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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２０１８年冬季（２０１８年 １２月—２０１９年 ２月）大气环流特征为：北半球极涡呈单极型分布，主体
位于北冰洋上空偏向亚欧大陆一侧。１２月，亚洲中东部中高纬环流经向度较大，利于冷空气南下；
２０１９年 １—２月，环流经向度减小，中高纬地区以纬向环流为主，冷空气势力减弱，东部及南部海区
海雾过程增多。我国近海出现了 １７次 ８级以上大风过程，其中冷空气大风过程有 １３次，冷空气和
温带气旋共同影响的大风过程有 ２次，冷空气与热带气旋共同影响的大风过程有 １ 次，温带气旋
大风过程有 １次。我国近海浪高在 ２ ｍ以上的海浪过程有 １４ 次，２ ｍ 以上大浪的天数共计 ６４ ｄ。
冬季共有 １０次比较明显的海雾过程，多在北部湾附近海域，出雾时间集中于夜间至早晨。南北海
域海面温度之差为 ２１ ～ ２８ ℃，海面温度整体呈下降趋势。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有 ３ 个热带气旋
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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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本文对 ２０１８年冬季（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２０１９ 年 ２
月，下同）北半球的大气环流特征进行了总结概述，

主要分析了冬季各月我国近海天气特征，并对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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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季影响我国近海海域的主要灾害

性天气是大风和海雾，此外还分析了热带气旋、浪

高和海面温度等气象、海洋要素在冬季的变化。除

西北太平洋和南海热带气旋外，还统计总结了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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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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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美国 ＪＴＷＣ全球热带气旋最佳

路径资料等。文中涉及的大风、海雾和大浪等几种

灾害天气过程的统计标准同文献［１－３］。

１　 环流特征与演变

１．１　 环流特征
２０１８年冬季 ５００ ｈＰａ平均位势高度场及距平场

（图 １）显示，北半球极涡为单极型分布，极涡中心位
于北冰洋上空偏向东半球（８０°Ｎ，１２０°Ｅ），位势高度
约为 ５０４ ｄａｇｐｍ，比常年同期偏低 ６ ｄａｇｐｍ。此外，
勘察加半岛上空的冷涡中心（５５°Ｎ，１６０°Ｅ）位势高
度为 ５１２ ｄａｇｐｍ，较常年同期偏低 ４ ｄａｇｐｍ。西北太
平洋副热带高压较常年偏西偏强，西伸脊点位于

９０°Ｅ附近。东亚大槽的强度由强转弱，随着环流经
向度的减小，我国近海海区冷空气活动频次及强度

自 ２０１８年 １２月至 ２０１９年 ２月逐渐降低。

图 １　 ２０１８年 １２月—２０１９年 ２月北半球 ５００ ｈＰａ平均位势高度场（ａ）和距平场（ｂ）（单位：ｄａｇｐｍ）
Ｆｉｇ．１　 Ｍｅａｎ ｇｅｏ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ｈｅｉｇｈｔ （ａ）ａｎｄ ａｎｏｍａｌｙ （ｂ）ａｔ ５００ ｈＰａ ｉｎ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Ｈｅｍｉｓｐｈｅｒｅ ｆｒｏｍ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８ ｔｏ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１９ （ｕｎｉｔｓ：ｄａｇｐｍ）

１．２　 环流演变对我国近海天气的影响
１２月，欧亚大陆及西北太平洋海域中高纬度环

流（图 ２ａ）呈现“西高东低”，为典型的两槽一脊环
流形势，高压脊位于乌拉尔山附近且伴有明显的正

距平（约 １２ ｄａｇｐｍ），有利于冷空气堆积。东亚大槽
自鄂霍次克海西部一直向西南延伸至华中地区，强

度较常年明显偏强，我国北方大部地区为负距平控

制，有利于低槽发展加深，引导冷空气南下，导致 １２
月影响我国的冷空气势力整体偏强。低纬度地区

南支槽平均位置在 ９０°Ｅ 附近，接近常年同期，槽区
伴有负距平，表明南支槽偏强；西北太平洋副热带

高压西伸脊点位于 ９０°Ｅ 孟加拉湾附近，较常年同
期异常偏西。海平面气压距平场（图 ２ｂ）显示，大陆
高压较常年同期偏强，冷高压中心位于贝加尔湖以

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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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中心气压值为 １ ０５５ ｈＰａ 左右，我国南部海域气
压值较常年平均偏低，１２ 月冷空气势力较强，我国
近海都处于冷空气影响范围，大风区由北至南涵盖

了渤海、黄海、东海、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南海

及巴士海峡。

图 ２　 ２０１８年 １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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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ｉｓｏｌｉｎｅ）ａｎｄ ａｎｏｍａｌｙ （ｃｏｌｏｒｅｄ）（ａ；ｕｎｉｔｓ：ｄａｇｐｍ）ａｔ ５００ ｈＰａ ａｎｄ ｍｏｎｔｈｌｙ ｍｅａｎ ｓｅａ
ｌｅｖｅｌ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ｉｓｏｌｉｎｅ）ａｎｄ ａｎｏｍａｌｙ （ｃｏｌｏｒｅｄ）（ｂ；ｕｎｉｔｓ：ｈＰａ）ｉｎ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Ｈｅｍｉｓｐｈｅｒｅ ｉｎ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年 １月，与 ２０１８年 １２月相比，北半球极涡
调整为偶极型分布，中高纬西风带呈三波型（图

略），中西伯利亚北部的极涡中心位势高度为 ５０４
ｄａｇｐｍ，比常年同期偏低 ６ ｄａｇｐｍ（图 ３ａ）。欧亚地区
位势高度呈“西高东低”型分布，中高纬地区依然维

持两槽一脊的环流形势，但环流经向度减小，不利

于极地冷空气南下影响我国，贝加尔湖附近为弱高

压脊控制，中高纬以纬向环流为主，东亚大槽偏弱，

我国大部分地区处于正位势高度距平区，对应冷空

气过程偏少、势力弱。低纬度地区（图 ３ｂ）南支槽位
于 ９０°Ｅ 附近，其强度较常年同期略偏弱，与此同
时，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较常年同期强度仍偏强，

西伸脊点位于 ９０°Ｅ附近，较常年同期 １５０°Ｅ明显偏
西。我国近海海区气压梯度较 １２月减小，由距平场
（图 ３ｂ）可以看出，我国大部地区和近海海域都处于
弱的正距平区，冷空气势力较弱。

图 ３　 ２０１９年 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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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ａｓ Ｆｉｇ．２，ｂｕｔ ｆｏｒ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１９

　 　 ２０１９年 ２ 月，北半球极涡呈单极型分布，位置
偏北，中心强度低于 ４９６ ｄａｇｐｍ，极涡强度较常年明
显偏强，中高纬西风带呈四波型，乌拉尔山以东的

高压脊较常年偏弱，中高纬地区以纬向环流为主，

低压槽位于日本以东（图 ４ａ）。我国除西北地区处
于位势高度负距平区外，大部地区都位于位势高度

正距平区，对应 ２ 月冷空气活动总体偏弱。低纬地
区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呈带状分布，强度强于常年

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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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期。由海平面气压场及距平场（图 ４ｂ）可以看出，
贝加尔湖以西的高压中心强度和范围均有所减弱，

我国近海海区尤其是南部海区的气压梯度也明显

减小，暖湿气流加强北上，我国近海有温带气旋入

海并发展。此月，受冷空气影响的大风过程仅有 ２
次，受入海气旋与冷空气共同影响的大风过程有

１次，受入海气旋影响的大风过程有 １次。

图 ４　 ２０１９年 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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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ａｓ Ｆｉｇ．２，ｂｕｔ ｆｏｒ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１９

２　 我国近海天气分析

２．１　 大风过程
２．１．１　 概况

２０１８年冬季，我国近海出现了 １７ 次 ８ 级以上
大风过程，其中冷空气大风过程 １３ 次，冷空气和温
带气旋共同影响的大风过程 ２ 次，冷空气与热带气

旋共同影响的大风过程 １ 次，温带气旋大风过程
１次（表 １）。冷空气大风过程一般持续 ２ ～ ３ ｄ，但
１２月 ２６日开始的大风过程，由于有冷空气不断补
充南下，加之南海有热带气旋活动，大风过程持续

了约５ ｄ。温带气旋过程大风持续时间较短，一般不
超过 １ ｄ。

表 １　 中国近海 ２０１８年冬季（２０１８年 １２月—２０１９年 ２月）主要大风过程
Ｔａｂｌｅ １　 Ｍａｉｎ ｇａｌｅ ｅｖｅｎｔｓ ｏｖｅｒ ｏｆｆｓｈｏｒｅ ａｒｅａ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ｉｎ ｗｉｎｔｅｒ ２０１８ （ｆｒｏｍ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８ ｔｏ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１９）

大风时段 天气形势和影响系统 影响海域和大风等级

１２月 ３—４日 冷空气 渤海、渤海海峡、黄海、东海西部海域出现 ６～８级、阵风 ９级的偏北到东北风

１２月 ６—９日 冷空气
渤海、渤海海峡、黄海、东海、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海域出现

７～８级、阵风 ９～１０级的西北到东北风

１２月 １０—１２日 冷空气
东海、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北部及中东部海域、北部湾出现了 ７ ～ ８

级、阵风 ９～１０级的东北风

１２月 １３—１５日 冷空气
台湾海峡、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和中部海域、北部湾出现了 ７～ ８ 级、阵风 ９～ １０级的东

北风

１２月 １５—１６日 冷空气 渤海北部海域出现了 ６～８级、阵风 ９级的偏西风

１２月 ２３—２５日
入海温带气旋与

冷空气共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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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 ～ ８ 级、阵

风 ９级的大风

１２月 ２６—３０日 冷空气
东海南部海域、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北部和中部海域出现了 ８ ～ １０

级、阵风 １１～１２级的东北风

１２月 ３１日—

２０１９年 １月 ２日

冷空气与 １９０１号台风

“帕布”共同影响

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北部和中部海域出现了 ７ ～ ９ 级、阵风 １０ ～ １１

级的东北风，南海西南部海域出现了 ７～９级、阵风 １０～１１级的旋转风

１月 ８—９日 冷空气
东海南部海域、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南海东北部海域、巴士海峡出现了 ７ ～ ８ 级、阵

风 ９级的东北风

１月 １５—１６日 冷空气 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出现了 ６～８级、阵风 ９级的西北到偏北风

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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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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月 １６—１７日 冷空气 东海南部海域、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出现了 ７～８级、阵风 ９～１０级的东北或偏东风

１月 ２０—２１日 冷空气
东海南部海域、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出现了 ６～ ８ 级、阵风 ９

级的东北风

１月 ２６—２７日 冷空气
黄海大部海域、东海北部海域、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南海东北部海域出现了 ６ ～ ８

级、阵风 ９级的西北到东北风

１月 ３１日—２月 １日
入海温带气旋与

冷空气共同影响
渤海、渤海海峡、黄海、东海大部海域出现了 ６～８级、阵风 ９级的大风

２月 ５—７日 冷空气
渤海、渤海海峡、黄海、东海大部海域、台湾海峡出现了 ７ ～ ８ 级、阵风 ９ 级的偏北到东

北风

２月 ９—１０日 冷空气 东海南部海域、台湾海峡出现了 ６～８级、阵风 ９级的偏北或东北风

２月 １８日 入海温带气旋 东海东部海域、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出现了 ６～８级、阵风 ９级的偏东或东南风

　 　 从大风过程的时间分布来看，伴随冷空气活动
的大风过程主要发生在 ２０１８年 １２月—２０１９年 １月
中旬，尤其 ２０１８年 １２ 月下旬—２０１９ 年 １ 月初冷空
气强盛且活动频繁，１ 月下旬开始，冷空气势力减
弱且活动频次明显降低，与 ２０１７ 年冬季［２］相比，

２０１８年冬季初期冷空气活动频繁，到后期明显减
弱，对应近海 ８级（及以上）大风日数，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有 ２３ ｄ，２０１９年 １—２月明显减少（图 ５），两个月内
仅有 １９ ｄ。

由大风影响海域来看，冬季大风一般从北到南

影响我国近海海域。由于冷空气移速较快，北部海

域大风持续时间较短，一般不到 １ ｄ。
２．１．２　 １２月 ２６—３０日冷空气大风过程

２０１８年 １２月 ２６—３０日，强冷空气活动持续时
间长、影响范围大，我国有 ６０ ９％的区域受影响，影
响范围为冬季最大，此次冷空气过程低温极端性

强，日最低气温 ０ ℃线南压至华南北部及云南北部
一带，为２０１８年冬季最偏南位置。伴随此次冷空

气活动，我国近海海区出现一次明显的大风过程，

东海南部海域、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

峡、南海北部和中部海域先后出现了 ８～ １０ 级、阵风
１１～１２级的东北风（图 ６）。

图 ５　 ２０１７ 年与 ２０１８ 年我国近海冬季逐月大风日数
对比

Ｆｉｇ．５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ｇａｌｅ ｄａｙｓ ｏｖｅｒ ｏｆｆｓｈｏｒｅ
ａｒｅａ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ｗｉｎｔｅｒ ２０１７ ａｎｄ ｗｉｎｔｅｒ ２０１８

图 ６　 ２０１８年 １２月大风过程示意图（１０ ｍ风场，单位：ｍ·ｓ－１；ａ．２７日 ２０时，ｂ．２８日 １４时，ｃ．２９日 ０８时，ｄ．３０日 ０２时）
Ｆｉｇ．６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ｇａｌｅｓ （ｗｉｎｄ ｆｉｅｌｄ ａｔ １０ ｍ，ｕｎｉｔｓ：ｍ·ｓ－１；ａ． ２０：００ ＢＳＴ ｏｎ ２７，ｂ． １４：００ ＢＳＴ ｏｎ ２８，ｃ． ０８：００ ＢＳＴ ｏｎ

２９，ｄ． ０２：００ ＢＳＴ ｏｎ ３０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８）

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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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月 ２６日 ０８时开始，５００ ｈＰａ高度场（图略）显
示，乌拉尔山以东的高压脊与鄂霍次克海南部切断低

压之间等高线密集，蒙古及我国北部地区（４０°Ｎ 以
北）环流经向度大。２７日 ２０时（图 ７），中纬度横槽区
自鄂霍次克海南部至我国华北地区，槽前对应 ２００
ｈＰａ呈“西—东”走向的高空急流轴，急流中心风速超
过 １００ ｍ·ｓ－１，极强的大陆冷高压盘踞在贝加尔湖附
近，我国东部及南部近海海区位于地面高压东南部，

８５０ ｈＰａ冷中心值达－３４ ℃，冷空气前锋抵达南海中
部。之后，冷空气进一步南下，至 ２９日 ０８时（图 ８），
我国东部及南部近海海区低层８５０ ｈＰａ偏北到东北风
进一步增强，加之吕宋岛南部有热带低值系统西移，

台湾海峡、南海北部及中部海域、巴士海峡海平面等

压线异常密集，等压线梯度为每纬距 ２ ５ ｈＰａ，对应海

区内 ２ ｍｉｎ平均风力达９～１０级（图 ６ｃ、ｄ）。
２９日 ２０时中纬度高压脊发展为阻断高压，之

前盘踞于贝加尔湖西北侧、鄂霍次克海南部的冷涡

缓慢减弱东移，于 ３０ 日 ２０ 时（图 ９）中纬度槽南压
至东北—华南一带，２００ ｈＰａ 急流区维持，急流轴略
有东移，我国南部近海海区低层 ８５０ ｈＰａ 转为东北
到偏东风，对应巴士海峡、南海北部及中部海域转

为偏东风。由于中纬度切断低压与阻断高压活动，

致使槽区东移缓慢，冷空气中心强度弱，近海海区

受地面冷高压前部长时间控制，大风过程得以持续

近 ５ ｄ。尔后，随着南海南部海域热带系统发展为
２０１９年 １号台风“帕布”，后续转为冷空气与热带气
旋共同影响的大风天气（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２０１９
年 １月 ２日）。

图 ７　 ２０１８年 １２月 ２７日 ２０时 ２００ ｈＰａ风速场（＞４０ ｍ·ｓ－１填色，单位：ｍ·ｓ－１）、５００ ｈＰａ高度场（等值线，单位：ｄａｇｐｍ）与
８５０ ｈＰａ风场（箭矢，单位：ｍ·ｓ－１）（ａ）和 ８５０ ｈＰａ温度场（＜０ ℃ 填色，单位：℃）与海平面气压场（等值线，单位：ｈＰａ）
（ｂ）

Ｆｉｇ．７　 Ｗｉｎｄ ｓｐｅｅｄ （ｃｏｌｏｒｅｄ ｆｏｒ ｇｒｅａｔｅｒ ｔｈａｎ ４０ ｍ·ｓ－１，ｕｎｉｔｓ：ｍ·ｓ－１）ａｔ ２００ ｈＰａ，ｇｅｏ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ｈｅｉｇｈｔ （ｉｓｏｌｉｎｅ，ｕｎｉｔｓ：ｄａｇｐｍ）
ａｔ ５００ ｈＰａ，ａｎｄ ｗｉｎｄ ｆｉｅｌｄ （ｗｉｎｄ ｂａｒｂ，ｕｎｉｔｓ：ｍ· ｓ－１）ａｔ ８５０ ｈＰａ （ａ）＆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ｃｏｌｏｒｅｄ ｆｏｒ ｌｅｓｓ ｔｈａｎ ０ ℃，
ｕｎｉｔｓ：℃）ａｔ ８５０ ｈＰａ ａｎｄ ｓｅａ ｌｅｖｅｌ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ｉｓｏｌｉｎｅ，ｕｎｉｔｓ：ｈＰａ）（ｂ）ａｔ ２０：００ ＢＳＴ ｏｎ ２７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８

图 ８　 ２０１８年 １２月 ２９日 ０８时 ２００ ｈＰａ风速场（＞４０ ｍ·ｓ－１填色，单位：ｍ·ｓ－１）、５００ ｈＰａ高度场（等值线，单位：ｄａｇｐｍ）与
８５０ ｈＰａ风场（箭头，单位：ｍ·ｓ－１）（ａ）和 ８５０ ｈＰａ温度场（＜０ ℃ 填色，单位：℃）与海平面气压场（等值线，单位：ｈＰａ）
（ｂ）

Ｆｉｇ．８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ａｓ Ｆｉｇ．７，ｂｕｔ ｆｏｒ ０８：００ ＢＳＴ ｏｎ ２９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８

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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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９　 ２０１８年 １２月 ３０日 ２０时 ２００ ｈＰａ风速场（＞４０ ｍ·ｓ－１填色，单位：ｍ·ｓ－１）、５００ ｈＰａ高度场（等值线，单位：ｄａｇｐｍ）与
８５０ ｈＰａ风场（箭头，单位：ｍ·ｓ－１）（ａ）和 ８５０ ｈＰａ温度场（＜０ ℃ 填色，单位：℃）与海平面气压场（等值线，单位：ｈＰａ）
（ｂ）

Ｆｉｇ．９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ａｓ Ｆｉｇ．７，ｂｕｔ ｆｏｒ ２０：００ ＢＳＴ ｏｎ ３０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８

图 １０　 ２０１８年 １２月 ２７日 ２０时 ９２５ ｈＰａ温度平流与风场（ａ；填色：温度平流，单位：１０－４ Ｋ·ｓ－１）及 ２７日 ２０时沿图 １０ａ上
Ａ—Ｂ剖面的温度平流与垂直速度（ｂ；填色：温度平流，单位：１０－４ Ｋ·ｓ－１；等值线：垂直速度，单位：Ｐａ·ｓ－１）和 ３０日
０２时 ９２５ ｈＰａ温度平流与风场（ｃ；填色：温度平流，单位：１０－４ Ｋ·ｓ－１）及 ３０日 ０２时沿图 １０ｃ上 Ａ—Ｂ剖面的温度平
流与垂直速度（ｄ；填色：温度平流，单位：１０－４ Ｋ·ｓ－１；等值线：垂直速度，单位：Ｐａ·ｓ－１）

Ｆｉｇ．１０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ｄｖ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ｗｉｎｄ ｆｉｅｌｄ （ａ ／ ｃ；ｃｏｌｏｒｅｄ ｆｏｒ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ｄｖｅｃｔｉｏｎ，ｕｎｉｔｓ：１０－４ Ｋ·ｓ－１）ａｔ ９２５ ｈＰａ ｏｎ ２０：００ ／
０２：００ ＢＳＴ ｏｎ ２７ ／ ３０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８ ＆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ｄｖ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ｂ ／ ｄ；ｃｏｌｏｒｅｄ ｆｏｒ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ｄｖｅｃｔｉｏｎ，ｕｎｉｔｓ：１０－４ Ｋ·ｓ－１；ｉｓｏｌｉｎｅ ｆｏｒ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ｕｎｉｔｓ：Ｐａ·ｓ－１）ａｌｏｎｇ ｃｒｏｓｓ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Ｂ ｉｎ Ｆｉｇ．１０ａ ／ １０ｃ ａｔ
２０：００ ／ ０２：００ ＢＳＴ ｏｎ ２７ ／ ３０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８

　 　 冷空气大风的相关研究［４－５］表明，中低层强冷

平流可诱发地面大风。９２５ ｈＰａ 温度平流的分布
（图 １０）显示，我国东部及南部近海海区受冷平流影

响，冷平流向西南方向移动影响东海南部、台湾海

峡、台湾以东洋面及南海北部海域，最强强度达

－３×１０－４ Ｋ·ｓ－１，冷平流使得地面气压上升、正变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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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大，进而风速加大。冷平流在垂直方向从地面伸

展到 ７００ ｈＰａ，最强出现在地面至 ９００ ｈＰａ 之间，伴
随高层到低层由北向南倾斜的下沉气流（图 １０ｃ、
ｄ），致使高空动量下传，地面风速加大，出现持续的
８级以上大风。
２．２　 海雾过程
２．２．１　 概况

２０１８年冬季，我国近海出现了 １０ 次比较明显

的海雾过程，其中，２０１８年 １２月、２０１９年的 １月和 ２
月分别出现了１次、４ 次和 ５ 次（表 ２），北部近海海
区的海雾主要出现在渤海海峡、山东半岛沿岸海

域、黄海北部及中部海域，南部海区的海雾集中出

现在北部湾、琼州海峡及雷州半岛沿岸海域，出现

时段多为夜间至次日早晨。与 ２０１７年冬季［２］相比，

海雾过程明显偏多。

表 ２　 中国近海 ２０１８年冬季（２０１８年 １２月—２０１９年 ２月）主要海雾过程
Ｔａｂｌｅ ２　 Ｍａｉｎ ｓｅａ ｆｏｇ ｅｖｅｎｔｓ ｏｖｅｒ ｏｆｆｓｈｏｒｅ ａｒｅａ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ｉｎ ｗｉｎｔｅｒ ２０１８ （ｆｒｏｍ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８ ｔｏ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１９）

海雾过程 天气形势和影响系统 强度 影响范围

１２月 ２１—２２日 均压场控制 浓雾，能见度最低 １００ ｍ 江苏东部沿岸海域、台湾海峡、渤海海峡部分海域

１月 ５—６日 高压后部东南暖湿气流 大雾，能见度不足 １ ０ ｋｍ 北部湾北部海域、琼州海峡

１月 １０—１１日 高压底部的偏东暖湿气流 浓雾，能见度不足 １００ ｍ 北部湾北部海域、琼州海峡、雷州半岛东部近海

１月 １２—１３日 高压后部偏南暖湿气流 浓雾，能见度不足 ５００ ｍ 北部湾

１月 １３—１４日 鞍型场、均压场控制 浓雾，能见度不足 ５００ ｍ 黄海北部和中部、山东半岛沿岸海域、莱州湾

２月 ３—４日 均压场控制 大雾，能见度不足 １ ０ ｋｍ 海南岛南部沿岸海域、琼州海峡

２月 ５—６日 低压前部、高压后部的偏南暖湿气流 浓雾，能见度不足 ５００ ｍ
北部湾北部海域、琼州海峡、

东海西部近岸海域

２月 ８日 低压前部、高压后部的偏南暖湿气流 大雾，能见度不足 １ ０ ｋｍ 北部湾北部海域

２月 １９—２０日 高压后部的偏南暖湿气流 大雾，能见度不足 １ ０ ｋｍ 闽粤交界沿岸海域

２月 ２７日 低压前部、高压后部的偏南暖湿气流 大雾，能见度不足 １ ０ ｋｍ 北部湾中部海域

图 １１　 ２０１９年 １月 １ ０００ ｈＰａ温度平流和风场（ａ．１０日 ０８时，ｂ．１０日 ２０时，ｃ．１１日 ０８时，ｄ．１１日 ２０时；填色及等值线：温
度平流，单位：１０－４ Ｋ·ｓ－１）

Ｆｉｇ．１１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ｄｖ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ｗｉｎｄ ｆｉｅｌｄ ａｔ １ ０００ ｈＰａ （ａ． ０８：００ ＢＳＴ ｏｎ １０，ｂ． ２０：００ ＢＳＴ ｏｎ １０，ｃ． ０８：００ ＢＳＴ ｏｎ １１，
ｄ． ２０：００ ＢＳＴ ｏｎ １１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１９；ｃｏｌｏｒｅｄ ａｎｄ ｉｓｏｌｉｎｅ ｆｏｒ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ｄｖｅｃｔｉｏｎ，ｕｎｉｔｓ：１０－４ Ｋ·ｓ－１）

２．２．２　 １月 １０—１１日海雾个例分析
２０１９年 １ 月 １０ 日 ０８ 时—１１ 日 ０８ 时，北部湾

北部海域、琼州海峡、雷州半岛东部近海出现能见

度不足 １ ｋｍ的海雾过程。９ 日夜间，随着我国华南
西部、越南北部降水过程的结束，９ 日夜间北部湾北
部海域出现能见度低于 １０ ｋｍ的轻雾，１０日早晨 ０８
时开始，北部湾北部海域监测到能见度低于 １ ｋｍ的
大雾，最低能见度 ０ １ ｋｍ，至 １１ 日凌晨，琼州海峡
及雷州半岛近岸海域监测到能见度低于 ０ ５ ｋｍ 的

浓雾，１１日上午能见度转好。
在低层存在等温或逆温层，空气层结温度、湿

度条件良好，温度露点差较小的条件下，海雾易发

生发展［６］。前人研究［７］表明，低层偏东风输送暖湿

气流配合适宜的海气温差，有利于海雾的形成。

１ ０００ ｈＰａ温度平流场（图 １１）揭示，１０ 日 ０８ 时至
１１日 ０８时，北部湾、琼州海峡及雷州半岛近岸海域
受弱暖平流控制，利于海雾的生成和维持，１１ 日 ２０
时，偏北风及伴随的冷平流控制北部湾北部，海雾

１０１



海　 洋　 气　 象　 学　 报 第 ３９卷

消散。

海雾的生成与海上能够提供暖湿空气的气压

场有直接关系，海平面气压场及 １０ ｍ 风场（图 １２）
显示，海雾发生区域气压梯度小，受高压南部的偏

东暖湿气流影响，对应稳定的偏东风，风速较小，海

表大气相对湿度大于 ９０％，降雨过后的高湿区维
持，随着底层风逐渐转为偏北到偏东风，且增大的

风速不利于雾的维持，１１日白天此次大雾过程趋于
结束。

图 １２　 ２０１９年 １月 ２ ｍ相对湿度（填色，单位：％）、海平面气压场（单位：ｈＰａ）与 １０ ｍ风场（ａ．１０ 日 ０８ 时，ｂ．１０ 日 ２０ 时，
ｃ．１１日０８时，ｄ．１１日 ２０时）

Ｆｉｇ．１２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ｈｕｍｉｄｉｔｙ （ｃｏｌｏｒｅｄ，ｕｎｉｔｓ：％）ａｔ ２ ｍ，ｓｅａ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ｕｎｉｔｓ：ｈＰａ），ａｎｄ ｗｉｎｄ ｆｉｅｌｄ ａｔ １０ ｍ （ａ． ０８：００ ＢＳＴ
ｏｎ １０，ｂ． ２０：００ ＢＳＴ ｏｎ １０，ｃ． ０８：００ ＢＳＴ ｏｎ １１，ｄ． ２０：００ ＢＳＴ ｏｎ １１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１９）

２．３　 热带气旋
２．３．１　 西北太平洋和南海热带气旋

２０１８年冬季，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共有 １ 个热带
低压和 ２个台风活动（表 ３，图 １３），台风活动数与多
年平均值（１９４９—２０１６ 年，平均 １ ９ 个）持平。其

中，１９０１ 号台风“帕布”１ 月 １ 日 １４ 时于南海南部
海面生成，尔后西移进入泰国湾，达最大强度

２８ ｍ·ｓ－１，１ 月 ４ 日 １５ 时 ２０ 分前后登陆泰国马来
半岛的洛坤附近沿海，登陆时底层近中心风速为

２３ ｍ·ｓ－１，中心最低气压为 ９９８ ｈＰａ。

表 ３　 ２０１８年冬季（２０１８年 １２月—２０１９年 ２月）西北太平洋和南海热带气旋统计表
Ｔａｂｌｅ ３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ｃｙｃｌｏｎｅ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Ｎｏｒｔｈ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Ｓｅａ ｉｎ ｗｉｎｔｅｒ ２０１８ （ｆｒｏｍ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８ ｔｏ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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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ＴＤ１８ １２月 ２８日 ０８时 １０ ３ １２８ ０ １ ０００ １５

１９０１ 帕布（ＰＡＢＵＫ） １月 １日 １４时 ６ ３ １０９ ８ ９９０ ２８

１９０２ 蝴蝶（ＷＵＴＩＰ） ２月 ２０日 ０２时 ５ １ １５５ １ ９３０ ５５

图 １３　 ２０１８年冬季西北太平洋和南海热带气旋路径图
Ｆｉｇ．１３　 Ｔｒａｃｋｓ ｏｆ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ｃｙｃｌｏｎｅｓ ｉｎ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Ｎｏｒｔｈ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Ｓｅａ ｉｎ ｗｉｎｔｅｒ ２０１８

２．３．２　 全球其他海域热带气旋概况
２０１８年冬季，除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台风之外的

其他各洋盆共有 １４ 个命名热带气旋生成，分别为：
北印度洋 ２个、澳大利亚附近海域 ３ 个、南太平洋 ４
个、西南印度洋 ５ 个，大西洋、东太平洋及中北太平
洋无命名热带气旋生成（表 ４）。与常年同期
（１９８１—２０１０年）相比，北印度洋比平均个数（０ ７
个）偏多 １ ３个，大西洋、东太平洋及中北太平洋与
平均个数（０ ２个）持平；南半球为气旋活跃季，但较
气候平均个数（２０ ７个）偏少 ８ ７个（根据各区域专
业中心最佳路径及当年报文统计）。

２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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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２０１８年冬季（２０１８年 １２月—２０１９年 ２月）全球其他海域热带气旋统计表
Ｔａｂｌｅ ４　 Ｇｌｏｂａｌ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ｃｙｃｌｏｎｅ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ｗｉｎｔｅｒ ２０１８ （ｆｒｏｍ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８ ｔｏ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１９）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ｅｘｃｅ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Ｎｏｒｔｈ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Ｓｅａ

海盆 热带气旋 持续时间 最大风速 ／（ｍ·ｓ－１）

北印度洋
Ｃｙｃｌｏｎｉｃ Ｓｔｏｒｍ ＰＨＥＴＨＡＩ １２月 １６—１８日 ２３

Ｃｙｃｌｏｎｉｃ Ｓｔｏｒｍ ＰＡＢＵＫ １月 ５—７日 ２０

澳大利亚附近海域

Ｓｅｖｅｒｅ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Ｃｙｃｌｏｎｅ ＯＷＥＮ （Ｃａｔ３） １２月 ２—１５日 ４０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Ｃｙｃｌｏｎｅ ＰＥＮＮＹ （Ｃａｔ２） １月 １—８日 ２８

Ｓｅｖｅｒｅ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Ｃｙｃｌｏｎｅ ＲＩＬＥＹ （Ｃａｔ３） １月 ２４—２９日 ３５

南太平洋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Ｃｙｃｌｏｎｅ ＭＯＮＡ （Ｃａｔ２） １月 ３—７日 ２５


Ｓｅｖｅｒｅ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Ｃｙｃｌｏｎｅ ＯＭＡ （Ｃａｔ３） １月 １２—２２日 ３８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Ｃｙｃｌｏｎｅ ＮＥＩＬ （Ｃａｔ１） ２月 ９—１０日 １８

Ｓｅｖｅｒｅ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Ｃｙｃｌｏｎｅ ＰＯＬＡ （Ｃａｔ４） ２月 ２６—３月 ２日 ４７

西南印度洋

Ｉｎｔｅｎｓｅ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Ｃｙｃｌｏｎｅ ＫＥＮＡＧＡ １２月 １６—２３日 ５５


Ｉｎｔｅｎｓｅ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Ｃｙｃｌｏｎｅ ＣＩＬＩＤＡ １２月 １９—２６日 ５７

Ｍｏｄｅｒａｔｅ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Ｓｔｏｒｍ ＤＥＳＭＯＮＤ １月 ２０—２２日 ２３

Ｉｎｔｅｎｓｅ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Ｓｔｏｒｍ ＦＵＮＡＮＩ ２月 ６—１０日 ５３

Ｉｎｔｅｎｓｅ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Ｓｔｏｒｍ ＧＥＬＥＮＡ ２月 ６—１５日 ５７

３　 海洋概况

３．１　 浪高
２０１８年冬季，我国近海受冷空气影响频繁，加

之南海热带气旋活动，近海海区浪高较大。法国卫

星高度计 ＡＶＩＳＯ反演的浪高场分析表明，２０１８年冬
季我国近海一共有 １４ 次明显的 ２ ｍ 以上的大浪过

程（表 ５）。其中，２０１８年 １２月大于 ２ ｍ浪高的日数
为 ２６ ｄ，２０１９年 １月大于 ２ ｍ浪高的日数为 ２５ ｄ，２
月大于 ２ ｍ浪高的日数为 １３ ｄ。１２ 月 ２８ 日至 １ 月
６日南海出现一次 ５ ｍ 以上的大浪过程，是由 ２０１８
年 １８号低压及 ２０１９年第 １号台风“帕布”接连影响
所致。

表 ５　 中国近海 ２０１８年冬季（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２０１９ 年 ２ 月）主要大浪（２ ｍ 以上）过程
Ｔａｂｌｅ ５　 Ｍａｉｎ ｗａｖｅ ｅｖｅｎｔｓ （ａｂｏｖｅ ２ ｍ）ｉｎ ｏｆｆｓｈｏｒｅ ａｒｅａ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ｉｎ ｗｉｎｔｅｒ ２０１８ （ｆｒｏｍ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８ ｔｏ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１９）

大浪过程 影响海域 最大浪高 ／ ｍ

１２月 ４—５日 黄海、东海北部海域 ２ ５

１２月 ６—２０日 东海南部海域、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 ３ ７

１２月 ２３—２７日 东海南部海域、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北部海域 ３ ９

１２月 ２８日—２０１９年 １月 ６日 东海南部海域、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北部湾 ５ ４

１月 ８—１０日 东海南部海域、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南海北部海域 ２ ４

１月 １４—１５日 南海北部和中部海域、巴士海峡 ２ ３

１月 １６—１９日 东海南部海域、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大部海域 ３ ４

１月 ２０—３０日 南海、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 ３ ４

１月 ３１日—２月 １日 东海、台湾海峡 ４ ０

２月 ５日 东海南部海域、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 ２ ４

２月 ８日 东海北部、黄海中部和南部海域 ２ ９

２月 ９—１１日 东海西南部海域、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 ２ ６

２月 １４—１８日 东海南部海域、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 ２ ５

２月 ２１—２２日 东海南部海域 ２ ３

　 　 由月平均浪高场（图 １４）可看出，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２０１９年 １月，我国东部和南部大部海域平均浪

高在 ２ ｍ 以上，２０１９ 年 ２ 月近海浪高呈减小趋势
（图 １４ｃ）。２０１８年 １２月，２ ｍ以上的大浪出现在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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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部海域、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

南海北部、中部和西南部海域，其中南海东北部和

中东部海域浪高最大，达 ２ ８ ｍ。２０１９年 １月，近海
海域大浪范围略有缩小，海区平均浪高较 １２月减小
０ ２～０ ６ ｍ，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

海大部海域浪高为 ２ ０ ～ ２ ２ ｍ。２ 月，由于冷空气
强度减弱及近海气旋活动频次降低，我国南部海域

浪高减小，浪高较高的海区为东海南部海域、台湾

海峡及台湾以东洋面，为 １ ６～２ ０ ｍ。

图 １４　 ２０１８年冬季逐月平均浪高（ａ． ２０１８年 １２月，ｂ． ２０１９年 １月，ｃ． ２０１９年 ２月；单位：ｍ）
Ｆｉｇ．１４　 Ｍｏｎｔｈｌｙ ｍｅａｎ ｗａｖｅ ｈｅｉｇｈｔ ｉｎ ｗｉｎｔｅｒ ２０１８ （ａ．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８，ｂ．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１９，ｃ．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１９；ｕｎｉｔｓ：ｍ）

３．２　 海面温度
由月平均海面温度（简称海温）分布（图 １５）可

以看出，我国近海海域海温呈现逐渐降低的趋势，

尤其北部海域降温显著，在冬季近海海域由北到南

的海温之差为 ２１ ～ ２８ ℃，南北温度差距十分明显。
渤海 ２０１８年 １２月的海温为 ６ ～ １０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降至 ４ ℃以下；渤海海峡、黄海海温平均每月降低
２～３ ℃，黄海的海温 ２０１８年 １２ 月为 ８～１６ ℃，２０１９

年 １—２月为 ２～１２ ℃。海温锋区位于黄海南部、东
海西部、台湾海峡、南海北部沿岸海域（图 １５ａ），其
北端逐渐向南推进至东海北部，因此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东海海温梯度明显增大。南海海温降温幅度不

明显，为 ０ ５ ～ １ ５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南海中东部及南部海域的海温仍高达 ２８～２９ ℃（图
１５ａ、ｂ），这为热带气旋活动提供了有利的海温
条件。

图 １５　 ２０１８年冬季逐月平均海温（ａ． ２０１８年 １２月，ｂ． ２０１９年 １月，ｃ． ２０１９年 ２月；单位：℃）
Ｆｉｇ．１５　 Ｍｏｎｔｈｌｙ ｍｅａｎ ｓｅａ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ｉｎ ｗｉｎｔｅｒ ２０１８ （ａ．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８，ｂ．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１９，ｃ．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１９；ｕｎｉｔ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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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小结

２０１８年冬季，北半球极涡呈单极型分布，西北
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偏西偏强。１２ 月，西伯利亚高压
偏强，亚洲中东部中高纬环流经向度较大，利于冷

空气南下，其间伴随 １２月 ２７—３０日持续时间长、影
响范围大、低温极端性强的冷空气过程，近海海区

有一次持续时间长达 ６ ｄ 的大风过程；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随着中高纬环流经向度减小，东亚大槽偏弱，冷

空气势力减弱，大风日数明显减少，伴随东部及南

部海区海雾过程频次增加。具体天气总结如下：

１）冬季，我国近海共出现 １７ 次明显的大风过
程。大风过程主要是由冷空气活动引起（占 ７６％），
此外，冷空气和温带气旋共同影响的大风过程有 ２
次，冷空气与热带气旋共同影响的大风过程１次，
温带气旋大风过程 １次。

２）我国近海出现 １０ 次大范围的海雾过程。其
中 ２０１８年 １２ 月 １ 次、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４ 次、２０１９ 年 ２
月 ５次。海雾主要出现在北部湾、琼州海峡和雷州
半岛沿岸海域，出雾时段多集中于夜间至早晨。

３）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共生成 ２个台风和 １个热
带低压。生成台风数与多年平均值持平。其他各

大洋共有 １４个命名热带气旋活动，分别为北印度洋
２个、澳大利亚附近海域 ３ 个、南太平洋 ４ 个、西南
印度洋 ５个，大西洋、东太平洋及中北太平洋无命名
热带气旋生成。

４）我国近海浪高在 ２ ｍ 以上的海浪过程有 １４
次。其中，１２ 月日数为 ２６ ｄ，１ 月为 ２５ ｄ，２ 月为
１３ ｄ。大浪过程和冷空气导致的大风过程关系最为
密切。

５）２０１８年 １２ 月—２０１９ 年 ２ 月，我国近海海区
的海温逐月降低，北部海域的降温幅度大于南部海

域，海温从北到南的温度差为 ２１ ～ ２８ ℃，１０°Ｎ 以南
的南海南部海温变化不大，高于 ２６ ℃的海域为热带
气旋活动提供了海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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