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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８年夏季海洋天气评述

聂高臻，黄彬，曹越男，黄奕武

（国家气象中心，北京 １０００８１）

摘要：２０１８年夏季（６—８月）大气环流特征为：北半球极涡呈单极型分布，主体位于北冰洋上空，中
高纬西风带呈 ４波型分布。受大尺度环流影响，６—７月，我国南方海域多热带气旋活动，北方海域
多海雾；７—８月副热带高压位置较常年偏北，影响华东的台风明显偏多。２０１８ 年夏季，共有 １８ 个
台风命名，比常年平均偏多 ７个。我国近海夏季的大风、大浪与台风活动关系密切。有 ２０ 次 ８ 级
以上大风过程：其中热带气旋过程大风有 １３次，两次伴随冷空气活动；温带气旋、准静止锋引发大
风 ５次；另外，有 ２次过程主要由季风引起。有 ７次比较明显的海雾过程出现，其中 ６月出现 ４ 次，
７月 ３次。发生 １３次 ２ ｍ 以上的大浪过程，其中，６ 月 ３ 次，７ 月和 ８ 月各 ５ 次。其他各大洋共有
１８个命名热带气旋生成，分别为：大西洋 ４个、东太平洋 １４个。
关键词：大气环流；大风；海雾；台风；浪高；海面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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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本文对 ２０１８ 年夏季（６—８ 月，下同）北半球的
大气环流特征进行了总结概述，针对夏季我国近海

主要天气特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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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季影响我国近海

海域的主要灾害性天气系统是热带气旋，因此结合

大尺度天气环流背景演变和热带气旋活动分析了

大风、海雾、浪高和海表面温度等气象过程、海洋要

素在夏季的变化。另外，除西北太平洋和南海热带

气旋外，统计总结了其他各大洋的热带气旋活动情

况。文中所使用的数据主要有：常规气象观测资料

（站点观测资料、海岛站、船舶站等）、ＦＹ４Ａ 静止气
象卫星多通道扫描成像辐射计（ＡＧＲＩ）资料、
ＮＣＥＰ ／ ＦＮＬ再分析资料、法国 ＡＶＩＳＯ 卫星高度计浪
高资料、美国 ＮＯＡＡ 最优插值海面温度资料

（ＯＩＳＳＴ ｖ２）、美国 ＪＴＷＣ 全球热带气旋最佳路径资
料等。文中提到的大风过程、海雾过程、大浪过程

的统计标准同文献［１－５］。

１　 环流特征与演变

１．１　 环流特征
由 ２０１８年夏季 ５００ ｈＰａ 平均位势高度图（图

１ａ）可以看出，夏季北半球极涡呈单极型分布，主体
位于北冰洋上空，中心位于西半球，位置较常年平

均偏南，极涡中心强度低于 ５４０ ｄａｇｐｍ。北半球中
高纬西风带呈 ４ 波型分布，千岛群岛上空有大约
４ ｄａｇｐｍ的位势高度负距平（图 １ｂ）。我国近海等高
线较平直，有绝对值小于 ２ ｈＰａ 的弱负距平。夏季
副热带高压（以下简称“副高”）较春季明显增强北

抬，５８８ ｄａｇｐｍ等位势高度线（以下简称“５８８ 线”）
西脊点位于 ２７°Ｎ 、１３６°Ｅ 附近，较常年平均（２４°Ｎ，
１３１°Ｅ）略偏东偏北。

图 １　 ２０１８年 ６—８月北半球 ５００ ｈＰａ平均位势高度场（ａ）和位势高度场距平场（ｂ）（单位：ｄａｇｐｍ）
Ｆｉｇ．１　 Ｍｅａｎ ｇｅｏ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ｈｅｉｇｈｔ ｆｉｅｌｄ ａｔ ５００ ｈＰａ （ａ）ａｎｄ ｔｈｅ ｇｅｏ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ｈｅｉｇｈｔ ａｎｏｍａｌｙ （ｂ）ｉｎ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Ｈｅｍｉｓｐｈｅｒｅ ｆｒｏｍ

Ｊｕｎｅ ｔｏ 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１８ （ｕｎｉｔｓ：ｄａｇｐｍ）

１．２　 环流演变对我国近海天气的影响
６ 月欧亚大陆及西北太平洋海域中高纬

５００ ｈＰａ平均位势高度场（图 ２ａ）呈两槽一脊型，高
压脊位于中西伯利亚高原，强度较常年明显偏强

（约１４ ｄａｇｐｍ）。东亚大槽位于我国沿海，强度与常
年平均大致持平，其中我国北部沿海位势高度场有

正距平，东亚大槽偏弱；南部沿海相反，位势高度场

有弱的负距平。副热带高压的强度和位置与常年

平均基本一致。对应的平均海平面气压场（图 ２ｂ）
上，我国近海气压场整体比常年偏低，松嫩平原存

在一个高压中心。我国北部沿海等压线密集，经向

气压梯度大，南方气压梯度较小。北方海域高空槽

的位势高度正距平和海平面气压负距平，说明进入

夏季大陆低压活跃，对应本月冷空气活动偏弱的天

４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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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特征。南方海域海平面气压、高空位势高度均偏

低，在台湾以东洋面海平面气压存在一个负距平中

心。这与本月 ４个台风活动的贡献有关（常年平均
１ ８个）且其中 ３ 个均在台湾以东洋面经过。另外

一个南海台风“艾云尼”在海南、雷州半岛附近长期

打转停留，对应此处 １ ００５ ｈＰａ 的闭合海平面气压
低压中心。

图 ２　 ２０１８年 ６月北半球 ５００ ｈＰａ平均位势高度场（等值线）及其距平场（填色）（ａ；单位：ｄａｇｐｍ）和海平面气压场（等值线）
及其距平场（填色）（ｂ；单位：ｈＰａ）

Ｆｉｇ．２　 Ｍｏｎｔｈｌｙ ｍｅａｎ ｇｅｏ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ｈｅｉｇｈｔ ｆｉｅｌｄ （ｉｓｏｌｉｎｅ）ａｎｄ ｉｔｓ ａｎｏｍａｌｙ （ｃｏｌｏｒｅｄ）ａｔ ５００ ｈＰａ （ａ；ｕｎｉｔｓ：ｄａｇｐｍ）ａｎｄ ｍｏｎｔｈｌｙ
ｍｅａｎ ｓｅａ ｌｅｖｅｌ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ｆｉｅｌｄ （ｉｓｏｌｉｎｅ）ａｎｄ ｉｔｓ ａｎｏｍａｌｙ （ｃｏｌｏｒｅｄ）（ｂ；ｕｎｉｔｓ：ｈＰａ） ｉｎ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Ｈｅｍｉｓｐｈｅｒｅ ｉｎ
Ｊｕｎｅ ２０１８

　 　 ７月亚欧洲大陆上空 ５００ ｈＰａ受大槽主导，而在
亚洲大陆和西太平洋上空呈现较平直的短波槽脊，

原先的东亚大槽位置处转为弱高压脊，副高 ５８８ 线
西脊点位于 ３３°Ｎ、１２０°Ｅ，比常年平均位置（２７°Ｎ，
１２３°Ｅ）明显偏北偏西（图 ３ａ）。我国北部海域高层
形势场位于高空槽前脊后，低层形势场位于高压后

部，大气水平气压梯度较大。地面受长期稳定的较

强偏南气流控制，导致北方海域多降水和海雾天

气［６］。在 ３０°Ｎ 以南的我国近海及西北太平洋海
域，５００ ｈＰａ位势高度场为负距平，海平面气压场也
明显偏弱（图 ３ｂ），与 ７月此处活动的 ５个台风不无
关系（常年平均 ４ ０个）。

图 ３　 ２０１８年 ７月北半球 ５００ ｈＰａ平均位势高度场（等值线）及其距平场（填色）（ａ；单位：ｄａｇｐｍ）和海平面气压场（等值线）
及其距平场（填色）（ｂ；单位：ｈＰａ）

Ｆｉｇ．３　 Ｍｏｎｔｈｌｙ ｍｅａｎ ｇｅｏ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ｈｅｉｇｈｔ ｆｉｅｌｄ （ｉｓｏｌｉｎｅ）ａｎｄ ｉｔｓ ａｎｏｍａｌｙ （ｃｏｌｏｒｅｄ）ａｔ ５００ ｈＰａ （ａ；ｕｎｉｔｓ：ｄａｇｐｍ）ａｎｄ ｍｏｎｔｈｌｙ
ｍｅａｎ ｓｅａ ｌｅｖｅｌ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ｆｉｅｌｄ（ｉｓｏｌｉｎｅ）ａｎｄ ｉｔｓ ａｎｏｍａｌｙ（ｃｏｌｏｒｅｄ）（ｂ；ｕｎｉｔｓ：ｈＰａ）ｉｎ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Ｈｅｍｉｓｐｈｅｒｅ ｉｎ Ｊｕｌｙ ２０１８

　 　 ８月欧亚大陆中高纬 ５００ ｈＰａ位势高度场呈两槽
两脊型（图 ４ａ），东部的槽位于堪察加半岛至千岛群
岛一带，对应中心强度－４ ｈＰａ 的负距平区。副高比

常年偏强，５８８ 线西脊点位于 ３５°Ｎ、１２４°Ｅ，比常年平
均（３０°Ｎ，１３３°Ｅ）明显偏西、偏北。３０°Ｎ 以南的我国
近海上空位势高度呈负距平。在海平面气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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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ｂ）上，１４０°Ｅ 以西的太平洋整体呈现明显的负
距平，其中我国华南至南海北部海域、北部湾负距平

低于－２ ｈＰａ，中心位置与 ５００ ｈＰａ 位势高度负距平中

心位置一致。８月有 ９个台风活动，比常年平均（５ ７
个）偏多近 ６成，是造成海平面气压场负距平的重要
原因，台风活动区域与负距平范围基本一致。

图 ４　 ２０１８年 ８月北半球 ５００ ｈＰａ平均位势高度场（等值线）及其距平场（填色）（ａ；单位：ｄａｇｐｍ）和海平面气压场（等值线）
及其距平场（填色）（ｂ；单位：ｈＰａ）

Ｆｉｇ．４　 Ｍｏｎｔｈｌｙ ｍｅａｎ ｇｅｏ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ｈｅｉｇｈｔ ｆｉｅｌｄ （ｉｓｏｌｉｎｅ）ａｎｄ ｉｔｓ ａｎｏｍａｌｙ （ｃｏｌｏｒｅｄ）ａｔ ５００ ｈＰａ （ａ；ｕｎｉｔｓ：ｄａｇｐｍ）ａｎｄ ｍｏｎｔｈｌｙ
ｍｅａｎ ｓｅａ ｌｅｖｅｌ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ｆｉｅｌｄ （ｉｓｏｌｉｎｅ）ａｎｄ ｉｔｓ ａｎｏｍａｌｙ （ｃｏｌｏｒｅｄ）（ｂ；ｕｎｉｔｓ：ｈＰａ） ｉｎ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Ｈｅｍｉｓｐｈｅｒｅ ｉｎ
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１８

２　 我国近海天气分析

２．１　 大风过程
２．１．１　 概况

２０１８年夏季，我国近海出现了 ２０ 次 ８ 级及 ８

级以上大风过程。热带气旋为造成夏季大风最主

要的原因，２０次过程中有 １３ 次与热带气旋有关，其
中有 ２次为热带气旋配合冷空气过程。温带气旋、
准静止锋引发大风 ５ 次；另外有 ２ 次过程主要由季
风引起（表 １）。

表 １　 中国近海 ２０１８年夏季主要大风过程
Ｔａｂｌｅ １　 Ｍａｉｎ ｇａｌｅ ｅｖｅｎｔｓ ｏｖｅｒ ｏｆｆｓｈｏｒｅ ａｒｅａ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ｉｎ ｓｕｍｍｅｒ ２０１８

大风时段 天气形势和影响系统 影响海域和大风等级

６月 ６—７日 热带气旋 琼州海峡、南海西北部海域出现了 ７～８级、阵风 ９～１０级的大风
６月 １４—１５日 热带气旋 南海东北部、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出现了 ７～９级、阵风 １０级的大风
６月 １６日 温带气旋 渤海出现了 ６～８级、阵风 ９级的西南风
６月 １７日 热带气旋 南海中东部出现了 ７～８级、阵风 ９级的西南风
６月 ２０日 准静止锋 东海出现了 ６～８级、阵风 ９级的西南风
６月 ２７日 温带气旋 东海北部出现了 ６～８级、阵风 ９级的西南风和偏南风
７月 １－３日 热带气旋 台湾以东洋面、东海东部海域出现了 ８～１１级大风
７月 ３—５日 入海温带气旋 东海南部海域、台湾以东洋面出现了 ７～８级、阵风 ９级的西南风
７月 １０日 温带气旋 黄海东部海域出现了 ６～８级偏南风

７月 １０—１１日 热带气旋 东海南部海域、台湾以东洋面、台湾海峡出现了 ８～１３级大风，阵风 １４～１５级
７月 １２—１６日 热带气旋、南海季风 南海西南部海域出现了 ６～８级西南风

７月 １６—１８日 冷空气、热带气旋
东海南部海域、台湾海峡、巴士海峡、南海北部和中部海域、

北部湾出现了 ７～９级、阵风 １０级的大风
７月 ２１—２４日 热带气旋 东海、黄海、渤海出现了 ８～９级、阵风 １０～１１级的大风

７月 ２９日—８月 ３日 热带气旋 东海出现了 ７～９级、阵风 １０～１１级的大风
８月 ８—９日 南海季风 南海中部和南部海域出现了 ７～８级、阵风 ９级的西南风
８月 １１—１３日 热带气旋 台湾以东洋面、东海、黄海南部海域出现了 ７～９级、阵风 １０～１１级的大风
８月 １２—１７日 热带气旋 南海、琼州海峡、北部湾出现了 ７～９级、阵风 １０～１１级的大风
８月 １５—２０日 热带气旋、冷空气 东海、黄海、渤海、渤海海峡出现了 ７～９级、阵风 １０～１１级的大风
８月 ２１—２３日 热带气旋 东海、黄海中部和南部海域出现了 １０－１２级大风
８月 ２５—２８日 季风槽 东海南部海域、台湾海峡出现了 ７～９级东南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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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８年 ６ 月，热带气旋在我国南部海域活动，
强度较弱，风力最大 ８ ～ ９ 级。温带气旋、准静止锋
活跃于 ６月和 ７月上旬。其引起的大风主要为锋面
暖区的偏南风，风力 ６～８级。７月开始，热带气旋主
导了我国近海大多数大风过程，其影响的区域逐渐

向北扩展，东海最为活跃；风力因台风强度而异，最

强出现了大范围 １３ 级大风，台风（“玛莉亚”）中心
附近风力达 １５～１６ 级。７ 月下旬至 ８ 月，台风影响
的大风范围进一步北扩，“安比”、“温比亚”以及“摩

羯”的残余环流结合冷空气均影响到我国北部海

域，给渤海带来 ８ ～ ９ 级大风。另外，７—８ 月环流形
势稳定，副高位置偏北，季风较为强盛。季风槽位

置一度北抬至 ２５°Ｎ 附近。强盛的季风也为我国南
部和东部海域带来两次大范围的 ８级大风过程。
２．１．２　 ７月 １０—１１日台风大风过程

７月 １０—１１ 日大风过程由 １８０８ 号台风“玛莉
亚”引起（“玛莉亚”生命史见图 ５）。“玛莉亚”具有
强度发展快、强度强、移动速度快、登陆强度强、登

陆后强度减弱迅速等特点。７ 月 ４ 日 ２０ 时，“玛莉
亚”在西北太平洋洋面上生成。由于低层入流水汽

供应充沛，高空存在西风急流，出流条件好（图 ６ａ），
“玛莉亚”生成后在 ３３ 个小时内从热带风暴快速加
强为超强台风（图 ５），并维持超强台风级的强度
１０８ ｈ。与此同时，由于受北侧副高的引导，“玛莉亚”

向西北方向稳定而快速地移动，移速一度超过

３０ ｋｍ·ｈ－１。

图 ５　 台风“玛莉亚”（１８０８）路径图
Ｆｉｇ．５　 Ｔｒａｃｋ ｏｆ Ｔｙｐｈｏｏｎ ＭＡＲＩＡ （２０１８）

１０日，“玛莉亚”的中心移入东海，强度维持在
强台风级。东海南部海域、台湾以东洋面、台湾海

峡出现了 ８～１３级大风，阵风达 １４～１５ 级。由图 ６ｂ
可见大风主要分布于台风前进方向右侧。由于台

风结构紧凑，２ ５°分辨率的再分析资料不能正确反
映台风中心实际强度。

１１日上午 ０９时 １０分，“玛莉亚”以强台风级在
福建连江黄岐半岛登陆，随后在向西深入内陆过程

中强度迅速减弱，仅 ４ ｈ 后减弱为热带风暴级。１１
日晚上 ２３时“玛莉亚”停止编号。

图 ６　 ７月 ９日 ２０时高空位势高度场（ａ；单位：ｄａｇｐｍ；红色实线：５００ ｈＰａ；蓝色虚线：１００ ｈＰａ）和 ７月 １０日 ２０时地面 １０ ｍ
风场（ｂ；单位：ｍ·ｓ－１；填色：风速）

Ｆｉｇ．６　 Ｕｐｐｅｒ ｇｅｏ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ｈｅｉｇｈｔ ｆｉｅｌｄ （ａ；ｕｎｉｔｓ：ｄａｇｐｍ；ｒｅｄ ｓｏｌｉｄ ｌｉｎｅ：５００ ｈＰａ；ｂｌｕｅ ｄａｓｈｅｄ ｌｉｎｅ：１００ ｈＰａ）ａｔ ２０：００ ＢＳＴ ｏｎ ９
ａｎｄ ｗｉｎｄ ｆｉｅｌｄ ａｔ １０ ｍ （ｂ；ｕｎｉｔｓ：ｍ·ｓ－１；ｃｏｌｏｒｅｄ：ｗｉｎｄ ｓｐｅｅｄ）ａｔ ２０：００ ＢＳＴ ｏｎ １０ Ｊｕｌｙ

２．２　 海雾过程
２．２．１　 概况

４—７月是我国北方海域海雾高发的季节［７］。

２０１８年夏季，我国近海出现了 ７ 次比较明显的海雾
过程，其中 ６月出现 ４ 次，７ 月 ３ 次（表 ２），与 ２０１７
年相比，海雾过程明显偏多。６、７ 月能见度低于

１ ｋｍ的大雾过程均发生于渤海、渤海海峡和黄海。
６、７月两月北方海域海面温度较低（见后文），同时
低层大气盛行偏南气流，水汽输送充沛，气海温差

大，是这两个月海雾频发的重要原因。２０１８ 年夏季
发生于黄渤海的海雾过程持续日数较长，大多具有

明显日变化：海雾在夜间增强，一般日出前后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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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中国近海 ２０１８年夏季主要海雾过程
Ｔａｂｌｅ ２　 Ｍａｉｎ ｓｅａ ｆｏｇ ｅｖｅｎｔｓ ｏｖｅｒ ｏｆｆｓｈｏｒｅ ａｒｅａ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ｉｎ ｓｕｍｍｅｒ ２０１８

海雾过程 天气形势和影响系统 强度 影响范围

６月 ４—７日 高压后部偏南暖湿气流 大雾，能见度不足 ０ ５ ｋｍ 渤海、渤海海峡、黄海、东海北部

６月 １７—１９日 高压后部偏南暖湿气流 大雾，能见度不足 ５０ ｍ 渤海北部、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

６月 ２０—２２日 两高压之间均压场 大雾，能见度不足 ５０ ｍ 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北部

６月 ２５—３０日 低压前部、高压后部的偏南暖湿气流、温带气旋 大雾，能见度不足 ５０ ｍ 渤海海峡、黄海、东海北部

７月 ３—５日 鞍型场、均压场控制 大雾，能见度不足 ５０ ｍ 渤海海峡

７月 １４—２１日 高压后部偏南暖湿气流 大雾，能见度不足 ５０ ｍ 渤海、渤海海峡、黄海

７月 ２７—３０日 均压场控制 大雾，能见度不足 ５０ ｍ 渤海、渤海海峡、黄海

最强，白天减弱甚至消失。

２．２．２　 ６月 ４—７日海雾个例分析
６月 ３日，黄海、渤海位于高空槽后，５００ ｈＰａ 上

有西北风急流存在，海平面气压场上在华北地区有

高压维持。４日上午，高压中心东移入黄海，黄海低
层有弱偏南风，高空急流有所减弱。５ 日随着地面
高压继续东移，渤海、渤海海峡、黄海位于地面高压

后部，水平气压梯度较小。高空转为槽后脊前经向

环流，天气形势进一步有利于海雾出现。４ 日夜间
至 ５日早晨，渤海海峡、黄海中部和北部海域出现大
面积海雾（图 ７ａ）。受高压影响，黄海北部和中部晴
空少云，白天低层大气受太阳辐射加热，海雾雾区

明显减小；夜间雾区再次扩大（图 ７ｂ－ｄ）。６—７日，

黄海位于地面低压前部，暖湿气流输送较强，黄海

大面积海雾维持（图 ７ｅ），大部分雾区以轻雾为主，
部分海域出现了能见度不足 ５０ ｍ 的浓雾。７ 日下
午，地面低压入海配合高空槽过境，海雾减弱，仅部

分海域有轻雾。７ 日夜间，海雾再次短暂加强，渤
海、渤海海峡出现大雾，８日早晨青岛出现了能见度
１７０ ｍ 的浓雾。之后黄海南部受高压控制，黄海北
部和渤海风向转为西南风，海雾逐渐减弱。９ 日，渤
海、黄海北部海域低层风向转为东北风，高空槽过

境出现明显降水，黄海南部风向转为偏东风，云图

上呈现典型的温带气旋云系，大雾过程结束（图

７ｆ），黄海部分海域仍有轻雾。１０ 日随着冷空气东
移，海雾消散。

图 ７　 ＦＹ４Ａ卫星反演雾产品（ａ． ６月 ５日 ０８时，ｂ． ６月 ５日 １４时，ｃ． ６月 ５日 ２０时，ｄ． ６月 ６日 ０２时，ｅ． ６月 ７日 ０８时，
ｆ． ６月 ９日 １４时；黄色：雾区，灰色：冰云，蓝色：晴空）

Ｆｉｇ．７　 ＦＹ４Ａ ｒｅｔｒｉｅｖａｌ ｆｏｇ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ａ． ０８：００ ＢＳＴ ｏｎ ５，ｂ． １４：００ ＢＳＴ ｏｎ ５，ｃ． ２０：００ ＢＳＴ ｏｎ ５，ｄ． ０２：００ ＢＳＴ ｏｎ ６，ｅ． ０８：００
ＢＳＴ ｏｎ ７，ｆ． １４：００ ＢＳＴ ｏｎ ９ Ｊｕｎｅ；ｔｈｅ ｆｏｇ ａｒｅａ ｉｎ ｙｅｌｌｏｗ，ｔｈｅ ｉｃｅ ｃｌｏｕｄ ｉｎ ｇｒａｙ，ｔｈｅ ｃｌｅａｒ ａｉｒ ｉｎ ｂｌｕ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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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平面 １０ ｍ风场的演变（图 ８）表明，６ 月 ６ 日
０８时—７日 ０８时，华北地区地面低压缓慢东移，黄
海维持稳定的偏南气流，风速为 ２ ～ １０ ｍ·ｓ－１。６
日，渤海、渤海海峡出现了 １０ ～ １２ ｍ·ｓ－１的偏南风，
风速过大不利于雾的形成，黄海中部和南部海域偏

南风风向稳定，风速较小，海表大气相对湿度超过

９５％（图 ８ａ、ｂ），因此出现了大范围海雾。随着风速
的减小和高湿区西移北扩（图 ８ｂ），７ 日夜间，渤海

海峡多站出现了能见度 １ ｋｍ 以下的大雾。至 ８ 日
０８时，华北地面低压中心减弱南移，华北西北部受
冷高压控制，渤海风向转为偏北风。黄海在弱高压

的控制下，风向逐渐转为偏西风，海面大气相对湿

度迅速减小，海雾逐渐减弱，但黄海中部和南部海

域仍有较大区域相对湿度在 ９０％以上（图 ８ｃ）。之
后随着冷空气东移南下，东北风范围的逐渐扩大，

雾区减弱消失，此次大雾过程趋于结束。

图 ８　 １０ ｍ风场和 ２ ｍ相对湿度（填色，单位：％；ａ． ６月 ６日 ０８时，ｂ． ６月 ７日 ０８时，ｃ． ６月 ８日 ０８时）
Ｆｉｇ．８　 Ｗｉｎｄ ｆｉｅｌｄ ａｔ １０ ｍ ａｎｄ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ｈｕｍｉｄｉｔｙ ａｔ ２ ｍ（ｃｏｌｏｒｅｄ，ｕｎｉｔｓ：％；ａ． ０８：００ ＢＳＴ ｏｎ ６，ｂ． ０８：００ ＢＳＴ ｏｎ ７，ｃ． ０８：００ ＢＳＴ

ｏｎ ８ Ｊｕｎｅ）

　 　 初夏北方海域气温回升迅速，海温上升较慢，
在持续偏南气流控制下容易出现较大的气海温差，

配合有利的天气形势则会出现大雾天气［８］。从气

海温差的演变（图 ９ａ－ｃ）来看，本次大雾过程期间，
黄海北部和中部气海温差为 ０～４ ℃，山东半岛以南
近海海域和渤海海峡气海温差为 ２～６ ℃。

图 ９　 气海温差（单位：℃；ａ． ６月 ７日 ０８时，ｂ． ６月 ８日 ０８时，ｃ． ６月 ９日 ０８时）
Ｆｉｇ．９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ａｉｒ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ｔ ２ 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ｅａ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ｕｎｉｔｓ：℃；ａ． ０８：００ ＢＳＴ ｏｎ ７，ｂ． ０８：００

ＢＳＴ ｏｎ ８，ｃ． ０８：００ ＢＳＴ ｏｎ ９ Ｊｕｎｅ）

　 　 ６月 ７ 日 ２０ 时成山头站的探空（图 １０ａ）表明，
９２５ ｈＰａ附近存在强逆温层，对其之上的对流发展
有强大的抑制作用。７日，华北地区、渤海低层大气
有上升运动（图 １１ａ）。位于华北的上升运动中心速
度接近－０ ２ Ｐａ·ｓ－１。渤海海面大气运动表现为较
强的东北风（观测到 １４ ｍ·ｓ－１的风），且存在上升
运动，不利于雾的生成。在黄海则相反，低层大气

有较弱的下沉运动。此外黄海稳定的大气层结、干

燥少云的高层大气（图 １０ａ），都是有利于海雾产生
的天气特征。较大的气海温差配合低空稳定层结、

高空晴空少云的天气，使低层大气在夜间可以迅速

降温产生海雾。此外，９２５ ｈＰａ 逆温层以下的混合
层整层大气接近饱和也表明了当日海雾厚度较为

深厚（图 １０ａ）。８ 日 ０８ 时，渤海低层大气转为明显
的下沉运动（图 １１ｂ），出现轻雾天气，渤海海峡和黄
海西部下沉运动区域出现大雾。

６月 ９日渤海低层大气转为上升运动（图 １１ｃ），
风向转为东北风，气海温差明显减小（图 ９ｃ），黄海大
部仍然有弱下沉运动。相应天气：渤海出现降水，黄

海有轻雾。成山头附近逆温层高度明显降低，提示雾

厚度变薄（图 １０ｂ），且海雾容易受到扰动而减弱或消
散。１０日，逆温层消失（图 １０ｃ），海雾散尽。

９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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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０　 成山头站 Ｔｌｎｐ探空曲线图（ａ． ６月 ７日 ２０时，ｂ． ６月 ９日 ０８时，ｃ． ６月 １０日 ０８时）
Ｆｉｇ．１０　 Ｔｌｎｐ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Ｃｈｅｎｇｓｈａｎｔｏｕ Ｓｔａｔｉｏｎ （ａ． ２０：００ ＢＳＴ ｏｎ ７，ｂ． ０８：００ ＢＳＴ ｏｎ ９，ｃ． ０８：００ ＢＳＴ ｏｎ １０ Ｊｕｎｅ）

图 １１　 低层大气（０ ９９５σ面）垂直运动（单位：Ｐａ·ｓ－１）（ａ． ６月 ７日 ０８时，ｂ． ６月 ８日 ０８时，ｃ． ６月 ９日 ０８时）
Ｆｉｇ．１１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ｍｏ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ｌｏｗ ｌｅｖｅｌ ａｉｒ （ｓｉｇ． ０ ９９５；ｕｎｉｔｓ：Ｐａ·ｓ－１；ａ． ０８：００ ＢＳＴ ｏｎ ７，ｂ． ０８：００ ＢＳＴ ｏｎ ８，ｃ． ０８：００ ＢＳＴ

ｏｎ ９ Ｊｕｎｅ）

２．３　 热带气旋
２．３．１　 西北太平洋和南海热带气旋

２０１８年夏季，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共有 １８ 个编
号热带气旋活动（表 ３），比多年（１９８１—２０１０ 年）平
均值偏多 ７个。其中有 １７ 个台风在西北太平洋和
南海本地生成；另有“赫克托”为从中北太平洋移入

的热带气旋（图１２）。在１８个编号热带气旋中，

“艾云尼”、“玛莉亚”、“山神”、“安比”、“云雀”、

“摩羯”、“贝碧嘉”、“温比亚”等 ８ 个台风在我国沿
海登陆，登陆个数比常年同期平均（约 ４ ５ 个）偏多
近 ８成。此外，还有 ３个热带低压影响我国近海，其
中，ＴＤ０９为“山神”登陆越南后的残余环流重新入
海加强形成。

表 ３　 ２０１８年夏季（６—８月）西北太平洋和南海热带气旋简表
Ｔａｂｌｅ ３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ｃｙｃｌｏｎｅ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Ｎｏｒｔｈ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Ｓｅａ ｉｎ ｓｕｍｍｅｒ （ｆｒｏｍ Ｊｕｎｅ ｔｏ Ａｕｇｕｓｔ）２０１８

编号 热带气旋名称
生成时间和位置 强度极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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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８０４ 艾云尼（ＥＷＩＮＩＡＲ） ６月 ５日 ０８时 １７ ３ １１１ １ ９９０ ２０
１８０５ 马力斯（ＭＡＬＩＫＳＩ） ６月 ８日 ０５时 １７ ０ １２７ １ ９８０ ３０
１８０６ 格美（ＧＡＥＭＩ） ６月 １６日 ０５时 ２５ ６ １２６ １ ９９０ ２０
１８０７ 派比安（ＰＲＡＰＩＲＯＯＮ） ６月 ２９日 ０８时 １９ ９ １３０ ３ ９７０ ３３
１８０８ 玛莉亚（ＭＡＲＩＡ） ７月 ４日 ２０时 １２ ４ １４６ ２ ９２０ ６０
１８０９ 山神（ＳＯＮ－ＴＩＮＨ） ７月 １７日 ０８时 １９ ４ １１８ ４ ９８３ ２３
１８１０ 安比（ＡＭＰＩＬ） ７月 １８日 ２０时 １８ ９ １２９ ２ ９８０ ２８

ＴＤ０８ ７月 ２１日 ０８时 １８ ２ １１８ ８ ９９８ １５
ＴＤ０９（山神入海残余环流） ７月 ２１日 ２０时 １９ ７ １０６ ４ ９９０ １５

１８１１ 悟空（ＷＵＫＯＮＧ） ７月 ２３日 ２０时 ２７ １ １５９ ４ ９８０ ３０
１８１２ 云雀（ＪＯＮＧＤＡＲＩ） ７月 ２５日 ０５时 ２０ ５ １３７ ０ ９６０ ４０
１８１３ 珊珊（ＳＨＡＮＳＨＡＮ） ８月 ３日 ０８时 １８ ０ １５０ ８ ９５５ ４２

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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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编号 热带气旋名称
生成时间和位置 强度极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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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８１４ 摩羯（ＹＡＧＩ） ８月 ８日 １４时 １９ ４ １３３ ５ ９８０ ２８
１８１５ 丽琵（ＬＥＥＰＩ） ８月 １１日 ２３时 ２０ ２ １４３ ６ ９８２ ２８
１８１６ 贝碧嘉（ＢＥＢＩＮＣＡ） ８月 １２日 １４时 ２１ １ １１２ ２ ９８２ ２８
１８１７ 赫克托（ＨＥＣＴＯＲ） ８月 １４日 ０２时 ２５ ８ １７９ ３ ９９５ ２０
１８１８ 温比亚（ＲＵＭＢＩＡ） ８月 １５日 １４时 ２８ １ １２６ ６ ９８２ ２５
１８１９ 苏力（ＳＯＵＬＩＫ） ８月 １６日 ０８时 １５ １ １４３ ０ ９４０ ５０
１８２０ 西马仑（ＣＩＭＡＲＯＮ） ８月 １８日 ２０时 １４ ４ １５３ ３ ９４５ ４８

ＴＤ１３ ８月 ２３日 ０８时 ２２ ７ １２０ ４ ９９４ １５
１８２１ 飞燕（ＪＥＢＩ） ８月 ２８日 ０８时 １５ ４ １５７ ０ ９０５ ６５

　 　 ２０１８ 年夏季 １８ 个台风的平均最大强度为
３４ ３ ｍ·ｓ－１，与常年同期平均（３６ １ ｍ·ｓ－１）基本持
平；其中 ８个登陆台风平均最大强度 ３１ ５ ｍ·ｓ－１，
与常年同期登陆台风平均最大强度（３６ １ ｍ·ｓ－１）
相比偏弱 ４ ６ ｍ·ｓ－１；登陆强度 ２６ ３ ｍ·ｓ－１，同样
比平均登陆强度（３１ ０ ｍ·ｓ－１）偏低。

由于副高位置较常年偏北，夏季登陆华东的台

风增多。“安比”、“云雀”、“温比亚”在 ７ 月下旬至
８ 月中旬先后在上海登陆，为建国以来上海年登陆
台风个数之最。

图 １２　 ２０１８年夏季西北太平洋和南海热带气旋路径图
Ｆｉｇ．１２　 Ｔｒａｃｋｓ ｏｆ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ｃｙｃｌｏｎｅｓ ｉｎ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Ｎｏｒｔｈ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Ｓｅａ ｉｎ ｓｕｍｍｅｒ ２０１８

２．３．２　 全球其他海域热带气旋概况
２０１８年夏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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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大
西洋 ４个、东太平洋 １４ 个，南太平洋、南印度洋和北
印度洋无命名热带气旋生成（表 ４）。同常年同期相
比，大西洋比平均个数（４ ９ 个）少 ０ ９ 个，东太平洋
比平均个数（９ ８ 个）偏多 ４ ２ 个，南太平洋、南印度
洋、北印度洋分别比平均数偏少 ０ １ 个、０ ５ 个、０ ６
个（根据各区域专业中心最佳路径及当年报文统计）。

表 ４　 ２０１８年夏季（６—８月）全球其他海域热带气旋统计表

Ｔａｂｌｅ ４　 Ｇｌｏｂａｌ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ｃｙｃｌｏｎｅ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ｅｘｃｅｐｔ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Ｎｏｒｔｈ Ｐａｃｉｆｉｃ ） ｉｎ ｓｕｍｍｅｒ （ｆｒｏｍ Ｊｕｎｅ ｔｏ

Ａｕｇｕｓｔ）２０１８

全球各大洋 热带气旋 持续时间
最大风速 ／

（ｍ·ｓ－１）

大西洋

Ｈｕｒｒｉｃａｎｅ１ ＢＥＲＹＬ ７月 ６—１０日 ３５

Ｈｕｒｒｉｃａｎｅ２ ＣＨＲＩＳ ７月 ８—１２日 ４６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Ｓｔｏｒｍ ＤＥＢＢＹ ８月 ７—１０日 ２３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Ｓｔｏｒｍ ＥＲＮＥＳＴＯ ８月 １５—１８日 ２０

东太平洋

Ｈｕｒｒｉｃａｎｅ４ ＡＬＥＴＴＡ ６月 ６—１１日 ６２


Ｈｕｒｒｉｃａｎｅ４ ＢＵＤ ６月 １０—１５日 ６０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Ｓｔｏｒｍ ＣＡＲＬＯＴＴＡ ６月 １６—１７日 ２８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Ｓｔｏｒｍ ＤＡＮＩＥＬ ６月 ２５日 ２０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Ｓｔｏｒｍ ＥＭＩＬＩＡ ６月 ２８—３０日 ２５

Ｈｕｒｒｉｃａｎｅ２ ＦＡＢＩＯ ７月 １—６日 ４８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Ｓｔｏｒｍ ＧＩＬＭＡ ７月 ２７日 １８

Ｈｕｒｒｉｃａｎｅ４ ＨＥＣＴＯＲ ８月 １—１５日 ６２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Ｓｔｏｒｍ ＩＬＥＡＮＡ ８月 ６—７日 ２８

Ｈｕｒｒｉｃａｎｅ２ ＪＯＨＮ ８月 ６—１０日 ４６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Ｓｔｏｒｍ ＫＲＩＳＴＹ ８月 ７—１１日 ３０

Ｈｕｒｒｉｃａｎｅ５ ＬＡＮＥ ８月 １５—２８日 ７２

Ｈｕｒｒｉｃａｎｅ ＭＩＲＩＡＭ ８月 ２６日—９月 ２日 ４４

Ｈｕｒｒｉｃａｎｅ４ ＮＯＲＭＡＮ ８月 ２９日—９月 ９日 ６８

３　 海洋概况

３．１　 浪高
３．１．１　 概况

通过卫星高度计反演的浪高场分析表明，２０１８
年夏季我国近海一共有 １３次明显的 ２ ｍ以上的大浪
过程（表 ５）。其中，６月出现 ３次，日数为 １４日，７月
出现 ５次，日数为 ２４日，８月出现 ５次，日数为 ２１日。
进入夏季，冷空气活动减弱，副高增强北抬，我国近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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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热带气旋影响频繁，没有出现明显的冷空气大风。

因此大浪过程仅与热带气旋、季风槽关系密切。７月
和 ８月各出现一次 ５ ｍ以上的大浪过程，分别是由超
强台风“玛莉亚”和强台风“苏力”引起。

表 ５　 中国近海 ２０１８年夏季主要大浪过程（２ ｍ以上）
Ｔａｂｌｅ ５　 Ｍａｉｎ ｗａｖｅ ｅｖｅｎｔｓ （ａｂｏｖｅ ２ ｍ）ｉｎ ｏｆｆｓｈｏｒｅ ａｒｅａ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ｉｎ ｓｕｍｍｅｒ ２０１８

大浪过程 影响海域 最大浪高 ／ ｍ

６月 ５日 北部湾、南海西北部海域 ２ ２

６月 ７—１２日 巴士海峡、台湾以东洋面 ２ ６

６月 ９—１９日 东海南部海域、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 ３ ０

７月 １—６日 东海、台湾以东洋面、台湾海峡 ３ ７

７月 ５—１６日 南海中部和南部海域 ２ ６

７月 ９—１２日 东海、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南海东北部海域 ５ ０

７月 １７—１９日 南海、北部湾、琼州海峡、巴士海峡 ２ ８

７月 １９—２４日 黄海中部和南部海域、东海、台湾以东洋面、南海南部海域 ３ ８

８月 ２—４日 南海南部 ２ ４

８月 ３日 东海北部、黄海南部 ２ ３

８月 ７—１７日 南海、巴士海峡 ３ １

８月 １２—１８日 黄海中部和南部、东海、台湾以东 ４ ０

８月 ２０—２５日 东海、黄海、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北部和中部 ５ ３

　 　 ６—８ 月，平均浪高随时间呈增大的趋势（图
１３）。总体上主要的大浪区有两部分，分别为南海
的季风活跃区和 ２５ ～ ３０°Ｎ 台风活动密集区。６ 月
（图 １３ａ），南海大部海域、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
有平均 １ ６ ｍ以上的浪。东海以北的海域由于大部
分时间受高压后部偏南气流控制，也没有台风影

响，平均浪高低于 １ ｍ。７ 月（图 １３ｂ）和 ８ 月（图
１３ｃ），季风槽南侧较强而稳定的西南风导致南海有
平均 １ ８ ｍ的浪高。随着副高增强北抬，７ 月台湾
以东洋面台风活跃的海域平均浪高达到 ２ ２ ｍ。８
月东海大部海域浪高进一步增加，平均浪高超过

１ ８ ｍ。

图 １３　 夏季逐月月平均浪高（单位：ｍ；ａ． ６月，ｂ． ７月，ｃ． ８月）
Ｆｉｇ．１３　 Ｍｏｎｔｈｌｙ ｍｅａｎ ｗａｖｅ ｈｅｉｇｈｔ ｉｎ ｓｕｍｍｅｒ ２０１８ （ｕｎｉｔｓ：ｍ；ａ． Ｊｕｎｅ，ｂ． Ｊｕｌｙ，ｃ． Ａｕｇｕｓｔ）

３．１．２　 大浪过程个例
７月 ９—１２ 日，东海、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

南海东北部海域出现了一次大浪过程，最大浪高达

５ ５ ｍ。这次过程主要受台风“玛莉亚”影响。“玛莉
亚”为今年夏季登陆我国最强的台风，登陆时强度 ４２
ｍ·ｓ－１，其在东海海域内最大风力为 ５２ ｍ·ｓ－１。

９日，台风“玛莉亚”位于琉球群岛以东洋面，东
海南部海域、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出

现了 ２～３ ｍ的浪（图 １４ａ）。１０日，台风的中心进入
东海东南部海域，台风移动速度较快，约 ２０ ～ ３０

ｋｍ·ｈ－１。受其影响，东海大部海域、台湾海峡、台湾
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海域出现了 ２～４ ｍ
的浪（图 １４ｂ），其中东海南部海域、台湾海峡、台湾
以东洋面出现了 ４ ０～５ ５ ｍ 的浪。１１ 日“玛莉亚”
在靠近我国沿海的过程中强度逐渐减弱并登陆，各

海区浪高变化不大，东海南部海域依然有 ５ ｍ 以上
的浪高（图 １４ｃ）。１２ 日台风登陆后迅速减弱消亡，
东部各海域浪高也随之迅速降低。东海大部海域、

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出现了浪高为 ２ ０ ～ ３ ５ ｍ
的浪（图 １４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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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４　 卫星反演浪高场（单位：ｍ；ａ． ７月 ９日，ｂ． ７月 １０日，ｃ． ７月 １１日，ｄ． ７月 １２日）
Ｆｉｇ．１４　 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 ｒｅｔｒｉｅｖａｌ ｗａｖｅ ｈｅｉｇｈｔ （ｕｎｉｔｓ：ｍ；ａ． ｏｎ ９ Ｊｕｎｅ，ｂ． ｏｎ １０ Ｊｕｎｅ，ｃ． ｏｎ １１ Ｊｕｎｅ，ｄ． ｏｎ １２ Ｊｕｎｅ）

３．２　 海面温度
夏季，南方和北方的海面温度变化趋势显著不

同。以 ２０°Ｎ为界，南方海域海温变化不大，平均海
面温度稳定在 ２８～３０ ℃；北方海域海温空间分布差
异大，且随时间变化明显（图 １５）。６ 月，北方海域
海温南北梯度大，南端海温高达 ２９ ℃，北端海温最
低达 １６ ℃（黄海北部），两端温差达 １３ ℃（图 １５ａ）。
７月，北方海温明显增高，整体升温至 ２２ ℃以上，升
温幅度大约 ４ ℃，仅黄海北部海域部分、渤海海峡海

温低于 ２２ ℃（最低 ２０ ℃，图 １５ｂ）。７ 月，热带气旋
在菲律宾以东区域活跃，海水翻动，导致该处海面

温度略有下降［９］（最高 ２９ ℃），南海中部和南部海
域受强盛的西南季风影响，海表有 １ ～ ２ ℃的降温。
８月，北方海域进一步升温，水平温度梯度减小。其
中黄海和渤海升温幅度最大，达 ４ ～ ６ ℃；我国北方
沿岸海面温度升至 ２８ ℃。南部海域海温变化不大
（最高 ３０ ℃，图 １５ｃ）。

图 １５　 月平均海面温度（单位：℃；ａ． ６月，ｂ． ７月，ｃ． ８月）
Ｆｉｇ．１５　 Ｍｏｎｔｈｌｙ ｍｅａｎ ｓｅａ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ｕｎｉｔｓ：℃；ａ． Ｊｕｎｅ，ｂ． Ｊｕｌｙ，ｃ． Ａｕｇｕｓｔ）

４　 小结

２０１８年夏季，北半球极涡呈单极型分布，中高

纬度西风带呈 ４波型分布，西北太平洋副热带高压
位置偏北偏西。台风活动活跃，导致我国近海出现

多次大风和大浪过程。６、７ 月我国北方海域海雾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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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６月，南海多热带气旋活动，北方海域盛行偏南
风，冷空气势力弱，海雾多见。７月，北方海域延续 ６
月多雾的特征，同时华东受台风影响频繁。８ 月，有
９个台风生成，我国近海大部分海域均受台风影响。
副高位置依然偏北但是有所东退，转向台风增多。

具体天气总结如下：

１）我国近海共出 ２０ 次明显的大风过程，主要
由台风活动引起。６ 月大风过程强度较弱，风力最
大 ８～９级，影响系统为热带气旋、温带气旋和准静
止锋。７月，热带气旋活动增强并频繁影响华东，东
海出现了大范围 １３ 级大风，台风（“玛莉亚”）中心
附近风力达 １５～１６ 级。７ 月下旬至 ８ 月，北上台风
增多，渤海出现 ８～９级大风。

２）我国北部近海出现了 ７ 次大范围的海雾过
程。其中 ６月出现 ４次，７月 ３次。原因是 ６、７月北
部海域海温偏低，海水升温慢；夏季大气升温快，盛

行偏南气流，气海温差大。暖气团移至冷洋面配合

晴空、逆温层产生大雾。

３）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共 １８ 个台风和 ３ 个热带
低压活动。生成台风数比多年平均偏多 ７ 个；其中
有 ８ 个台风在我国沿海登陆，比常年平均偏多近 ８
成。由于副高位置异常偏西偏北导致登陆华东的

台风增多，７ 月下旬至 ８ 月中旬 ３ 个台风先后在上
海登陆，为建国以来上海年登陆台风个数之最。其

他各大洋共生成热带气旋 １８ 个，分别为大西洋 ４
个、东太平洋 １４个。

４）２ ｍ以上的大浪过程出现 １３ 次。其中，６ 月
出现 ３ 次，日数为 １４ 日，７ 月出现 ５ 次，日数为 ２４
日，８月出现 ５ 次，日数为 ２１ 日。大浪过程和台风

活动关系最为密切，其次是季风大风。

５）海面温度在南方和北方变化趋势截然不同。
以 ２０°Ｎ以南海域海温变化不大，稳定在 ２８～３０ ℃。
２０°Ｎ以北海域海温随时间显著升高。６ 月，北方海
域海温南北梯度大，两端温差达 １３ ℃。７—８月，北
方海域每月升温 ４～６ ℃，水平温度梯度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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