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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利用 ２０１０—２０１４ 年地面观测站（包括 ２８８ 个海岛站、３８０ 个沿海气象站、２８ 个浮标站、３７ 个

船舶站、５３ 个气象观测塔、１３ 个海上平台站、９ 个沿海风廓线仪等）和高空气象观测站资料，采用天

气学分型和统计分析方法，对 ２０１０—２０１４ 年 ２８５ 次中国近海 ６ 级及以上大风天气个例进行了分

析，将近海的大风天气过程归纳为冷空气型、温带气旋型和热带气旋型 ３ 种类型。 其中冷空气型又

分为小槽东移型、小槽发展型和横槽转竖型；温带气旋型又分为东海气旋型、黄渤海气旋型和蒙古

气旋型。 这些分型可为海上大风预报预警提供天气学背景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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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海上大风是天气预报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其准

确率的高低直接影响到海上运输等生产部门的计

划调度及安全实施。 海上大风由于突发性强、阵性

明显、瞬时性突出等特点引发的灾害尤为严重，海
上大风是冬、春、秋 ３ 季最常见的一种海洋气象灾害

性天气，严重威胁渔业生产、海上运输、海上捕捞、
石油开发、交通安全等，常给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带

来巨大损失。 例如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１５ 日，受海上大风

天气影响，莱州湾有多名渔民遇险，经济损失很大。
因此，提升海上大风的预报预警能力成为发展海洋

经济、保障海上安全的迫切需要。 总结海上大风发

生时地面天气形势特征，统计海上大风在不同天气

形势特征下的发生规律，对提高预报准确率有重要

意义。
目前，国内对海上大风的研究基本都是建立在

对观测资料的统计分析和对天气个例的诊断研究

基础上，并且主要针对沿海单个或某些海区，但对

中国近海所有海区的研究比较少见。 本文利用天

气学分型和统计分析的方法，对造成中国近海 ６ 级

及以上海上大风过程的天气形势进行天气学分型，
探索海上大风的变化规律，为海上大风预报预警提

供天气学背景参考依据。

１　 资料和标准

本文利用来自国家气象信息中心的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４ 年地面观测站（包括 ２８８ 个海岛站、３８０ 个沿海

气象站、２８ 个浮标站、３７ 个船舶站、５３ 个气象观测

塔、１３ 个海上平台站、９ 个沿海风廓线仪等，时间分

辨率为 ３ ｈ 间隔）和高空气象观测站（时间分辨率为

６ ｈ）资料对中国近海出现的 ６ 级及以上海上大风过

程进行普查分析。 其具体范围是：１０ ～ ４１°Ｎ、１０５ ～
１２５°Ｅ。

规定实况观测资料中单站日最大 １０ ｍｉｎ 平均

风速达到 ６ 级及以上（≥１０ ８ ｍ·ｓ－１）记为 １ 个沿

海大风站次，某个海区出现连续 １２ ｈ 及以上不少于

五个大风站次的作为一次大风过程，并以此为基础

进行统计分析。

２　 海上大风研究现状

２．１　 海上大风特征研究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对海上大风的研究主要

集中在对资料的统计分析和利用大气动力学原理

对个例的诊断研究上。 陈信雄和姜得中［１］ 认为冬

半年我国近海 ８ 级及以上大风天气过程可分为以下

３ 种类型：强冷空气影响产生的大风、气旋造成的大

风和北上台风造成的大风。 张新玲和吴增茂［２］ 对

１９７９—１９８１ 年春、秋季黄、渤海 ８ ｍ·ｓ⁃１以上大风情

况下，渤海海上风和沿岸实测风对比发现，海上风、
沿岸风和比值都具有明显的日变化和季节变化，而
且其比值和日较差随季节和风向而变化。 另外，还
有一些研究对海上大风的气候特征进行了统计

分析［３－８］。
２．２　 海上大风成因研究

辛宝恒［９］认为黄、渤海的偏北大风与冷锋和气

旋（黄河气旋、江淮气旋、渤海气旋和北上热带气

旋）有关，偏南大风与蒙古气旋、东北低压和华北地

形槽有关。 张华芳［１０］ 认为风暴东侧强大的低空东

南急流是造成海上大风的主要原因。 阎俊岳等［１１］

论述了黄、渤海大风的分布规律、海陆大风对比分

析特征、天气过程以及预报方法。 刘学萍［１２］、黄少

军等［１３］、林曲凤等［１４］ 认为烟台附近海上大风的原

因与强垂直风切变、低空变形场的锋生作用及地面

黄河气旋的适度发展有关；寒潮大风产生在高湿、
高能、中低层位势不稳定以及高层辐散、低层辐合

的深厚上升运动区。 尹尽勇等［１５］ 对一次莱州湾大

风过程分析得出温带气旋的爆发性发展是海上大

风的主要成因。 王雷［１６］ 发现冷空气南下与东海低

压发展造成的气压梯度、高低空较强的冷平流以及

中低空辐合辐散差异引起的动力强迫下沉作用所

造成的动量下传是东海大风的主要原因，且最大风

发生区域和时间既与低层和中层 ７００ ｈＰａ 分别转为

辐散和辐合中心对应，又与中低层 ７００ ｈＰａ 以下正

好处于下沉速度中心附近对应。 吴海英等［１７］ 发现

温度平流与地面风场之间是通过变压场相互关联

和促进的，强冷空气所伴随的冷平流增强了地面变

压场及变压梯度，是导致江苏近海大风出现的重要

原因。 董海鹰等［１８］和东高红等［１９］ 分别指出海风锋

对强对流大风的加强作用。 盛春岩和杨晓霞［２０］ 发

现冷空气到达渤海湾后，锋前的强暖平流与锋后的

强冷平流造成低空锋区进一步增强。 冷锋次级环

流的下沉运动与地面正变压中心对应，变压梯度风

与大尺度气压梯度风共同造成渤海强风过程。 徐

哲永等［２１］对舟山群岛一次冷空气大风过程诊断分

析表明，冷空气南下与东海低压强烈发展造成的强

气压梯度以及中低层冷平流的作用是造成强风的

重要原因。 高低层散度场的耦合以及高空锋区过

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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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时产生的动力下沉运动造成强烈的动量下传，进
一步加大了地面风速。 韩永清等［２２］对 ２０１２ 年一次

黄、渤海强风天气过程进行天气动力学分析表明，
较强冷空气与地面气旋相互影响造成大的气压梯

度是造成海上强风的直接原因。
综上所述，国内主要利用沿海单个或某些海区

的观测资料通过统计分析和个例诊断分析在海上

大风研究方面做了一些工作，但对中国近海所有海

区的研究比较少见。 本文主要对 ２０１０—２０１４ 年造

成我国近海 ６ 级及以上海上大风过程的天气形势进

行天气学分型，为研究和探索海上大风预报方法提

供参考。

３　 ２０１０—２０１４ 年中国近海大风过程统计

特征

　 　 中国近海海域包括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和台

湾海域，介于欧亚大陆与太平洋之间，自南向北略

呈弧形分布。 由于渤海、黄海、东海、南海与中国大

陆紧连，故在地理上又习惯地把上述四海称为“中
国海”。 其中渤海、黄海和东海位于中国大陆以东，
常被称为“东中国海”，而南海位于中国大陆以南，
又称为“南中国海”。 中国海洋气象近海海域预报

区范围及划分如图 １［２３］所示。

图 １　 中国海洋气象近海海域预报区示意图［２３］

Ｆｉｇ．１　 Ｔｈｅ ｆｏｒｅｃａｓｔ ａｒｅａ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ｏｆｆｓｈｏｒｅ［２３］

对 ２０１０—２０１４ 年中国近海 ６ 级及以上海上大

风过程的统计结果表明，２０１０—２０１４ 年共出现了

２８５ 次大风过程，并且可划分为冷空气型、温带气旋

型和热带气旋型 ３ 种类型。 其中根据冷空气活动的

天气形势，冷空气型又可以分为小槽东移型、小槽

发展型和横槽转竖型 ３ 类；温带气旋型又可分为东

海气旋型、蒙古气旋型和黄渤海气旋型 ３ 类。
２０１０—２０１４ 年冷空气型、温带气旋型和热带气

旋型年平均发生次数分别为 ２７ ６ 次、１５ ０ 次和

１４ ４ 次，分别占总数的 ４８ ４％、２６ ３％和 ２５ ３％。
冷空气型海上大风主要发生在秋、冬、春季（分别占

５０ ７％、３０ １％和 １９ ２％），影响我国的冷空气从寒

潮关键区（西伯利亚中部；７０～９０°Ｅ，４３～６５°Ｎ）入侵

我国主要有 ３ 条路径：西路、西北路和东路。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４ 年 １３８ 次冷空气型海上大风天气过程中，西北

路冷空气型分别占 ７８ ８％、８０ ０％、８０ ６％、７３ ７％
和 ６０ ０％，５ 年平均为 ７５ ４％，可见海上大风主要由

冷空气引发，且冷空气路径绝大多数为西北路（表
１）。

表 １　 ２０１０—２０１４ 年 ３ 种类型海上大风过程发生次数分布

Ｔａｂｌｅ １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ｎｕｍｂｅ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ｇａｌ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ｆｒｏｍ ２０１０ ｔｏ ２０１４ 次

冷空气型（冷空气路径）

西北路 西路 东路

温带

气旋型

热带

气旋型
总计

２０１０ 年 ２６ ４ ３ ２２ １１ ６６

２０１１ 年 ２４ ３ ３ １１ １３ ５４

２０１２ 年 ２５ ４ ２ １３ １６ ６０

２０１３ 年 １４ ２ ３ ８ ２１ ４８

２０１４ 年 １５ ６ ４ ２１ １１ ５７

平均 ２０ ８ ３ ８ ３ １５ １４ ４ ５７

对 ２０１０—２０１４ 年中国近海 ６ 级及以上海上大

风过程按渤海、黄海、东海和南海 ４ 个海区分别进行

统计，结果表明，渤海、黄海、东海、南海，４ 个海区的

冷空气型海上大风过程分别占各海区总次数的

８６％、８０％、７３％和 ６７％，因此对每个海区来说冷空

气型都是最主要的，而且西北路、西路和东路 ３ 种不

同冷空气路径类型中，西北路冷空气过程占绝大多

数。 渤海和黄海第二多的是温带气旋型海上大风

过程，东海和南海第二多的是热带气旋型海上大风

过程。 温带气旋型海上大风过程主要出现在渤海、
黄海和东海，热带气旋型海上大风过程主要出现在

东海和南海。 另外，渤海在 ２０１０—２０１４ 年中未出现

热带气旋型海上大风过程，南海未出现温带气旋型

海上大风过程（表 ２）。
对 ２０１０—２０１４ 年中国近海 ６ 级及以上海上大

风过程按照春季、夏季、秋季和冬季分别进行统计，
结果表明，冷空气型海上大风过程主要发生在春、
秋、冬 ３ 季，分别占春、秋、冬 ３ 个季节总数的 ２８％、
２５％和 ４７％，其中近一半过程发生在冬季，且西北

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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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西路和东路 ３ 种不同冷空气路径类型之中，西北

路冷空气过程占绝大多数。 温带气旋型海上大风

过程主要发生在春季和夏季，分别占 ６０％和 ２７％。
而热带气旋型海上大风过程主要发生在夏季和秋

季，分别占 ５６％和 ２８％。 总体而言，春季发生 ３ 种

类型海上大风过程的总数最多，其次为冬季，夏季

和秋季最少（表 ３）。

表 ２　 ２０１０—２０１４ 年 ４ 个海区海上大风过程发生次数分布

Ｔａｂｌｅ ２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ｎｕｍｂｅｒｓ ｏｆ ｇａｌ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ｆｏｕｒ ｓｅａ
ａｒｅａｓ ｆｒｏｍ ２０１０ ｔｏ ２０１４ 次

海区
冷空气型（冷空气路径）

西北路 西路 东路

温带

气旋型

热带

气旋型
总计

渤海 ７６ １１ ４ １５ ０ １０６

黄海 ８８ １１ ５ １９ ７ １３０

东海 ９５ １７ １０ １８ ２７ １６７

南海 ７７ １０ ４ ０ ４４ １３５

表 ３　 ２０１０—２０１４ 年四个季节海上大风过程发生次数分布

Ｔａｂｌｅ ３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ｎｕｍｂｅｒｓ ｏｆ ｇａｌ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ｆｏｕｒ
ｓｅａｓｏｎｓ ｆｒｏｍ ２０１０ ｔｏ ２０１４ 次

季节
冷空气型（冷空气路径）

西北路 西路 东路

温带

气旋型

热带

气旋型
总计

春季 ２９ ２ ８ ４５ ４ ８８

夏季 ０ ０ ０ ２０ ４０ ６０

秋季 ２５ ８ １ ３ ２３ ６０

冬季 ５０ ９ ６ ７ ５ ７７

图 ２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５００ ｈＰａ 与地面天气图（ａ．７ 日 ０８ 时 ５００ ｈＰａ 天气图，ｂ．８ 日 ２０ 时 ５００ ｈＰａ 天气图，ｃ． ８ 日 ２０ 时地面天气
图）

Ｆｉｇ．２　 Ｓｙｎｏｐｔｉｃ ｃｈａｒｔｓ ｏｆ ５００ ｈＰａ ａｔ ０８：００ ＢＳＴ ７ （ａ），２０：００ ＢＳＴ ８ （ｂ） Ｄｅｃ． ２０１１， ａｎｄ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ｗｅａｔｈｅｒ ｃｈａｒｔ ａｔ ２０：００ ＢＳＴ ８
Ｄｅｃ． ２０１１（ｃ）

４　 中国近海大风天气学分型

从各类大风中选取典型天气过程，分析其环流

形势及大风特征。
４．１　 冷空气型

由前面统计结果可知，冷空气型海上大风过程

主要发生在冬季，因此所选的冷空气型过程个例全

在冬季。
４．１．１　 横槽转竖型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７—１３ 日为一次典型的横槽转竖

型冷空气大风天气过程，冷空气由西北路径影响我

国并造成近海大风。 由 １２ 月 ７ 日 ０８ 时（北京时，下
同）５００ ｈＰａ 形势场可以看出，从日本北部到我国东

北内蒙古地区有一明显的横槽（图 ２ａ），欧亚中高纬

度在贝加尔湖东北部有一个阻塞高压，８ 日 ２０ 时，
贝加尔湖东北部的阻塞高压西退至新疆西北部（图
２ｂ），同时位于东亚的横槽已经转竖，槽后西北气流

引导冷空气南下影响我国东部近海。 地面冷锋后

部冷高压前沿气压梯度增大，为 ２ ０～ ２ ５ ｈＰａ ／ （１００
ｋｍ）。 强的气压梯度导致渤海、渤海海峡、黄海、东
海和台湾海峡等海域出现以 ６ ～ ７ 级为主的大风过

程，其中黄海东部和东海北部出现了 ９ 级大风（图
２ｃ）。
４．１．２　 小槽东移型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３—２７ 日为一次典型的小槽东移

型冷空气大风过程，冷空气由西北路径影响我国并

造成渤海、黄海、东海和台湾海峡产生大风。 由 ２ 月

２３ 日 ０８ 时 ５００ ｈＰａ 形势场（图 ３ａ）可以发现，欧亚

中高纬度在东亚有一个大槽，西亚有一个低涡，在
两个低值系统之间从蒙古国中部到我国西南地区

东部自北向南有 ３ 个阶梯槽。 ２４ 日，原来位于蒙古

中部的小槽，已东移至我国北方并且有所发展加

强，东亚大槽有所东退，到 ２５ 日 ０８ 时，已经替代原

来的东亚大槽，槽后西北气流引导冷空气南下影响

我国（图 ３ｂ）。 之后东亚大槽继续发展加强。 地面

冷锋后部冷高压前沿气压梯度增大至 ２ ０ ｈＰａ ／
（１００ ｋｍ）。 强的气压梯度导致了渤海、黄海、东海、
台湾海峡出现了 ６～７ 级大风，其中渤海海峡和东海

西北部海域风力最大达 ８ 级（图 ３ｃ、ｄ）。
４．１．３　 小槽发展型

小槽发展型也称脊前不稳定小槽东移发展型。

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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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为一次典型过程，冷空气由西

北路径影响中国近海并造成渤海、渤海海峡、黄海、
东海和台湾海峡都产生了大风。 由 １１ 月 ３０ 日 ０８
时 ５００ ｈＰａ 形势场（图 ４ａ）可以看出，蒙古国中部—
我国河套地区有一槽，我国南方还有另外一个槽。
随着蒙古国中部—我国河套地区的槽东移至内蒙

古东部，我国南方的槽也东移发展。 到 １２ 月 １ 日

０８ 时（图 ４ｂ），形成东北低涡，南北两槽同位相叠加

形成一个大槽。 槽后强西北气流引导冷空气南下

影响我国。 地面冷锋后部冷高压前沿气压梯度增

大至 ３ ０～３ ５ ｈＰａ ／ （１００ ｋｍ）。 强的气压梯度导致

了渤海、渤海海峡、黄海、东海和台湾海峡出现了 ７～
８ 级大风（图 ４ｃ）。

图 ３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５００ ｈＰａ 形势场和 ５００ ｈＰａ 形势场（ａ．２３ 日 ０８ 时地面天气图，ｂ．２５ 日 ０８ 时 ５００ ｈＰａ 形势场，ｃ． ２３ 日 ０８ 时
地面天气图，ｄ．２５ 日 ０８ 时地面天气图）

Ｆｉｇ．３　 Ｓｙｎｏｐｔｉｃ ｃｈａｒｔｓ ｏｆ ５００ ｈＰａ ａｔ ０８：００ ＢＳＴ ２３ （ａ）， ０８：００ ＢＳＴ ２５ （ｂ） Ｆｅｂ． ２０１２；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ｗｅａｔｈｅｒ ｃｈａｒｔｓ ａｔ ０８：００ ＢＳＴ ２３
（ｃ）， ０８：００ ＢＳＴ ２５ （ｄ） Ｆｅｂ． ２０１２

图 ４　 ２０１４ 年 ５００ ｈＰａ 形势场和地面天气图（ａ．１１ 月 ３０ 日 ０８ 时 ５００ ｈＰａ 形势场，ｂ．１２ 月 １ 日 ０８ 时 ５００ ｈＰａ 形势场，ｃ． １２ 月
１ 日 ０８ 时地面天气图）

Ｆｉｇ．４　 Ｓｙｎｏｐｔｉｃ ｃｈａｒｔｓ ｏｆ ５００ ｈＰａ ａｔ ０８：００ ＢＳＴ ３０ Ｎｏｖ． ２０１４ （ａ）， ０８：００ ＢＳＴ １ Ｄｅｃ． ２０１４ （ｂ）， ａｎｄ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ｗｅａｔｈｅｒ ｃｈａｒｔ ａｔ
０８：００ ＢＳＴ １ Ｄｅｃ ２０１４ （ｃ）

４．２　 温带气旋型

我国温带气旋分为南方气旋和北方气旋，南方

气旋活动在淮河以南地区和东海、日本海南部海面

上，有江淮气旋及东海气旋（本文研究海上大风，移
至东海上的气旋统称为东海气旋）。 北方气旋有蒙

古气旋、东北气旋、黄河气旋（移至黄海或渤海上又

称黄渤海气旋）。 温带气旋型海上大风过程主要指

温带气旋移到海上后加深发展，气压梯度加大造成

海上大风天气。 由第 ３ 节统计结果可知，温带气旋

型海上大风过程主要发生在春季和夏季，主要出现

的海区为渤海、黄海和东海，所以挑选的个例都发

生在春季和夏季。 以下为各类温带气旋型大风

特征。
４．２．１　 东海气旋型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１—４ 日为一次典型的东海气旋型

海上大风天气过程，６ 月 １ 日 ０８ 时地面图可见，在

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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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淮地区有一中心强度为 １ ００２ ｈＰａ 的气旋，随后

江淮气旋开始东移（图 ５ａ），到 １ 日 ２０ 时（图 ５ｂ）开
始进入东海北部，并且中心气压下降至 １ ０００ ｈＰａ，
黄海和东海出现了 ６ ～ ７ 级东南或偏东风。 之后气

旋继续东移，到 ２ 日 ０８ 时气旋大部分位于东海上

（图 ５ｃ），并且继续发展加强。 到 ２ 日 １４ 时气旋已

经完全位于东海上。 随着东海气旋发展加深，在黄

海南部产生的气压梯度最大达 ４ ０ ～ ４ ５ ｈＰａ ／ （１００
ｋｍ），黄海中部出现 ６ ～ ７ 级东北风，黄海南部和东

海北部出现 ６～７ 级西北风，最强可达 ９ 级（图 ５ｄ）。
４．２．２　 蒙古气旋型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７—８ 日为一次典型的蒙古气旋型海

上大风天气过程，４ 月 ７ 日中心强度为 １ ００２ ５ ｈＰａ 的

蒙古低压位于贝加尔湖附近，中心强度为１ ０２５ ｈＰａ
的大陆高压位于华北地区，到 ７ 日 ２０ 时，蒙古低压东

移至蒙古国东部，大陆高压东移进入黄海（图 ６ａ）。
到 ８ 日 ０８ 时，蒙古低压东移到我国东北部地区，而海

上高压东移至日本海，两者之间在渤海到黄海北部形

成一条东南—西北向大的气压梯度带，气压梯度最强

达 ３ ０～３ ５ ｈＰａ ／ （１００ ｋｍ），黄海、渤海出现 ６～７ 级偏

南大风，最强达 ８ 级（图 ６ｂ）。

图 ５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１ 日 ０８ 时（ａ）、１ 日 ２０ 时（ｂ）、２ 日 ０８ 时（ｃ）、２ 日 １４ 时（ｄ）地面天气图
Ｆｉｇ．５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ｗｅａｔｈｅｒ ｃｈａｒｔｓ ａｔ ０８：００ ＢＳＴ １ Ｊｕｎ． （ａ）， ２０：００ ＢＳＴ １ Ｊｕｎ． （ｂ）， ０８：００ ＢＳＴ ２ Ｊｕｎ． （ｃ）， ａｎｄ １４：００ ＢＳＴ ２ Ｊｕｎ．

（ｄ） ２０１４

图 ６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７ 日 ２０ 时（ａ）、８ 日 ０８ 时（ｂ）地面天气图
Ｆｉｇ．６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ｗｅａｔｈｅｒ ｃｈａｒｔｓ ａｔ ２０：００ ＢＳＴ ７ Ａｐｒ． （ａ），ａｎｄ ０８：００ ＢＳＴ ８ Ａｐｒ． （ｂ） ２０１０

４．２．３　 黄渤海气旋型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３０ 日为一次典型的渤海气旋型海

上大风天气过程，由 ７ 月 ３０ 日 ０８ 时地面图（图 ７ａ）
可以看出，华北地区一个中心强度为 １ ００２ ５ ｈＰａ 的

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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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旋东移入渤海，到 ３０ 日 １４ 时，气旋中心位于渤海

上，中心气压下降至 ９９７ ｈＰａ。 之后该气旋逐渐沿东

北方向由渤海移至东北地区。 这次过程形成的气

压梯度很弱，仅为 １ ５ ～ ２ ０ ｈＰａ ／ （１００ ｋｍ），影响范

围比较小，仅在渤海和渤海海峡产生 ６ ～ ７ 级大风，
最强达 ８ 级（图 ７ｂ）。

图 ７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３０ 日 ０８ 时（ａ）、１４ 时（ｂ）地面天气图
Ｆｉｇ．７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ｗｅａｔｈｅｒ ｃｈａｒｔｓ ａｔ ０８：００ ＢＳＴ ３０ Ｊｕｌ． （ａ），ａｎｄ １４：００ ＢＳＴ ３０ Ｊｕｌ． （ｂ） ２０１１

４．３　 热带气旋型

热带气旋产生的海上大风过程主要包括以下

两种情况：热带气旋在中国东部沿海直接登陆或者

再次入海后引发海上大风；热带气旋在西进或北上

过程中与冷空气相互作用，使得气压梯度加大从而

引发海上大风（这种过程发生次数较少）。 由于西

北太平洋和南海热带气旋活跃期主要在 ７—１０ 月，
而且登陆我国的热带气旋也主要发生在 ７—１０ 月，
并且根据第 ３ 部分统计结果也可知，热带气旋型海

上大风过程主要发生在夏季和秋季，因此以秋季发

生热带气旋型海上大风过程作为个例进行探讨。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１２—１３ 日 １４１９ 号台风“黄蜂”

（Ｖｏｎｇｆｏｎｇ）北上过程中，在渤海、黄海、东海导致了

一次海上大风天气过程。 １０ 月 １２ 日 ２０ 时（图 ８ａ）
地面冷高压中心位于我国与蒙古国中部交界处，中
心气压为 １ ０３５ ｈＰａ，台风“黄蜂”中心位于东海东

部，中心附近最大风力为 １０ 级（２８ ｍ·ｓ－１）。 受其

影响，东海大部出现 ８～１０ 级大风，最强达 １２ 级（３２
ｍ·ｓ－１）。 到 １３ 日 ０８ 时（图 ８ｂ），随着台风“黄蜂”
的北上以及冷高压向东南移动，台风西北侧与大陆

冷高压之间的气压梯度增大至 ７～８ ｈＰａ ／ （１００ ｋｍ），
东海大部仍有 ８～９ 级大风，同时渤海、渤海海峡、黄
海大部的风力增大到 ６～７ 级，最强达 ８ 级。

图 ８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 ２０ 时（ａ）、１３ 日 ０８ 时（ｂ）地面天气图
Ｆｉｇ．８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ｗｅａｔｈｅｒ ｃｈａｒｔｓ ａｔ ２０：００ ＢＳＴ １２ Ｏｃｔ． （ａ）， ａｎｄ ０８：００ ＢＳＴ １３ Ｏｃｔ． （ｂ） ２０１４

５　 结论

１）２０１０—２０１４ 年中国近海共出现 ２８５ 次 ６ 级

及以上大风过程，并且可划分为冷空气型、温带气

旋型和热带气旋型 ３ 种类型。 其中冷空气型又可以

分为小槽东移型、小槽发展型和横槽转竖型 ３ 类；温
带气旋型又可分为东海气旋型、蒙古气旋型和黄渤

海气旋型 ３ 类。
２）２０１０—２０１４ 年冷空气型、温带气旋型和热带

气旋型海上大风过程年平均发生次数分别为 ２７ ６
次、１５ ０ 次 和 １４ ４ 次， 分 别 占 总 数 的 ４８ ４％、
２６ ３％和 ２５ ３％。 冷空气型海上大风天气过程中，
西北路冷空气型约占 ７５％，可见海上大风主要由冷

空气引发，且冷空气路径绝大多数为西北路。

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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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冷空气型近海大风天气过程主要是由于地

面冷锋后部、冷高压前沿气压梯度增大导致。 温带

气旋型近海大风过程主要是由温带气旋移至海上

后加深发展，气压梯度加大造成。 热带气旋型海上

大风天气过程通常在 ７—１０ 月发生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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