ｈｅｉｇｈｔ （ａ）ａｎｄ ａｎｏｍａｌｙ （ｂ，ｌｉｇｈｔ ｂｌｕｅ ａｒｅａ ｆｏｒ ａｎｏｍａｌｙ ｌｅｓｓ ｔｈａｎ －１）ａｔ ５００ ｈＰａ ｉｎ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Ｈｅｍｉｓｐｈｅｒｅ ｉｎ ｓｐｒｉｎｇ ２０２２ （ｕｎｉｔｓ：ｄａｇｐｍ）

１　 环流特征与演变

１．１　 环流特征
２０２２年春季 ５００ ｈＰａ平均位势高度场及距平场

（图 １）显示，北半球极涡呈单极型分布，形状狭长，
一端伸向加拿大北部的巴芬岛，一端伸向俄罗斯北

部的北地群岛。巴芬岛附近位势高度为 ５１８ ｄａｇｐｍ，
高度场上以弱的负距平控制区为主，较常年气候值

偏低 ２ ｄａｇｐｍ左右；北地群岛附近位势高度大约为
５２０ ｄａｇｐｍ，强度接近常年值。

北半球中高纬度地区环流基本呈 ４ 波型分布
（图 １ａ）。欧亚大陆为“两槽一脊”的环流型，西风
带槽脊较冬季有所减弱。西侧的槽区位于乌拉尔

山以西，并向南延伸到地中海，东亚长波槽从贝加

尔湖以东地区向西南方向伸展，该槽对我国近海天

气有重要影响，脊区位于西伯利亚地区。从距平图

（图 １ｂ）上看，西侧槽区伴有负距平（－４ ｄａｇｐｍ），而
高压脊区伴有弱的正距平（２ ｄａｇｐｍ），东亚大槽北
部与常年相比有负距平（－３ ｄａｇｐｍ），南段有弱的正
距平。槽脊较常年平均略偏强。

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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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环流演变对我国近海天气的影响
３月，欧亚大陆及西北太平洋海域的中高纬环

流呈“两槽一脊”型（图 ２ａ），乌拉尔山以东的西西
伯利亚地区西侧为宽阔的槽区，槽区底部向西南延

伸到地中海以东地区，东亚大槽位于鄂霍次克海至

日本以南洋面，亚洲大陆中纬度地区受弱高压脊控

制。从距平上看东亚大槽比常年偏弱，高压脊区

４０°Ｎ以北有负距平，４０°Ｎ 以南伴有弱的正距平。
我国北方的大部分地区及北部海域受西北气流控

制，冷空气活动主要影响我国北方陆地及北部海域。

由海平面气压场和距平场（图 ２ｂ）可以看到，冷高压
中心位于贝加尔湖以西，中心气压值为 １ ０２６ ｈＰａ
左右，高压中心对应负距平区域，冷高压强度较历

史同期略偏弱，表明影响我国的冷空气势力较常年

同期偏弱。我国中东部大部地区和东部海域处于

高压前部的低值区中，并伴有大范围的弱负距平

（－２ ｈＰａ），入海气旋活动较常年偏多；渤海和黄海
则为均压场所控制，海雾过程偏多。

图 ２　 ２０２２年 ３月北半球 ５００ ｈＰａ平均位势高度场（等值线）及距平场（色阶）（ａ，单位：ｄａｇｐｍ）和海平面气压场（等值线）及
距平场（色阶）（ｂ，单位：ｈＰ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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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ｅａｌｅｖｅｌ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ｉｓｏｌｉｎｅ）ａｎｄ ａｎｏｍａｌｙ （ｃｏｌｏｒ ｓｃａｌｅ）（ｂ，ｕｎｉｔｓ：ｈＰａ）ｉｎ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Ｈｅｍｉｓｐｈｅｒｅ ｉｎ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２２

图 ３　 同图 ２，但时间为 ２０２２年 ４月
Ｆｉｇ．３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ａｓ Ｆｉｇ．２，ｂｕｔ ｆｏｒ Ａｐｒｉｌ ２０２２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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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ａ），乌拉尔山以西的槽
有所减弱，鄂霍次克海西侧出现高空低涡，贝加尔

湖以西的脊区加强北伸，伴有正距平，高压脊区较

历史同期偏强，欧亚大陆东部及我国近海海区上空

的经向环流加强，有利于冷空气南下。由对应的海

平面气压场和距平场（图 ３ｂ）可以看到，４ 月冷高压

主体仍位于贝加尔湖以西地区，但强度较 ３ 月呈减
弱趋势，表明冷空气影响势力较 ３月有所减弱，但我
国中东部大部地区为大范围的正距平区所控制，表

明我国大陆的冷高压强度较历史同期偏强，冷空气

影响范围较 ３月偏南。我国东部及南部沿岸和近海
处于高压前部，黄海、东海北部为弱高压区控制，有

利于低纬暖湿气流北上，上述海域及沿岸地区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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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３次海雾过程。菲律宾以东海域为气压低值区，
并伴有弱的负距平，先后有 ２个热带气旋生成。

５月，欧亚大陆及西北太平洋海域的中高纬环
流调整为“两槽两脊”型（图 ４ａ）。“两槽”分别位于
东欧和东亚地区，东欧槽在中高纬度地区比常年偏

强，东亚大槽位置偏西，强度较常年略偏强；“两脊”

位于贝加尔湖以西的中西伯利亚地区和堪察加半

岛，强度明显强于历史同期。由海平面气压场和距

平场（图 ４ｂ）可以看到，贝加尔湖附近的冷高压强度
较 ４月有所减弱，影响我国的冷空气势力较弱；俄罗
斯远东地区到我国东北地区有低涡活动，并伴有弱

的负距平，由于处于两个高压之间的鞍形场之中，

低涡位置稳定少动，导致不断有冷空气伴随锋面东

移南下，我国近海海域先后出现了 ３次冷空气过程；
黄海、东海北部为弱高压区控制，有利于低纬暖湿

气流北上，上述海域出现了 ３次海雾过程。

图 ４　 同图 ２，但时间为 ２０２２年 ５月
Ｆｉｇ．４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ａｓ Ｆｉｇ．２，ｂｕｔ ｆｏｒ Ｍａｙ ２０２２

２　 我国近海天气分析

２．１　 大风过程
２．１．１　 概况

２０２２年春季，我国近海出现 １２ 次 ８ 级以上大

风过程，其中冷空气大风过程 ４次，温带气旋大风过
程 ４ 次，冷空气和温带气旋共同影响的大风过程 ３
次，冷空气与热带气旋共同影响的大风过程 １ 次
（表 １）。在引发大风过程的影响系统中，冷空气和
温带气旋的比例相当。

表 １　 中国近海 ２０２２年春季主要大风过程
Ｔａｂｌｅ １　 Ｍａｉｎ ｇａｌｅ ｅｖｅｎｔｓ ｏｖｅｒ ｏｆｆｓｈｏｒｅ ａｒｅａ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ｉｎ ｓｐｒｉｎｇ ２０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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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月 ７—８日 冷空气与温带气旋
东海南部、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出现 ６ ～ ８ 级、阵风 ９

级的东北风

２ ３月 １６—１８日 冷空气与温带气旋
渤海、渤海海峡、黄海、东海出现 ７～ ８ 级、阵风 ９ ～ １０ 级的东北风，其中黄海和东

海北部部分海域出现 ８～９级，阵风 １０级的东北风



３ ３月 １８—１９日 冷空气 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出现 ７～８级北到西北风


４ ３月 ２１—２２日 温带气旋 东海出现 ７～８级东北风


５ ３月 ２５—２６日 温带气旋 东海北部、黄海大部海域、渤海出现 ６～８级南转北风


６ ３月 ３１日—４月 ４日 冷空气
东海、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北部海域、北部湾出现 ８ ～ ９ 级东

北风



７ ４月 １４—１６日 冷空气与热带气旋 东海、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出现 ７～８级东北风


８ ４月 ２５—２６日 温带气旋 黄海大部海域面出现 ６～８级东北风


９ ４月 ２９日 冷空气与温带气旋 黄海南部、东海北部海域出现 ６～８级东北风


１０ ５月 １—２日 冷空气 黄海、东海、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南海北部出现 ６～８级北到东北风


１１ ５月 ４—５日 温带气旋 渤海、黄海大部出现 ７～８级偏南风


１２ ５月 １５—１８日 冷空气 东海、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南海北部海域出现 ６～８级北到东北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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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大风过程的逐月分布来看，３ 月 ５ 次，４ 月 ４
次（含 ３月 ３１ 日—４ 月 ４ 日的冷空气大风过程），５
月 ３次，大风过程频次逐月减少。由影响系统造成
大风的持续时间来看，冷空气一般为 ３～５ ｄ，温带气
旋为 １～２ ｄ。由近海站点观测出现大风的空间分布
（图略）来看，２０２２年春季 ８级大风在各个海区均有
出现，９级以上大风出现在黄海北部和中部、东海大
部、台海海峡、台湾东南部海域、巴士海峡、南海北

部和中西部海域，其中部分海域的站点观测到 １０ 级
以上大风。

２．１．２　 ３月 ３１日—４月 ４日冷空气大风过程分析
３月 ３１日 ０８时—４月 ４日 ２０时，我国东海、台

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北部海域、

北部湾等海域出现一次大范围海上大风天气过程，

上述海域出现 ８～９级东北风，部分海域的风力达到
１０～１１级。３月 ３１ 日午后东海海域的部分观测站
点（如舟山外海的岛屿站等）开始观测到大风，之后

随着冷空气继续南下，大风范围逐渐向南推进，台

湾海峡、南海北部和北部湾均观测到了 ７ ～ ８ 级
大风。

图 ５ 给出 ２ 个参考站点的风速观测变化，包括
平均风和阵风，其中泉州浮标站（站号 ７００００２）位于
台湾海峡，汕头浮标（站号 ５９５１５）位于广东汕头外
海。观测站点的风速变化趋势显示，３１ 日夜间—２
日凌晨是 ２个站点观测到大风速比较多的时段，此
次冷空气过程中泉州浮标站监测出现 ８ ～ ９ 级平均
风、阵风 ９～１０级，汕头浮标平均风力为 ７ ～ ８ 级、阵
风 ８～９级，大风过程影响了东海以南的中国近海大
部分海域。

此次海上大风过程与两个高空槽依次东移发

展南下有关，致使冷空气持续影响我国近海海域。

３月３０日 ２０时 ５００ ｈＰａ的高空形势场（图 ６ａ）上，贝
加尔湖以南地区上空有横槽发展，随后横槽东移南

下并逐渐转竖加深。至 ３１ 日 ０８ 时（图略），主槽区
移动到内蒙古地区，并与北侧的高纬度槽进行同位

相叠加，２０时（图 ６ｂ），高空槽已经发展成为由俄罗
斯远东地区，经日本海海域到我国长江口附近海域

的东亚大槽，冷空气中心 ５００ ｈＰａ 温度达－４４ ℃，伴
随高空槽的东移，槽后西北气流向南扩散，影响我

国东部和南部海域。４月 １ 日 ２０ 时前后，东亚大槽
继续向东移动至日本以东洋面东侧（图 ６ｃ）。在东
亚大槽转竖东移的过程中，我国新疆阿勒泰山脉以

南有另一个短波槽发展，３１ 日 ２０ 时，该槽位于蒙古
上空，冷空气开始影响我国大陆地区，之后槽区东

图 ５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４月 ４ 日 ２ 个站点观测到的
大风时间序列

Ｆｉｇ．５　 Ｔｉｍｅ ｓｅｒｉｅｓ ｏｆ ｇａｌｅ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 ａｔ ｔｗｏ 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ｆｒｏｍ ３１
Ｍａｒｃｈ ｔｏ ４ Ａｐｒｉｌ ２０２２

移南下，至 ２ 日 ２０ 时（图 ６ｄ），槽进一步加深发展，
槽区呈东北—西南向，由渤海海域直达我国西南部

地区东部。随着该槽的东移南下，引导冷空气南

下，影响我国东部和南部海域。

地面气压场显示，３月 ３０ 日的地面冷高压在贝
加尔湖附近，我国近海海域处于均压场控制，气压

梯度小，海上风力偏弱。随着冷高压的东移南下，

海上出现较大的气压梯度，３１ 日 ２０ 时冷高压中心
由蒙古进入我国华北地区，中心气压为 １ ０４０ ｈＰａ
左右，东海海域、长江口附近海域、舟山附近海域出

现 ７ ～ ８ 级的北到东北风，阵风达 ９ 级。此时，又一
股冷空气在贝加尔湖西南侧堆积发展后东移南下。

冷空气前锋到达华北地区，冷高压呈东北—西南向

的带状分布，由渤海海域向西南伸展到我国西南地

区，东海南部海域、台湾海峡等海域的气压梯度

进一步增大，风速加大，部分站点观测到平均风速

２６ ｍ·ｓ－１以上的大风，平均风力为 １０ 级，阵风达到
１１级左右。４月 ２日，冷空气前锋到达南海北部，高
压主体气压仍保持在 １ ０３０ ｈＰａ以上。３ 日夜间，高
空槽东移至日本海及日本以南洋面，我国东部海域

为冷高压控制，台湾海峡和台湾以东及南海北部海

域的气压梯度减小，海上风力逐步减弱，直至 ４日白
天，此次海上大风过程结束。

过去的研究认为，冷空气南下过程中，冷平流

（－ Ｖ

ｄＴ）最强处，风力最大［４］，低层的冷平流对冷

空气导致的大风过程具有良好的指示意义［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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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２０２２年 ３月 ３０日 ２０时（ａ）、３１日 ２０时（ｂ）、４月 １日 ２０时（ｃ）、２日 ２０时（ｄ）５００ ｈＰａ高度场（等值线，单位 ｄａｇｐｍ）
和海平面气压场（色阶，单位：ｈＰａ）

Ｆｉｇ．６　 Ｇｅｏ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ｈｅｉｇｈｔ （ｉｓｏｌｉｎｅ，ｕｎｉｔｓ：ｄａｇｐｍ）ａｔ ５００ ｈＰａ ａｎｄ ｍｅａｎ ｓｅａｌｅｖｅｌ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ｃｏｌｏｒ ｓｃａｌｅ，ｕｎｉｔｓ：ｈＰａ）ａｔ ２０：００
ＢＳＴ ３０ Ｍａｒｃｈ （ａ），２０：００ ＢＳＴ ３１ Ｍａｒｃｈ （ｂ），２０：００ ＢＳＴ １ Ａｐｒｉｌ （ｃ），ａｎｄ ２０：００ ＢＳＴ ２ Ａｐｒｉｌ （ｄ）２０２２

３月３１日，我国华南北部、江南东南部、东海南部和台
湾海峡存在较强的冷平流（图 ７ａ），特别是在东海南
部和台湾海峡，冷平流大值中心超过－５×１０－４ Ｋ·ｓ－１，
冷平流导致地面气压梯度增大，东海南部海域、台

湾海峡开始出现大风。４ 月 １ 日 ２０ 时，９２５ ｈＰａ 的
冷平流（图 ７ｂ）已经伸展到南海北部海域和北部湾
海域，冷平流中心达－５×１０－４ ～ －４×１０－４ Ｋ·ｓ－１，近岸
岛屿测站风力增大。随后冷平流的高值区域向南

扩散，但是极值强度逐渐变小，２ 日 ２０ 时冷平流强

度减弱到－２×１０－４ Ｋ·ｓ－１以下，表明冷空气影响趋于
减弱。

２．２　 海雾过程
２．２．１　 概况

２０２２年春季我国近海出现 １０ 次比较明显的海
雾过程，逐月分布为：３ 月 ４ 次，４ 月 ３ 次，５ 月 ３ 次
（表 ２），海雾过程数量为过去 ５ ａ（２０１７—２０２１ 年）
的第三多年份（２０１７—２０２１年春季的海雾过程个数
分别为 ６、１１、１３、７和 ８，平均为 ９次）。２０２２年春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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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雾多发在黄海大部至东海北部海域，海雾过程持

续时间在 ２ ～ ３ ｄ 之间。春季是黄渤海海雾的多发
季节［９－１１］，海雾发生过程中大气较为稳定，雾区大多

处于均压场或气旋东部，当低层偏南暖湿气流向北

移动到较冷的海面时，在适宜的海洋大气条件下，

可促进该海域形成海雾，以平流冷却雾为主。

图 ７　 ２０２２年 ３月 ３１日 ２０时（ａ）和 ４月 １日 ２０时（ｂ）９２５ ｈＰａ温度平流（色阶，单位：１０－４ Ｋ·ｓ－１）和 １０ ｍ风场（风矢，单位：
ｍ·ｓ－１）

Ｆｉｇ．７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ｄｖｅｃｔｉｏｎ （ｃｏｌｏｒ ｓｃａｌｅ，ｕｎｉｔｓ：１０－４ Ｋ·ｓ－１）ａｔ ９２５ ｈＰａ ａｎｄ ｗｉｎｄ （ｗｉｎｄ ｂａｒｂ，ｕｎｉｔｓ：ｍ·ｓ－１）ａｔ １０ ｍ
（ａ． ２０：００ ＢＳＴ ３１ Ｍａｒｃｈ，ｂ． ２０：００ ＢＳＴ １ Ａｐｒｉｌ ２０２２）

表 ２　 中国近海 ２０２２年春季主要海雾过程
Ｔａｂｌｅ ２　 Ｍａｉｎ ｓｅａ ｆｏｇ ｅｖｅｎｔｓ ｏｖｅｒ ｏｆｆｓｈｏｒｅ ａｒｅ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ｉｎ ｓｐｒｉｎｇ ２０２２

序号 海雾时段
天气形势和

影响系统
强度 影响范围

１ ３月 １—５日 均压场 大雾，最低能见度不足 １ ０００ ｍ 北部湾北部海域、琼州海峡、广东中西部沿岸海域

２ ３月 ８—１３日 均压场 浓雾，最低能见度不足 ５００ ｍ
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大部海域、山东半岛沿岸海域、江苏沿

岸海域、长江口附近海域、杭州湾附近海域、浙江沿岸海域



３ ３月 １５—１６日 气旋东部 大雾，最低能见度不足 １ ０００ ｍ 黄海大部海域、东海北部海域，长江口附近海域


４ ３月 ３０日 冷锋 浓雾，最低能见度不足 ５００ ｍ 黄海东南部，东海西部海域、浙江及福建沿岸海域


５ ４月 ６—９日 均压场 浓雾，最低能见度不足 ５００ ｍ
黄海大部海域、东海西部海域、江苏东部沿岸海域、山东半岛

南部及东部沿岸海域、辽东半岛东部沿岸海域



６ ４月 １１—１２日 气旋东部 大雾，最低能见度不足 １ ０００ ｍ 黄海大部海域，东海北部海域


７ ４月 ２２—２６日 气旋东部 浓雾，最低能见度不足 ５００ ｍ

黄海大部海域、江苏东部沿岸海域、东海西部海域、辽东半岛

东部沿岸海域、山东东部及南部沿岸海域、江苏东部沿岸海

域、浙江及福建北部沿岸海域



８ ５月 ５—７日 冷锋 浓雾，最低能见度不足 ５００ ｍ
黄海大部海域、东海西部海域、江苏东部沿岸海域、长江口附

近海域、浙江东部沿岸海域、山东半岛南部及东部沿岸海域



９ ５月 ２０—２２日 均压场 浓雾，最低能见度不足 ５００ ｍ
黄海大部海域、山东东南部沿岸海域、江苏东部沿岸海域、辽

东半岛东部沿岸海域



１０ ５月 ２８—２９日 冷锋 浓雾，最低能见度不足 ５００ ｍ
东海北部偏北部分海域、黄海部分海域、山东南部及东部沿

岸海域、辽东半岛东部沿岸海域



２．２．２　 ４月 ６—９日海雾个例分析
通过葵花 ８号卫星可见光云图（图 ８）可以看到，

此次海雾的范围涵盖黄海大部海域和渤海部分海域。

６日白天海雾在黄海南部海域生成，然后逐渐向西北
推进；７日海雾靠近山东半岛南部海域，覆盖黄海中
西部海域；８ 日早间，黄海中部和北部的大部分海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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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出现明显海雾，山东半岛南部海雾的分布与海岸线

的走向基本一致，午后山东半岛南部沿岸的带状雾区

减小，同时渤海部分海域也出现海雾，夜间海雾逐渐

减弱消散。此次海雾过程的可见光云图上，海雾表现

为白色的云区，纹理光滑、分布均匀、边界清晰，与海

陆边界线走向一致是海雾的主要特点，也是大部分海

雾天气过程呈现在可见光云图中的主要特征。

图 ８　 ２０２２年 ４月 ６—８日葵花 ８号卫星可见光云图（ａ． ６ 日 ０８ 时，ｂ． ６ 日 １１ 时，ｃ． ６ 日 １４ 时，ｄ． ７ 日 ０８ 时，ｅ． ７ 日 １１
时，ｆ． ７日１４时，ｇ． ８日 ０８时，ｈ． ８日 １１时，ｉ． ８日 １４时）

Ｆｉｇ．８　 Ｖｉｓｉｂｌｅ ｃｌｏｕｄ ｉｍａｇｅｒｙ ｏｆ Ｈｉｍａｗａｒｉ８ 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 ａｔ ０８：００ ＢＳＴ ６ （ａ），１１：００ ＢＳＴ ６ （ｂ），１４：００ ＢＳＴ ６ （ｃ），０８：００ ＢＳＴ ７
（ｄ），１１：００ ＢＳＴ ７ （ｅ），１４：００ ＢＳＴ ７ （ｆ），０８：００ ＢＳＴ ８ （ｇ），１１：００ ＢＳＴ ８ （ｈ），ａｎｄ １４：００ ＢＳＴ ８ （ｉ）Ａｐｒｉｌ ２０２２

通过对黄海西南部海域的黄海一号浮标、山东

半岛南部海域的潮连岛和成山头站 ３个气象观测站
的能见度观测资料，分析这次海雾过程的具体演变

情况（图 ９）。可以看到，６ 日 １４ 时，黄海一号浮标
能见度由 ６～７ ｋｍ 快速下降至 ５００ ｍ 以下，一直持
续至 ７ 日 ０５ 时，均维持在 １ ０ ｋｍ 以下。潮连岛能
见度降低的时间出现在 ７ 日下午，直到 ８ 日上午才
逐渐转好，８ 日 ０６—０８ 时还出现了能见度在 １００ ｍ
以下的强浓雾［１２］。成山头站的能见度 ８ 日凌晨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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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天的大部分时间里均在 １ ０ ｋｍ以下，部分时段的
能见度低于 ２００ ｍ。３ 个站点能见度的变化与卫星
云图上海雾演变基本一致。

图 ９　 ２０２２年 ４月 ６—８日站点观测能见度的时间序列
Ｆｉｇ．９　 Ｔｉｍｅ ｓｅｒｉｅｓ ｏｆ ｖｉ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 ａｔ ｔｈｒｅｅ 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ｆｒｏｍ

６ ｔｏ ８ Ａｐｒｉｌ ２０２２

图 １０　 ２０２２年 ４月 ６日 ０８时（ａ）和 ８日 ０８时（ｂ）海平面气压（黑色等值线，单位：ｈＰａ）、５００ ｈＰａ 高度场（蓝色等值线，单
位：ｄａｇｐｍ）、１０ ｍ风场（风矢，单位：ｍ·ｓ－１）和 １ ０００ ｈＰａ相对湿度（色阶，单位：％）

Ｆｉｇ．１０　 Ｍｅａｎ ｓｅａｌｅｖｅｌ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ｂｌａｃｋ ｉｓｏｌｉｎｅ，ｕｎｉｔｓ：ｈＰａ），ｇｅｏ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ｈｅｉｇｈｔ （ｂｌｕｅ ｉｓｏｌｉｎｅ，ｕｎｉｔｓ：ｄａｇｐｍ）ａｔ ５００ ｈＰａ，ｗｉｎｄ
（ｗｉｎｄ ｂａｒｂ，ｕｎｉｔｓ：ｍ·ｓ－１）ａｔ １０ ｍ，ａｎｄ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ｈｕｍｉｄｉｔｙ （ｃｏｌｏｒ ｓｃａｌｅ，ｕｎｉｔｓ：％）ａｔ １ ０００ ｈＰａ ａｔ ０８：００ ＢＳＴ ６ （ａ）ａｎｄ
０８：００ ＢＳＴ ８ （ｂ）Ａｐｒｉｌ ２０２２

此次黄渤海海雾开始的阶段（图 １０ａ），５００ ｈＰａ
形势场上我国黄渤海受槽后西北气流控制，槽后西

北下沉气流有利于底层形成稳定的形势场，渤海和

黄海北部海域为鞍形气压场，东海东部海域为弱高

压系统控制，弱偏南气流将东海海域的水汽向北输

送。６日 ０８时 １０ ｍ风场（图 １０ａ）上，黄海北部和中
部海域为东北风，黄海中部海域形成东西带状分布

的高湿区域，而黄海南部海域持续有偏南气流将东

海东北部的水汽持续向西北方向输送，整体风速在

４～６ ｍ·ｓ－１之间，风速较小，利于海雾生成。１ ０００ ｈＰａ
高度上相对湿度 ７５％以上的区域与雾区形状和面
积分布基本一致，随后高空维持西北气流控制，大

陆弱高压继续东移南下，黄海大部海域受均压场控

制，海面风力仍然很弱，有利于海雾的继续维持，相

对湿度的分布和卫星监测海雾区域基本一致。８ 日
凌晨，随着大陆弱高压东移，黄海西部处于高压西

部，高压西侧的偏南暖湿气流输送促使山东半岛南

部近海海域湿度持续增大，并进一步向北推进到黄

海北部海域，海雾也向北推进至黄海北部海域（图

１０ｂ）。８日夜间至 ９ 日上午，随着华北地区地面气
旋向东移动，黄海处于气旋东部，大部海域出现西

南风，风速逐渐加大，部分站点出现 １２ ｍ·ｓ－１以上的
大风，此次海雾过程基本结束。

黄渤海平流冷却雾发生发展的低层气象条件

除了充足的水汽外，还包括较小的气－海温差（气温
减去海面温度）、低层等温或逆温和空气层结稳定

等。平流冷却雾形成的气 －海温差范围为 ０ ５ ～
３ ℃，在气－海温差大于 ５ ℃或者小于－０ １ ℃时，平
流冷却雾生成概率不高［９］。６ 日 ０８ 时（图 １１ａ），海
雾位于黄海中南部海域，大部分区域气－海温差在
０ ℃以上，海面温度略低于气温，利于低层大气中水
汽冷却凝结，形成海雾。７ 日 ０８ 时（图 １１ｂ），黄海
中部和东南部海域气－海温差低于－１ ℃，该海域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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雾消失，海雾位于黄海西南部海域，靠近江苏北部

近岸海域，气－海温差为－０ ５～０ ５ ℃。６日 ０８时黄
海中南部海域海雾区中间部分区域气－海温差在

－０ ５～０ ℃之间，７ 日 ０８ 时黄海西南部海域海雾区
气－海温差范围为－０ ５ ～ ０ ５ ℃，与文献［９］中平流
雾成雾的温差条件不完全一致。

图 １１　 ２０２２年 ４月 ６日 ０８时（ａ）和 ７日 ０８时（ｂ）气－海温差（色阶，单位：℃）
Ｆｉｇ．１１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ｃｏｌｏｒ ｓｃａｌｅ，ｕｎｉｔｓ：℃）ｂｅｔｗｅｅｎ ａｉｒ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ｔ ２ ｍ ａｎｄ ｓｅａ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ｔ ０８：００ ＢＳＴ ６ （ａ）ａｎｄ

０８：００ ＢＳＴ ７ （ｂ）Ａｐｒｉｌ ２０２２

　 　 由低层气温差分布来看，６ 日 ０８ 时（图 １２ａ），
黄海南部海域 ９２５ ｈＰａ 和 １ ０００ ｈＰａ 温差最大在
０～２ ℃之间，９２５ ｈＰａ 以下有弱的逆温层；７ 日 ０８
时（图１２ｂ），黄海中南部海域低层稳定性加强，

９２５ ｈＰａ和 １ ０００ ｈＰａ最大温差达到 ３～５ ℃，大值区
分布在黄海西南部海域，与雾区范围对应。之后逆

温进一步增强并向北推进，海雾也随之向北推进至

黄海北部和山东半岛南部沿岸海面。

图 １２　 ２０２２年 ４月 ６日 ０８时（ａ）和 ７日 ０８时（ｂ）９２５ ｈＰａ与 １ ０００ ｈＰａ的温度差（色阶，单位：℃）
Ｆｉｇ．１２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ｃｏｌｏｒ ｓｃａｌｅ，ｕｎｉｔｓ：℃）ｂｅｔｗｅｅｎ ９２５ ｈＰａ ａｎｄ １ ０００ ｈＰａ ａｔ ０８：００ ＢＳＴ ６ （ａ）ａｎｄ ０８：００ ＢＳＴ ７

（ｂ）Ａｐｒｉｌ ２０２２

２．３　 热带气旋
２．３．１　 西北太平洋和南海热带气旋

２０２２年春季，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有 ２ 个台风生

成，与 １９４９—２０２１年多年同期平均值（２ １ 个，其中
３—５月该海域生成台风个数的平均值分别为 ０ ４
个、０ ７个和 １ ０个）基本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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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２年第 １号台风“马勒卡”（Ｍａｌａｋａｓ）于 ４ 月
８日上午在菲律宾以东洋面生成（图 １３），随后向西
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加强，１２ 日 １７ 时加强为强台
风后转向东北方向，１４日 ０２ 时达到其峰值强度，中
心附近最大风速达 ５０ ｍ·ｓ－１（１５ 级），之后强度逐渐
减弱，于 １５日晚上在西北太平洋洋面变性为温带气
旋。受“马勒卡”与冷空气的共同影响，１４—１６ 日，
东海、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出现了 ７ ～ ８ 级东北
风。２０２２年第 ２号台风“鲇鱼”（Ｍｅｇｉ）于 ４月 １０ 日
凌晨在菲律宾中部东侧近海海面生成，随后于当日

０７：３０在菲律宾中部东萨马省吉万市卡利科安岛登
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为 ８ 级（２０ ｍ·ｓ－１）。
虽然“鲇鱼”强度弱，中心附近最大风力仅为 ８ 级，
但登陆菲律宾中部前后，其环流及减弱后的残涡长

时间（近 ７２ ｈ）在菲律宾中部附近回旋少动，给菲律
宾中部部分地区带来强降雨，并引发山体滑坡等气

象次生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据菲律宾国家减

灾委的数据，“鲇鱼”共造成超过 ２００ 万人受灾，因
灾死亡 ２１４人、失踪 １３２人。

表 ３　 ２０２２年春季西北太平洋和南海热带气旋
Ｔａｂｌｅ ３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ｃｙｃｌｏｎｅｓ ｏｖｅｒ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Ｎｏｒｔｈ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Ｓｅａ ｉｎ ｓｐｒｉｎｇ ２０２２

编号 热带气旋名称
生成时间和位置 极值强度 登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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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２０１ 马勒卡（Ｍａｌａｋａｓ） ４月 ８日 ０８时 ４ ６ １４６ １ ９４０ ５０

２２０２ 鲇鱼（Ｍｅｇｉ） ４月 １０日 ０２时 １０ ８ １２５ ９ ９９５ ２０
４月 １０日上午登陆菲律

宾东萨马省

　 　 注：资料来源于中央气象台（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ｅｎｔｅｒ，ＮＭＣ）和日本气象厅（Ｊａｐａｎ 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ＪＭＡ）。

图 １３　 ２０２２年春季西北太平洋和南海热带气旋路径
Ｆｉｇ．１３　 Ｔｒａｃｋｓ ｏｆ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ｃｙｃｌｏｎｅｓ ｏｖｅｒ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Ｎｏｒｔｈ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Ｓｅａ ｉｎ ｓｐｒｉｎｇ ２０２２

２．３．２　 全球其他海域热带气旋概况
２０２２ 年春季，西北太平洋和南海之外的其他

海域共有 １２ 个热带气旋生成，较历史同期平均值
偏少 ５ ７ 个，其中：西南太平洋 ３ 个、西南印度洋
５ 个、东南印度洋及澳大利亚附近海域 ２ 个、北印
度洋和东北太平洋各 １ 个（表 ４），北大西洋未生
成。与 １９９１—２０２０ 年历史同期平均值对比来看，
北大西洋与同期平均值（０ 个）持平，西南太平洋

较同期平均值（８ 个）偏少 ５ 个，南印度洋（含西南
印度洋、东南印度洋及澳大利亚附近海域）较同期

平均值（８ 个）偏少 １ 个，北印度洋与同期平均值
（１ 个）持平，东北太平洋较同期平均值（０ ７ 个）
偏多 ０ ３ 个。

３　 海洋概况

３．１　 浪高
２０２２年春季，我国近海有效波高在 ２ ０ ｍ 以上

的海浪过程有 １２次（表 ５），大浪过程基本与海上大
风过程相对应，但是大风过程的时间与大浪过程并

不完全一致，浪高的大小受风时、风区、波浪的成长

与传递以及地形等因素影响。

３月，我国近海大于 ２ ０ ｍ浪高的过程有 ５ 次，
日数为 １７ ｄ。４月，大于 ２ ０ ｍ浪高的过程为 ３ 次，
日数为 １５ ｄ（含 ３月 ３１日）。５月，大于 ２ ０ ｍ浪高
的过程 ４次，日数为 １２ ｄ。２０２２ 年春季，我国近海
大浪总日数为 ４４ ｄ，占总日数的 ４８％。

由浪高场的月平均分布（图 １４）来看，２０２２ 年
春季，我国近海海域浪高较小，近海海区平均浪高

在 ２ ０ ｍ以下。３月（图 １４ａ），平均浪高的大值区在
东海南部海域、台湾东南洋面、巴士海峡和南海东

北部海域，最高达到 １ ４ ｍ 以上，东海北部海域、台
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南海西北部和中南部海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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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浪高在 １ ０ ｍ 以上，其他海域的浪高均在 １ ０ ｍ
以下。４月（图 １４ｂ）北部海域平均浪高比 ３ 月略有
减小，台湾海峡以南海域，浪高平均值较 ３月有所增
高，北部湾、巴士海峡等海域的平均有效波高均增加

了 ０ ４ ｍ左右。５月（图 １４ｃ），我国近海各海区的平

均浪高较 ４月整体减弱，尤其是巴士海峡和南海北
部海域的浪高下降明显。总体来看，２０２２ 年春季，
浪高的大值区主要在东海南部、台湾海峡、台湾以

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北部等海域，从逐月变化上

来看，４月浪高最高。

表 ４　 ２０２２年春季全球其他各大洋（除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外）热带气旋统计
Ｔａｂｌｅ ４　 Ｇｌｏｂａｌ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ｃｙｃｌｏｎｅｓ （ｅｘｃｅｐｔ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Ｎｏｒｔｈ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Ｓｅａ）ｉｎ ｓｐｒｉｎｇ ２０２２

发生海域 热带气旋名称 活动时间 极值强度 ／（ｍ·ｓ－１） 登陆信息

东南印度洋及

澳大利亚附近海域

比利（Ｂｉｌｌｙ） ３月 １４—１７日 ３１

夏洛特（Ｃｈａｒｌｏｔｔｅ） ３月 ２０—２６日 ４６

西南太平洋

伊娃（Ｅｖａ） ３月 ３—４日 １８

菲利（Ｆｉｌｉ） ４月 ４—１１日 ２８

吉娜（Ｇｉｎａ） ５月 １８—２３日 １８



西南印度洋

贡贝（Ｇｏｍｂｅ） ３月 ８—１３日 ５１
３月 ８日上午登陆马达加斯加；

１１日上午登陆莫桑比克

哈利马（Ｈａｌｉｍａ） ３月 ２３日—４月 ４日 ６２

伊萨（Ｉｓｓａ） ４月 １３日 １８

茉莉（Ｊａｓｍｉｎｅ） ４月 ２４—２８日 ２８ ４月 ２６日夜间登陆马达加斯加西南部

卡里姆（Ｋａｒｉｍ） ５月 ７—１２日 ３０



东北太平洋 阿加莎（Ａｇａｔｈａ） ５月 ２８—３１日 ４９ ５月 ３１日早晨登陆墨西哥瓦哈卡州


北印度洋 阿萨尼（Ａｓａｎｉ） ５月 ７—１２日 ３３ ５月 １１日傍晚登陆印度安得拉邦


　 　 注：资料来源于美国联合台风警报中心（Ｊｏｉｎｔ Ｔｙｐｈｏｏｎ Ｗａｒｎｉｎｇ Ｃｅｎｔｅｒ，ＪＴＷＣ）和美国国家飓风中心（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ｕｒｒｉｃａｎｅ Ｃｅｎｔｅｒ，ＮＨＣ）。

表 ５　 中国近海 ２０２２年春季主要大浪（２ ０ ｍ以上）过程
Ｔａｂｌｅ ５　 Ｍａｉｎ ｓｅａ ｗａｖｅ ｅｖｅｎｔｓ （ａｂｏｖｅ ２ ０ ｍ）ｏｖｅｒ ｏｆｆｓｈｏｒｅ ａｒｅａ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ｉｎ ｓｐｒｉｎｇ ２０２２

序号 大浪过程 影响海域 最大浪高 ／ ｍ 最大浪高出现海域

１ ３月 ７—１０日
黄海、东海、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

南海东北部、北部湾、巴士海峡
４ ５ 台湾以东洋面

２ ３月 １６—１８日 渤海、黄海、东海 ３ ５ 黄海西南部

３ ３月 １８—１９日 渤海、渤海海峡、黄海 ３ ５ 黄海中部

４ ３月 ２１—２３日 东海、台湾海峡、南海北部、北部湾 ３ ５ 东海南部

５ ３月 ２５—２９日 黄海、东海、台湾海峡、北部湾、南海东北部 ４ ５ 黄海东南部

６ ３月 ３１日—４月 ８日 东海、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大部 ５ ０ 台湾海峡

７ ４月 １４—１７日 东海、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北部 ４ ５ 东海东南部

８ ４月 ２９—３０日 东海、台湾海峡 ２ ５ 台湾海峡

９ ５月 １—４日 东海南部、台湾海峡、台湾以东、南海北部、北部湾、巴士海峡 ４ ０ 北部湾

１０ ５月 １４—１８日 东海南部、台湾海峡、台湾以东、南海北部、北部湾、巴士海峡 ３ ０ 台湾海峡

１１ ５月 ２０—２１日 东海南部 ２ ５ 东海东南部

１２ ５月 ２３日 东海 ３ ０ 东海东南部

３．２　 海面温度
我国近海海域南北跨度大，海面温度南北差异

也大，２０２２年 ３月，渤海平均海面温度在 ３～４ ℃之间
（图 １５ａ），南海南部海面温度高达 ２８ ℃以上，南北海
面温度差达 ２４ ℃；黄海的海面温度自北至南为 ４ ～
１０ ℃，渤海到黄海南部海面温度变化不是很大，但

在东海海域呈现较为密集的等温线分布，等温线自

东北向西南方向伸展，东海南部海面温度达到 ２２ ℃
左右。

２０２２年春季海面温度逐月变化（图 １５）显示，
海面温度随月份逐渐升高，渤海、黄海北部海域 ４月
和 ５ 月的海面温度分别为 ８ ℃和 １３ ℃左右（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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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４　 ２０２２年春季逐月平均浪高（色阶，单位：ｍ；ａ． ３月，ｂ． ４月，ｃ． ５月）
Ｆｉｇ．１４　 Ｍｏｎｔｈｌｙ ｍｅａｎ ｗａｖｅ ｈｅｉｇｈｔ ｉｎ ｓｐｒｉｎｇ ２０２２ （ｃｏｌｏｒ ｓｃａｌｅ，ｕｎｉｔｓ：ｍ；ａ． Ｍａｒｃｈ，ｂ． Ａｐｒｉｌ，ｃ． Ｍａｙ）

图 １５　 ２０２２年春季逐月平均海面温度（色阶，单位：℃；ａ． ３月，ｂ． ４月，ｃ． ５月）
Ｆｉｇ．１５　 Ｍｏｎｔｈｌｙ ｍｅａｎ ｓｅａ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ｉｎ ｓｐｒｉｎｇ ２０２２ （ｃｏｌｏｒ ｓｃａｌｅ，ｕｎｉｔｓ：℃；ａ． Ｍａｒｃｈ，ｂ． Ａｐｒｉｌ，ｃ． Ｍａｙ）

１５ｂ、ｃ），南海南部海域为 ２９～３０ ℃，４月和 ５月南北
海面温度差由 ２１ ℃减小为 １７ ℃。４、５ 月，东海仍
是海面温度梯度变化较大的海域，由升温幅度来

看，北部海域升温快于南部海域。

由逐月平均海面温度的距平场（图 １６）可以看
到，２０２２年春季我国近海除台湾海峡和南海北部沿
岸海域外，其他海域海面温度整体较常年平均偏

高。３月（图 １６ａ），渤海、黄海大部、东海及南海海
面温度较常年平均偏高 １ ℃左右，海面温度异常偏
高的区域为长江口附近海域，偏高 １ ５ ℃以上，台湾
海峡偏低 ０ ５ ℃左右；４月和 ５ 月（图 １６ｂ、ｃ），海面

温度异常呈现大致相同的模态，渤海、黄海、东海北

部海域较常年平均偏高，４月偏高 １ ～ １ ５ ℃，５ 月偏
高 ０ ５ ℃左右，但东海南部、台湾海峡、南海西北部
和北部湾较常年海面温度偏低 ０ ５ ℃左右。

４　 小结

２０２２年春季北半球极涡呈单极型分布，形状狭
长，一端伸向加拿大的巴芬岛，一端伸向西伯利亚

北部的北地群岛，极涡强度与历史同期相比差别不

大。北半球中高纬度地区环流呈 ４ 波型分布，欧亚
大陆为“两槽一脊”环流型。３ 月，东亚大槽较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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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６　 ２０２２年春季逐月平均海面温度距平场（色阶，单位：℃；ａ． ３月，ｂ． ４ 月，ｃ． ５月）
Ｆｉｇ．１６　 Ｍｏｎｔｈｌｙ ｍｅａｎ ｓｅａ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ｏｍａｌｙ ｉｎ ｓｐｒｉｎｇ ２０２２ （ｃｏｌｏｒ ｓｃａｌｅ，ｕｎｉｔｓ：℃；ａ． Ｍａｒｃｈ，ｂ． Ａｐｒｉｌ，ｃ． Ｍａｙ）

略偏弱，北方大部分地区及北部海域受西北气流控

制；４月，东亚大槽加深，贝加尔湖以西的脊区加强
北伸，高压脊区较历史同期偏强；５ 月，欧亚大陆中
高纬环流调整为“两槽两脊”型，冷空气强度接近历

史同期状况。具体天气总结如下：

（１）我国近海出现 １２ 次大风过程，其中冷空气
大风过程有 ４次，冷空气和温带气旋共同影响的大
风过程有 ３次，入海温带气旋大风过程有 ４次，冷空
气与热带气旋共同影响的大风过程 １ 次，８ 级以上
大风在近海各海区均有出现。

（２）我国近海共出现 １０ 次比较明显的海雾过
程，海雾过程数量为过去 ５ ａ（２０１７—２０２１ 年）的第
三多年份，逐月海雾次数分别为：３ 月 ４ 次，４ 月 ３
次，５月 ３次。

（３）２０２２年春季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共有 ２ 个热
带气旋生成，与历史同期相当，全球其他各大洋共

有热带气旋 １２ 个，较常年同期偏少 ５ ７ 个，其中南
太平洋 ３个、南印度洋 ５个、北印度洋和东北太平洋
各 １个、澳大利亚附近海域 ２个，北大西洋无热带气
旋生成。

（４）我国近海浪高 ２ ０ ｍ以上的海浪过程有 １２
次，出现总日数为 ４４ ｄ，大浪的海区主要分布在东海
南部、台湾海峡、台湾以东和南海东北部等海域。

（５）我国近海海域海面温度随月份逐渐升高，
北部海域升温幅度大于南部海域，自北至南海面

温度差逐渐减小，北部海区海面温度较常年平均

偏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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