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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２０２３年夏季(６—８月)大气环流特征为:北半球极涡呈偶极型分布ꎬ极涡强度较常年偏弱ꎬ
欧亚地区及西北太平洋 ５００ ｈＰａ槽脊位置与常年相近ꎬ副热带高压较常年平均偏西且略偏南ꎬ强度

偏强ꎬ范围偏大ꎮ ６ 月ꎬ我国东部和北部近海海域出现 ３ 次海雾过程ꎬ７ 月和 ８ 月无大范围海雾过

程ꎮ 西北太平洋和南海生成台风 １０ 个ꎬ个数较常年同期偏少ꎬ平均极值强度显著偏强ꎮ ６ 月生成

１个远海转向台风ꎻ７月生成 ３个台风ꎬ其中 ２个台风登陆我国ꎻ８ 月台风活动频繁ꎬ生成台风 ６ 个ꎬ
其中有 ２个在 ９月登陆我国ꎮ 全球其他海域有 ２０ 个编号的热带气旋生成ꎮ 我国近海出现 ６ 次 ８
级以上大风过程ꎬ其中热带气旋影响 ５次ꎬ江淮气旋入海影响 １次ꎮ 浪高超过 ２.０ ｍ 的大浪过程发

生 １２次ꎮ 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面温度较常年平均偏高ꎬ台风活动对海浪和海面温度分布影响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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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通过对 ２０２３ 年夏季(６—８ 月ꎬ下同)北半球大

气环流特征进行总结ꎬ分析描述了我国近海海域大

气环流的特点和逐月演变过程ꎬ概括总结了夏季主

要的热带气旋、海上大风、海雾、海浪和海面温度等

海洋天气现象和过程ꎮ 其中重点分析了 ２０２３ 年夏

季在西北太平洋和南海生成的热带气旋对我国的影

响ꎮ 此外ꎬ还对全球其他海域的热带气旋活动进行

了统计分析ꎮ 本文使用多种来源数据ꎬ包括常规地

面气象观测数据、葵花 ９号气象卫星数据、欧洲中期

天气预报中心 (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ｅｎｔｒｅ ｆｏｒ Ｍｅｄｉｕｍ￣Ｒａｎｇｅ
Ｗｅａｔｈｅｒ 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ｓꎬＥＣＭＷＦ)第五代大气再分析数据

(ＥＣＭＷＦ Ｒ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ｖ５ꎬＥＲＡ５)、美国国家海洋和大

气 管 理 局 (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ｃｅａｎｉｃ ａｎｄ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ꎬ ＮＯＡＡ)最优插值海面温度(Ｏｐｔｉｍｕｍ
Ｉｎｔｅｒｐｏｌａｔｉｏｎ Ｓｅａ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ꎬ ＯＩＳＳＴ) 数据

ｖ ２.０(分辨率为 ０.２５°×０.２５°)、中央气象台实时台风

路径和强度数据等ꎮ 文中提到的大风、海雾、大浪等

的统计标准同文献[１－５]ꎮ

１　 环流特征与演变

１.１　 环流特征

由 ２０２３年夏季 ５００ ｈＰａ 平均位势高度(图 １ａ)可
以看出ꎬ北半球极涡呈偶极型分布(图 １ａ)ꎬ其中一个

极涡中心(８４°Ｎꎬ１４５°Ｅ)位于新西伯利亚群岛以北的北

冰洋洋面上ꎬ接近北极点ꎬ中心附近位势高度约为

５４２ ｄａｇｐｍꎬ与常年(１９９１—２０２０年ꎬ下同)平均相比呈

－１.４ ｄａｇｐｍ的弱负距平ꎻ另一个极涡中心(７１°Ｎꎬ７０°Ｗ)
位于格陵兰岛以西的巴芬岛附近ꎬ中心附近位势高度

约为 ５４７ ｄａｇｐｍꎬ与常年平均相比呈 ０.７ ｄａｇｐｍ的弱正

距平ꎮ 夏季 ５００ ｈＰａ位势高度距平场上北极地区正距

平占主导ꎬ表明极涡较常年平均明显偏弱(图 １ｂ)ꎮ
２０２３年夏季北半球中高纬度西风带呈 ４波型分布ꎬ欧
亚大陆槽脊位置与常年平均相近ꎮ 夏季ꎬ西北太平洋

副热带高压(以下简称“副高”)位置显著偏西ꎬ略偏南ꎬ
强度偏强ꎮ ５８８ ｄａｇｐｍ 等位势高度线(以下简称“５８８
线”)覆盖范围显著变大ꎬ西脊点位置由常年平均的

２５°Ｎ、１３３°Ｅ西伸南落至 ２２°Ｎ、１１７°Ｅꎬ偏西约 １６经度ꎬ
偏南约 ３纬度ꎮ 副高主体中心呈 ３ ｄａｇｐｍ的正距平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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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２０２３年夏季北半球 ５００ ｈＰａ平均环流形势场及其距平场和 ５８８ ｄａｇｐｍ线环流形势场
Ｆｉｇ.１　 Ｍｅａｎ ｇｅｏ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ｈｅｉｇｈｔ ａｔ ５００ ｈＰａ ｉｎ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Ｈｅｍｉｓｐｈｅｒｅ ｉｎ ｓｕｍｍｅｒ ２０２３ꎻ ｇｅｏ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ｈｅｉｇｈｔ ａｎｏｍａｌｙꎬ

ｍｅａｎ ５８８ ｄａｇｐｍ ｉｓｏｌｉｎｅ ｉｎ ｓｕｍｍｅｒ ２０２３ꎬ ａｎｄ ｃｌｉｍａｔ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ｎｏｒｍａｌ ５８８ ｄａｇｐｍ ｉｓｏｌｉｎ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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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环流演变对我国近海天气的影响

６ 月ꎬ欧亚大陆和西北太平洋海域的中高纬度

５００ ｈＰａ平均位势高度场呈现“两槽一脊”型(图
２ａ)形态ꎬ槽脊形态与常年平均相近ꎮ 西西伯利亚

平原呈－８ ｄａｇｐｍ的负距平ꎮ 东亚大槽位于 １２０° ~
１３０°Ｅꎬ强度比常年略偏强ꎬ西太平洋副高偏强ꎬ范
围偏大ꎮ 在平均海平面气压场(图 ２ｂ)上ꎬ低压中

心位于西西伯利亚平原ꎬ与中高纬度 ５００ ｈＰａ西侧

大槽相对应ꎬ中心气压值小于 １ ００５ ｈＰａꎬ表现为负

距平ꎮ 海平面气压距平场在东亚大槽对应的位置

处呈负距平ꎬ在副高主体处以正距平为主ꎬ因此在

我国近海ꎬ东西向海平面气压梯度较常年增加ꎮ
６ 月上中旬西北太平洋有 ２ 个编号的热带气旋活

动ꎬ分别是生成于 ５ 月的 ２３０２ 号台风“玛娃”和生

成于 ６ 月的 ２３０３ 号台风“古超”ꎮ ２ 个台风都在 ６
月上旬受副高引导西行北上ꎬ之后相继汇入中纬

度西风带ꎬ在 １２５° ~ １３０°Ｅ之间向东北方向转向

前进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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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２０２３年 ６月 ５００ ｈＰａ环流形势场和海平面气压场及其距平场
Ｆｉｇ.２　 Ｍｏｎｔｈｌｙ ｍｅａｎ ｇｅｏ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ｈｅｉｇｈｔ ａｎｄ ｉｔｓ ａｎｏｍａｌｙ ａｔ ５００ ｈＰａꎻ ｍｏｎｔｈｌｙ ｍｅａｎ ｓｅａ￣ｌｅｖｅｌ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ａｎｄ ｉｔｓ ａｎｏｍａｌｙ ｉｎ Ｊｕｎｅ ２０２３

　 　 ７月ꎬ５００ ｈＰａ中高纬欧亚大陆和西北太平洋呈

纬向型、多波型的环流形势(图 ３ａ)ꎬ５０°Ｎ 以南位势

高度呈正距平ꎬ以北以负距平为主ꎬ这种形势下极地

冷空气难以南下ꎮ 在中低纬度ꎬ副高依然强度偏强、
范围偏大ꎮ 海平面气压和气压距平分布与 ６ 月相

似ꎮ ２０°Ｎ以南的低纬度太平洋海平面气压以负距

平为主(图 ３ｂ)ꎬ且负距平范围相较 ６ 月略有增大ꎬ
表明相应海域热带对流活动较为活跃ꎮ 在 １４０°Ｅ以

西的太平洋和南海区域ꎬ５８８ ｄａｇｐｍ 线南界明显北

抬并且呈西北—东南走向ꎮ 与之相应的ꎬ２３０４ 号台

风“泰利”和 ２３０５ 号台风“杜苏芮”受副高引导在

７月生成后西北行ꎬ相继登陆我国华南地区ꎮ
８月ꎬ欧亚大陆和西北太平洋中高纬 ５００ ｈＰａ位

势高度场环流经向度增加ꎬ阻塞形势发展(图 ４ａ)ꎮ
乌拉尔山附近的高压脊较常年同期偏强ꎬ北极地区

位势高度较常年偏高ꎬ新地岛附近有 １２ ｄａｇｐｍ的位

势高度正距平中心ꎮ 副高相比 ７ 月显著东退ꎬ脊线

位置显著偏北ꎬ我国东部近海至日本以南洋面一带

呈位势高度弱负距平ꎬ表明该区域西太平洋副高强

度偏弱ꎬ这与 ８月该区域热带气旋活跃相关ꎮ 另外ꎬ
副高的东退北抬也使其对台风向北移动的引导增

强ꎬ８月北上台风相比 ７月明显增多ꎮ ８月西北太平

洋热带气旋生成个数略超过常年平均ꎬ强度显著偏

强ꎮ 表现在海平面气压场距平上ꎬ我国中东部地区、
我国近海以及 １０°Ｎ以北、１６０°Ｅ以西的太平洋海平

面气压较常年平均偏低(图 ４ｂ)ꎮ

２　 我国近海天气分析

２０２３年夏季共有 ６次大风过程ꎬ其中 ５ 次受台

风影响ꎬ１次受入海江淮气旋影响ꎻ出现 ３ 次明显海

雾过程ꎻ生成台风 １０个ꎬ其中 ２个在我国沿海登陆ꎮ
２.１　 大风过程

２.１.１　 概况

２０２３年夏季ꎬ我国近海出现 ６次 ８级及以上大风

过程ꎬ其中 ５ 次由台风活动引起ꎬ１ 次由入海江淮气

旋引发(表 １)ꎮ ６月ꎬ台风活跃程度相对较低ꎮ 台风

２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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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娃”于 ６月初在巴士海峡以东转向偏北—东北方

向ꎬ外围环流影响我国近海海区ꎮ 相比 ２０２３ 年夏季

其他台风大风ꎬ“玛娃”影响范围和风力均较小ꎮ ７
月ꎬ台风“泰利”和“杜苏芮”相继影响我国南部和东

南部海区ꎬ为我国南部海域和东南部海域带来大范围

９级以上大风ꎮ ８月初ꎬ台风“卡努”先在东海南部近

海停滞ꎬ而后两次转向ꎬ最后登陆韩国ꎬ在此过程中给

东海带来长时间大范围 ９级以上大风ꎮ 台风“苏拉”
８月末进入巴士海峡和南海ꎬ９月初登陆广东ꎬ给南海

北部海域、巴士海峡带来大范围 ９级以上大风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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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２０２３年 ７月 ５００ ｈＰａ环流形势场和海平面气压场及其距平场
Ｆｉｇ.３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ａｓ Ｆｉｇ.２ꎬ ｂｕｔ ｆｏｒ Ｊｕｌｙ ２０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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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２０２３年 ８月 ５００ ｈＰａ环流形势场和海平面气压场及其距平场
Ｆｉｇ.４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ａｓ Ｆｉｇ.２ꎬ ｂｕｔ ｆｏｒ 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２３

２.１.２　 ８月 １—６日台风大风过程

８月 １—６日台风大风过程由 ２０２３年第 ６号台风

“卡努”引发ꎮ “卡努”于 ７月 ２８日 ０２时(北京时ꎬ下
同)在西北太平洋上生成ꎬ生成后向西北方向移动ꎮ ７
月 ３０日 ０２时—３１日 １４时经历了快速加强过程ꎬ由
强热带风暴级加强为超强台风级ꎬ最大 ２４ ｈ 强度变

化为 １５ ｍｓ－１ꎮ 此后ꎬ“卡努”移动路径发生了两次大

角度的转向过程:８ 月 ３—４日在东海南部停滞后转

向偏东方向移动ꎬ８ 月 ７—８日在琉球群岛以东洋面

停滞然后转向北偏西方向ꎮ “卡努”于 ８ 月 １０ 日

１０时前后以强热带风暴级(２８ ｍｓ－１ꎬ９７５ ｈＰａ)在韩

国庆尚南道沿海登陆ꎬ自南向北纵向穿过朝鲜半岛ꎬ８
月 １１日 １７时前后“卡努”进入黄海北部ꎬ２１ 时前后

以热带低压(１２ ｍｓ－１ꎬ１ ０００ ｈＰａ)形式在辽宁庄河再

次登陆ꎬ之后强度迅速减弱ꎮ 中央气象台于 １２日 ０２
时对其停止编号(图 ５)ꎮ

３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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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中国近海 ２０２３ 年夏季主要大风过程
Ｔａｂｌｅ １　 Ｍａｉｎ ｇａｌｅ ｅｖｅｎｔｓ ｏｖｅｒ ｏｆｆｓｈｏｒｅ ａｒｅａ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ｉｎ ｓｕｍｍｅｒ ２０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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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月 １—２日 台风“玛娃”
巴士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台湾海峡、东海出现 ７~８级大风ꎬ其中台湾以东洋

面、东海东部海域风力达 ９级、阵风 １０~１１级

２ ７月 １５—１８日 台风“泰利”
南海、巴士海峡、琼州海峡、北部湾出现 ７~８级大风ꎬ其中南海北部部分海域

风力为 ９~１３级、阵风 １４~１５级

３ ７月 ２５—２８日 台风“杜苏芮”
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台湾海峡、东海西南部出现 ８ ~ １０ 级大风ꎬ其中台风

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风力为 １１~１７级

４ ８月 １—６日 台风“卡努”
东海、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出现 ７~ ９级大风ꎬ其中东海部分海域风力为

１０~１６级、阵风 １７级

５ ８月 ２７—２８日 入海江淮气旋 黄海、渤海海峡出现 ７~８级大风ꎬ其中部分海域风力达 ９级、阵风 １０~１１级

６ ８月 ２９日—９月 １日 台风“苏拉”
巴士海峡、南海北部、台湾海峡、东海西南部出现 ７~８级大风ꎬ其中南海东北

部和巴士海峡的部分海域风力为 ９~１１级ꎬ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风力为

１２~１７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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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台风“卡努”路径
Ｆｉｇ.５　 Ｔｒａｃｋ ｏｆ Ｔｙｐｈｏｏｎ Ｋｈａｎｕｎ

　 　 台风“卡努”的生命史长达 １５ ｄꎬ远高于西北太

平洋台风 ６.２ ｄ的平均生命史ꎬ在东海的路径停滞致

使其在东海南部停留大约 ８７ ｈꎮ 第二次停滞转向后ꎬ
“卡努”中心经过东海东北部ꎬ在东海东北部海域内经

历约 ２４ ｈꎮ 受“卡努”影响ꎬ８月 １—６日ꎬ东海南部和

东北部出现 ８~１０级大风(图 ６ａ)ꎬ台风中心附近海域

风力为 １１~１６级ꎬ阵风 １７级以上(图 ６ｂ)ꎻ８—１０日ꎬ
东海东北部出现 ７~９ 级大风ꎬ台风中心附近海域风

力为 １０~１１ 级、阵风 １２~１３ 级ꎮ “卡努”路径的两次

停滞和大角度的转折ꎬ伴随着的是较大的预报不确定

性ꎬ也对海上航运和沿海省(市)灾害防御提出了挑战ꎮ
２.２　 海雾过程

２.２.１概况

２０２３年 ６ 月我国近海出现 ３ 次明显的海雾过

程ꎬ７—８月无大面积海雾过程(表 ２)ꎮ ５ 月底至 ６
月初在台风“玛娃”外围的东海和黄海出现能见度

不足 １ ｋｍ的大雾ꎬ６月 ６—９日ꎬ来自南方的暖湿气

流平流到黄海的冷海面上ꎬ逐渐冷却ꎬ水汽凝结ꎬ出
现 ２次大雾过程ꎮ 这两次大雾过程成因相似ꎬ以下

以 ６—７日过程为例进行分析说明ꎮ

４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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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２０２３年 ８月 １日 ００时—６日 ２３时 ８级以上大风实况(ａ)、２日 １７:３０左右 ＲＣＭ￣３
卫星合成孔径雷达反演洋面风场(ｂ)

Ｆｉｇ.６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ａｌｅ ｆｒｏｍ ００:００ ＢＳＴ １ ｔｏ ２３:００ ＢＳＴ ６ Ａｕｇｕｓｔ (ａ) ａｎｄ ｏｃｅａｎ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ｗｉｎｄ ｄｅｒｉｖｅｄ
ｆｒｏｍ 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 ａｐｅｒｔｕｒｅ ｒａｄａｒ ｏｎ ＲＣＭ￣３ 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 ａｒｏｕｎｄ １７:３０ ＢＳＴ ２ 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２３ (ｂ)

表 ２　 中国近海 ２０２３ 年夏季主要海雾过程
Ｔａｂｌｅ ２　 Ｍａｉｎ ｓｅａ ｆｏｇ ｅｖｅｎｔｓ ｏｖｅｒ ｏｆｆｓｈｏｒｅ ａｒｅａ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ｉｎ ｓｕｍｍｅｒ ２０２３

序号 海雾过程时段 天气形势和影响系统 强度 影响范围

１ ５月 ３０日—６月 ２日 台风外围气流 能见度不足 １ ｋｍ
５月 ３０ 日白天—６月 １ 日白天ꎬ东海和黄海南部有条状或者

带状的海雾ꎬ不成片ꎻ１ 日夜间—２ 日白天ꎬ黄海大部、东海西

部海域出现成片大范围的海雾

２ ６月 ６—７日 锋前暖湿气流 能见度不足 １ ｋｍ
６日夜间—７ 日上午ꎬ黄海北部、黄海东部海域、东海北部海

域、成山头有大雾

３ ６月 ８—９日 锋前暖湿气流 能见度不足 １ ｋｍ
８日 ２０时—９日 １７时ꎬ黄海北部、黄海东部海域、成山头有大

雾

２.２.２　 ６月 ６—７日海雾过程分析

６月 ６—７日ꎬ黄海出现了能见度不足 １ ｋｍ 的

大雾天气ꎮ 葵花 ９号卫星的红外通道及海雾人工智

能(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ꎬ ＡＩ)反演结果表明ꎬ６ 日 ２０
时ꎬ黄海东北部和中东部、朝鲜沿岸出现了大片海

雾ꎬ黄海南部、东海北部也出现了零散的海雾(图
７ａ、ｂ)ꎮ 另外ꎬ山东半岛及附近海域有低云(图 ７ａ)ꎬ
由地面观测可见ꎬ该处有 ３~５ ｋｍ能见度的轻雾(图
７ｃ)ꎮ 之后ꎬ雾区向北推进向西扩展ꎬ７ 日 ０２ 时ꎬ北
侧雾区位于黄海东北部、辽东半岛东部沿岸ꎬ山东半

岛被中云覆盖ꎬ由地面观测可知ꎬ成山头附近也有能

见度不足 ５００ ｍ的大雾ꎬ云图中受该处中低云影响ꎬ
ＡＩ反演未能正确识别ꎮ 另外ꎬ东海北部雾区范围扩

大(图略)ꎮ ７ 日凌晨至上午ꎬ北侧雾区继续向西扩

展ꎬ上午 ０８时ꎬ黄海北部被雾区遮盖(图 ７ｄ、ｅ)ꎬ成
山头附近能见度小于 １００ ｍ(图 ７ｆ)ꎬ南侧雾区北

进至黄海南部ꎬ呈分散的小片状分布ꎮ 随后ꎬ海雾

由发展维持阶段进入减弱阶段ꎮ ７ 日 １４ 时ꎬ随着

雾区向北移动ꎬ原先位于黄海北部的雾区大部分

进入辽东半岛陆地后消散ꎬ成山头附近能见度变

好ꎬ转为轻雾ꎻ南侧雾区北进至黄海中东部和东南

部ꎬＡＩ反演方法将其识别为低云与分散的海雾的

混合体ꎮ ７ 日 ２０ 时ꎬ海雾逐渐消散ꎬ但沿海观测站

仍有轻雾ꎮ
　 　 大气低层逆温层的建立对于海雾的发展和维持

至关重要ꎬ逆温层会抑制其下对流的发展ꎬ防止高空

的低熵空气与低层混合ꎬ从而有助于维持低层大气

比湿ꎬ为水汽凝结成雾创造基础[６－７]ꎮ 由于黄海东

岸和成山头附近海域在云图中海雾形态差异较大ꎬ
因此分别选取我国成山头和朝鲜半岛西岸近海白翎

岛的探空数据ꎬ代表黄海东岸和西岸大气层结状态

进行讨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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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　 葵花 ９号卫星红外多通道合成云图、海雾反演落区和地面能见度(单位:ｋｍ)观测
Ｆｉｇ.７　 Ｉｎｆｒａｒｅｄ ｍｕｌｔｉ￣ｃｈａｎｎｅｌ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 ｉｍａｇｅｒｙ ｆｒｏｍ Ｈｉｍａｗａｒｉ￣９ 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ꎬ ｒｅｔｒｉｅｖｅｄ ｓｅａ ｆｏｇ

ａｒｅａꎬ ａｎｄ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ｖｉ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ｕｎｉｔｓ: ｋｍ)

　 　 ６ 日夜间ꎬ成山头和白翎岛大气层结相似ꎬ
９５０ ｈＰａ以下有浅薄的逆温ꎬ逆温幅度为 ２~３ ℃ꎬ逆温

层以下大气接近饱和(图 ８ａ、ｂ)ꎮ 成山头和白翎岛附

近海面的气海温差(２ ｍ气温与其对应的海面温度之

差)为 １~２ ℃(图 ９ａ)ꎬ有利于成雾ꎮ 由于气海温差大

加之天空无云层遮蔽ꎬ因此海气界面的感热交换、湍
流和低层大气夜间长波辐射都会使海面附近大气降

温ꎬ导致气温向海面温度趋近ꎻ另一方面ꎬ地面附近风

向为西南风ꎬ８５０ ｈＰａ 风向转为偏西风ꎬ８５０ ｈＰａ 以下

风向随高度顺转ꎬ表明相应高度上存在暖平流ꎬ温度

平流会使 ８５０ ｈＰａ以下的低层大气升温(图 ８ａ、ｂ)ꎬ最
终的结果是使 ８５０ ｈＰａ 以下ꎬ上层升温ꎬ低层降温ꎮ
因此ꎬ７日早晨两站逆温均进一步增大ꎬ为 ５~６ ℃(图
８ｃ、ｄ)ꎮ 同时由于低层平流增温效果较降温效果更

强ꎬ黄海中部的气海温差进一步增大到 １~ ３ ℃ꎮ 然

而黄海北部气海温差相对较小ꎬ为－０.５ ~ １ ℃ (图
９ｂ)ꎮ 有研究表明ꎬ海雾成雾时ꎬ气温会明显下降ꎬ气
海温差减小[８]ꎮ ７ 日０８时ꎬ黄海北部气海温差小于

１ ℃的区域与卫星云图中雾区基本重合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成山头站虽然逆温很强ꎬ但是逆

温层厚度非常浅薄ꎬ逆温层顶仍然位于 ９５０ ｈＰａ 以
下(图 ８ｃ)ꎬ不利于海雾厚度的发展ꎮ 白翎岛逆温层

顶上升至大约 ９２５ ｈＰａꎬ９２５ ｈＰａ 之下大气饱和ꎬ且
偏南风的厚度增加ꎬ带来更充沛的水汽(图 ８ｄ)ꎬ因
此层结条件更加有利于海雾的垂直发展和维持ꎮ 从

卫星红外云图上也可以明显看出ꎬ黄海北部自西向

东海雾厚度存在显著差异:东部雾区红外亮温更低ꎬ
表明雾顶高度更高ꎬ海雾厚度更厚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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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８　 ｔ－ｌｎｐ 探空曲线图
Ｆｉｇ.８　 Ｔｈｅ ｔ－ｌｎｐ ｃｈａｒｔ

２.３　 热带气旋

２.３.１　 西北太平洋和南海热带气旋概述

２０２３年夏季ꎬ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共有 １０ 个编

号台风生成(表 ３)ꎬ比常年(１９９１—２０２０ 年ꎬ下同)
同期平均值偏少 １.１个ꎬ其中:“多拉”最初生成自东

北太平洋ꎬ为移入西北太平洋的台风ꎮ ２０２３ 年夏季

有 ２个台风登陆我国ꎬ其中:“泰利”于 ７ 月 １７ 日和

１８日先后以台风级强度(３８ ｍｓ－１)和强热带风暴

级强度(２５ ｍｓ－１)登陆广东湛江和广西北海ꎻ“杜苏

芮”于 ７月 ２８日以强台风级(５０ ｍｓ－１)登陆福建晋

江(图 １０)ꎮ ２０２３年夏季登陆台风个数比常年平均

(４.７个)偏少２.７个ꎮ 夏季 １０ 个台风的平均最大强

度为 ４６. ３ ｍｓ－１ꎬ比常年平均(３６. １ ｍｓ－１ )偏强

１０.２ ｍｓ－１ꎻ ２ 个 登 陆 台 风 平 均 登 陆 强 度 为

４４.０ ｍｓ－１ꎬ比常年平均登陆强度(３１.０ ｍｓ－１)偏强

１３.０ ｍｓ－１ꎮ
２.３.２　 全球其他海域热带气旋概况

２０２３年夏季ꎬ除西北太平洋和南海之外的海域

共有 ２０个命名热带气旋生成(图 １１)ꎬ其中北大西

洋 １０个ꎬ东北太平洋 ９个ꎬ北印度洋 １个ꎬ中北太平

洋、南太平洋和南印度洋无命名热带气旋生成(表
４)ꎮ 同常年同期相比ꎬ北大西洋比平均个数(４.９
个)偏多５.１个ꎬ东太平洋比平均个数(９.８个)偏少

０.８个ꎬ北印度洋比平均个数 ( ０.６个)偏多０.４个ꎮ
２０２３年夏季ꎬ南半球生成的热带气旋个数比常年平

均生成个数偏少０.６个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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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９　 气海温差(色阶ꎬ单位:℃)
Ｆｉｇ.９　 Ａｉｒ￣ｓｅａ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ｃｏｌｏｒ ｓｃａｌｅꎬ ｕｎｉｔｓ: ℃)

表 ３　 ２０２３ 年夏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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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３

编号 热带气旋名称
生成时刻和位置

生成时刻 纬度 / ( °Ｎ) 经度 / ( °Ｅ)
停编时刻

极值强度

中心气压 / (ｈＰａ) 风速 / (ｍｓ－１)
２３０２ 玛娃(Ｍａｗａｒ) ５月 ２０日 １４时 ５.８ １４９.１ ６月 ２日 ２０时 ９０５ ６８
２３０３ 古超(Ｇｕｃｈｏｌ) ６月 ６日 ２０时 １２.８ １３５.３ ６月 １３日 ０２时 ９６０ ４０
２３０４ 泰利(Ｔａｌｉｍ) ７月 １５日 ０８时 １７.９ １１８.６ ７月 １８日 ２３时 ９６０ ４０
２３０５ 杜苏芮(Ｄｏｋｓｕｒｉ) ７月 ２１日 ０８时 １３.９ １３２.８ ７月 ２９日 １１时 ９１５ ６２
２３０６ 卡努(Ｋｈａｎｕｎ) ７月 ２８日 ０２时 １２.６ １３７.６ ８月 １２日 ０２时 ９３５ ５２
２３０７ 兰恩(Ｌａｎ) ８月 ８日 ０８时 ２４.３ １４９.０ ８月 １７日 １７时 ９３０ ５５
２３０８ 多拉(Ｄｏｒａ) ８月 １２日 ０８时 １５.５ １８０.０ ８月 １５日 １７时 ９６０ ４０
２３０９ 苏拉(Ｓａｏｌａ) ８月 ２４日 １４时 ２０.３ １２４.７ ９月 ３日 １７时 ９１５ ６２
２３１０ 达维(Ｄａｍｒｅｙ) ８月 ２５日 ０５时 １７.９ １５２.０ ８月 ２９日 ０８时 ９８０ ３０
２３１１ 海葵(Ｈａｉｋｕｉ) ８月 ２８日 ０８时 １８.４ １４２.９ ９月 ６日 １７时 ９３５ ５２
２３１２ 鸿雁(Ｋｉｒｏｇｉ) ８月 ３０日 ２０时 １３.３ １５４.３ ９月 ２日 ０８时 ９８０ ３０

３　 海洋概况

３.１　 浪高

２０２３年夏季我国近海共有 １２ 次明显的 ２.０ ｍ
以上的大浪(以有效波高计ꎬ下同)过程(表 ５)ꎮ 在

这些大浪过程里ꎬ７ 月下旬和 ８ 月上旬ꎬ台风“杜苏

芮”和“卡努”引发的最大浪高超过 ９.０ ｍꎬ６ 月上旬

台风“古超”和 ８ 月下旬台风“苏拉”引起的最大浪

高超过 ７.０ ｍꎬ７月中旬台风“泰利”引起最大浪高超

５.０ ｍꎮ
６月ꎬ在我国近海ꎬ东海、巴士海峡、南海平均浪

高为 １.０~１.２ ｍꎮ 由于 ６ 月西北太平洋上大风主要

由台风“古超”引起ꎬ因此海上 １.５ ｍ 以上浪高主要

出现在远海的菲律宾以东洋面、琉球群岛以东洋面、
日本以南洋面ꎬ大浪区域与台风“古超”路径高度重

合(图 １２ａ)ꎮ ７ 月ꎬ近海海区浪高相比 ６ 月有所增

加ꎮ 受台风“泰利”和“杜苏芮”影响ꎬ南海平均浪高

为１.３~ １.６ ｍꎬ巴士海峡为 １.５ ~ １.８ ｍꎮ 受台风“卡
努”影响ꎬ琉球群岛以南、巴士海峡和吕宋岛以东的

洋面上平均浪高普遍超过 １.８ ｍꎮ 另外ꎬ黄海和东海

浪高也有所增加(图 １２ｂ)ꎮ ８ 月ꎬ由于台风“卡努”
在东海南部和琉球群岛附近长时间停滞ꎬ加上台风

“兰恩”在日本以南洋面北上ꎬ东海东部、台湾以东

和琉球群岛以东的海域平均浪高普遍超过 ２.０ ｍꎮ
相较 ７月ꎬ东海 ８月其他海域浪高也有显著增加ꎬ我
国其余近海海区浪高较上月变化不大(图 １２ｃ)ꎮ

８１１



第 ４期 聂高臻等:２０２３年夏季海洋天气评述

100° 105° 110° 115° 120° 125° 130° 135° 140° 145° 150° 155° 160° 165° 170° 175°E 180° 175°W

3�

��
2308SK

2312

D4
2310

"9
2311

��
2307

(�
2302

��
2306

�B
2303

�77
2305

7�
2309

"�
2304

50°N

45°

40°

35°

30°

25°

20°

15°

10°

  5°

  0°

3
�

'��	
'�N�
�'�N�

N
�
N
C�
N

图 １０　 ２０２３年夏季西北太平洋和南海热带气旋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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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１　 ２０２３年夏季全球其他海域热带气旋路径
Ｆｉｇ.１１　 Ｔｒａｃｋｓ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ｃｙｃｌｏｎｅｓ (ｅｘｃｅｐｔ ｉｎ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Ｎｏｒｔｈ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Ｓｅａ) ｉｎ ｓｕｍｍｅｒ ２０２３

３.２　 海面温度

２０２３年夏季ꎬ我国东部和北部近海海面温度逐

月上升ꎮ ６—８月ꎬ２３°Ｎ 以南的西北太平洋和南海

月平均海面温度变化不大ꎬ温度维持在 ２９ ℃以上

(图 １３)ꎬ其中在南海北部和中部、北部湾、琼州海

峡、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附近海域有超过 ３０ ℃的

暖水海面ꎮ 高海面温度有利于行至此处的台风强度

加强或维持ꎮ 台风“泰利”在广东近海强度加强为

台风级并维持至登陆ꎻ“杜苏芮”在菲律宾以东快速

加强为超强台风ꎬ之后强度长时间维持ꎬ略有减弱后

在中国近海又再次加强为超强台风ꎻ“苏拉”在菲律

宾以东近海强度快速加强ꎬ横穿巴士海峡至临近登

陆前强度长时间维持在超强台风级ꎬ与南海、菲律宾

近海的暖水区有密切关系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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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２０２３ 年夏季全球其他海域热带气旋统计
Ｔａｂｌｅ ４　 Ｇｌｏｂａｌ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ｃｙｃｌｏｎｅ 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ｅｓ (ｅｘｃｅｐｔ ｉｎ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Ｎｏｒｔｈ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Ｓｅａ) ｉｎ ｓｕｍｍｅｒ ２０２３

发生海域 热带气旋名称 活动时段
极值强度 /
(ｍｓ－１)

北印度洋 Ｂｉｐａｒｊｏｙ ６月 ７—１７日 ４５

东北太平洋

Ａｄｒｉａｎ ６月 ２８日—７月 ３日 ４５
Ｂｅａｔｒｉｚ ６月 ３０日—７月 ２日 ３８
Ｃａｌｖｉｎ ７月 １２—２０日 ５５
Ｄｏｒａ ８月 １—１５日 ６５
Ｅｕｇｅｎｅ ８月 ６—８日 ３０
Ｆｅｒｎａｎｄａ ８月 １３—１７日 ６０
Ｇｒｅｇ ８月 １４—１８日 ２３
Ｈｉｌａｒｙ ８月 １６—２１日 ６５
Ｉｒｗｉｎ ８月 ２７—３０日 １８

北大西洋

Ａｒｌｅｎｅ ６月 ３—４日 １８
Ｂｒｅｔ ６月 ２０—２５日 ３０
Ｃｉｎｄｙ ６月 ２３—２６日 ２５
Ｄｏｎ ７月 １４—２４日 ３３
Ｅｍｉｌｙ ８月 ２０—２１日 ２３
Ｆｒａｎｋｌｉｎ ８月 ２１日—９月 ２日 ６５
Ｇｅｒｔ ８月 ２１—２２日 １８
Ｈａｒｏｌｄ ８月 ２２—２３日 ２３
Ｉｄａｌｉａ ８月 ２８日—９月 ３日 ６０
Ｊｏｓｅ ８月 ３１日—９月 ２日 ２５

表 ５　 中国近海 ２０２３ 年夏季主要大浪(２.０ ｍ 以上)过程
Ｔａｂｌｅ ５　 Ｍａｉｎ ｗａｖｅ ｅｖｅｎｔｓ (ａｂｏｖｅ ２.０ ｍ) ｉｎ ｏｆｆｓｈｏｒｅ

ａｒｅａ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ｉｎ ｓｕｍｍｅｒ ２０２３

序号 大浪过程时段 影响海域
最大浪高

/ ｍ

１ ６月 １—３日
东海、台湾以东洋面、巴士

海峡、台湾海峡、南海东北

部和南部

７.７

２ ６月 ９—１４日
东海、台湾以东洋面、巴士

海峡、南海大部
３.１

３ ６月 ２４—２５日 黄海中部和南部 ２.２

４
６月 ２９日—
７月 １日

东海 ２.５

５ ７月 ４日 黄海北部和中部 ２.３
６ ７月 ４—９日 东海、台湾以东洋面 ２.７
７ ７月 １３—１４日 黄海东部、东海背部 ２.５
８ ７月 １４—１９日 南海、巴士海峡、北部湾 ５.２
９ ７月 １９—２１日 南海南部 ２.３

１０ ７月 ２４—３１日
巴士海峡、台湾以东洋面、
南海、东海南部、台湾海峡、
黄海中部和南部

９.８

１１
７月 ３１日—
８月 １０日

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
东海、台湾海峡、南海北部

和中部、黄海南部、北部湾

１０.３

１２
８月 ２６—
３１日

巴士海峡、台湾以东洋面、
南海、台湾海峡、东海西部

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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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２　 ２０２３年夏季月平均浪高(色阶ꎬ单位:ｍ)
Ｆｉｇ.１２　 Ｍｏｎｔｈｌｙ ｍｅａｎ ｗａｖｅ ｈｅｉｇｈｔ (ｃｏｌｏｒ ｓｃａｌｅꎬ ｕｎｉｔｓ: ｍ) ｉｎ ｓｕｍｍｅｒ ２０２３

　 　 在 ２３°Ｎ以北的海域ꎬ６ 月ꎬ海面温度梯度最大

的区域位于 ２５° ~ ３０° Ｎꎬ由南向北海面温度从

２８ ℃迅速降低到 ２２ ℃ꎮ 黄海中部和南部海区海

面温度为１９° ~ ２２ ℃ꎮ 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北部

海面被 ２０ ℃以下的冷水团占据ꎬ其中渤海局部海

域月平均海面温度低于 １６ ℃ꎮ 当有偏南风暖湿

气流北上ꎬ配合北部海区较低的海面温度ꎬ有利于

海上平流雾的发生ꎬ这也是 ６ 月 ２ 次海雾过程的主

要成因(图 １３ａ)ꎮ ７ 月ꎬ海面温度梯度大值区略有

北抬ꎬ位于 ３０°Ｎ 附近ꎮ ２３°Ｎ 以北海面显著升温ꎬ
东海南部海面温度为 ２８° ~ ２９ ℃ꎬ北方大部海域升

温 ４ ℃左右(图 １３ｂ)ꎮ ８ 月ꎬ东海北部、黄海、渤
海、渤海海峡海面温度继续大幅度上升ꎬ黄海中部

及以南的近海海区均被 ２８ ℃以上的暖水占据ꎬ黄
海北部、渤海、渤海海峡海面温度为 ２４ ~ ２８ ℃
(图 １３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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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３　 ２０２３年夏季月平均海面温度(色阶ꎬ单位:℃)
Ｆｉｇ.１３　 Ｍｏｎｔｈｌｙ ｍｅａｎ ｓｅａ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ｃｏｌｏｒ ｓｃａｌｅꎬ ｕｎｉｔｓ: ℃) ｉｎ ｓｕｍｍｅｒ ２０２３

　 　 在海面温度距平场上ꎬ２０２３ 年夏季我国近海海

区整体表现为 ０.５~１.５ ℃的正距平ꎬ其中北方海域沿

海岸线附近海面温度显著偏高(２.５~３.５ ℃)(图 １４)ꎮ
６月ꎬ台湾以东洋面、琉球群岛附近洋面海面温度较

常年平均偏低 ０.５~１.５ ℃ꎬ海面温度负距平区域与台

风“玛娃”“古超”路径有很高吻合度ꎬ表明台风对于

深层海水的搅动使该处海面温度降低(图 １４ａ)ꎮ ７
月ꎬ我国近海海面温度距平比 ６ 月略有增高(图
１４ｂ)ꎮ ８月ꎬ黄海海面温度显著高于常年平均ꎬ其中

黄海东部有 ３.０~４.０ ℃的海面温度正距平(图 １４ｃ)ꎮ

40°N

30°

20°

10°

  0°

3
�

40°N

30°

20°

10°

  0°

3
�

3�

105°      115°      125°      135°E

UBU��

3�

105°      115°      125°      135°E

UCU��

40°N

30°

20°

10°

  0°

3
�

3�

105°      115°      125°      135°E

UDU��

�1.5 �1.0 �0.5  0.5  1.0  1.5  2.0  2.5  3.0  3.5

图 １４　 ２０２３年夏季海面温度距平(色阶ꎬ单位:℃)
Ｆｉｇ.１４　 Ｓｅａ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ｏｍａｌｙ (ｃｏｌｏｒ ｓｃａｌｅꎬ ｕｎｉｔｓ: ℃) ｉｎ ｓｕｍｍｅｒ ２０２３

４　 小结

２０２３年夏季(６—８ 月)ꎬ北半球极涡呈偶极型

分布ꎬ２个中心分别位于北极点 １０ 纬度以内的北冰

洋上和格陵兰岛以西附近ꎮ 整体而言极涡较常年平

均明显偏弱ꎮ 北半球中高纬度西风带呈 ４ 波型分

布ꎮ 欧亚大陆呈“两槽一脊”环流型ꎬ基本与常年平

均相一致ꎮ 夏季副高呈现偏西、略偏南的特点ꎬ副高

主体强度较常年平均值偏强ꎮ ５８８ ｄａｇｐｍ 线的范围

显著增大ꎬ西脊点位置也向西南方偏移ꎮ ６ 月ꎬ西北

太平洋有 ２个台风活动ꎬ受副高引导在远海转向东

北方向移动ꎻ７ 月ꎬ环流呈多波型ꎬ低纬度海平面气

压负距平范围增大ꎬ副高北抬ꎬ受其引导 ２个台风登

陆我国ꎮ ８月环流经向度增加ꎬ副高东退北抬ꎬ西北

太平洋热带气旋活跃ꎬ海平面气压较年均值偏低ꎮ
具体天气总结如下ꎮ

１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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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我国近海在 ２０２３年夏季出现 ６次 ８级及以

上大风过程ꎬ其中 ５次与台风活动相关ꎬ１ 次由入海

江淮气旋引发ꎮ ６月ꎬ台风“玛娃”影响范围较小ꎬ风
力相对较弱ꎮ ７月ꎬ台风“泰利”和“杜苏芮”相继影

响我国南部和东南部海区ꎬ带来大范围 ９ 级以上大

风ꎮ ８月初ꎬ台风“卡努”停滞在东海南部ꎬ引发长时

间大范围 ９ 级以上大风ꎮ ８ 月末ꎬ台风“苏拉”在南

海北部海域和巴士海峡带来大范围 ９级以上大风ꎮ
(２)２０２３年夏季ꎬ我国近海出现 ３ 次明显的海

雾过程ꎬ均出现在 ６月ꎮ ６月初ꎬ东海和黄海受台风

外围环流影响出现大雾ꎻ６ 月 ６—９ 日ꎬ我国北方海

区受偏南暖湿气流叠加冷海面的影响ꎬ混合层逆温

发展ꎬ近地层大气强烈降温ꎬ相继发生 ２ 次大雾

过程ꎮ
(３)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共有 １０ 个台风生成ꎬ生

成台风数比常年平均偏少 １.１ 个ꎬ“泰利”“杜苏芮”
等 ２个台风登陆中国ꎬ登陆个数比常年平均偏少 ２.７
个ꎮ 夏季生成的 １０ 个台风的平均最大强度为

４６.３ ｍｓ－１ꎬ比常年同期平均值偏强 １０.２ ｍｓ－１ꎬ而
２个登陆台风的平均登陆强度为 ４４.０ ｍｓ－１ꎬ比平均

登陆强度偏强 １３.０ ｍｓ－１ꎮ
(４)２.０ ｍ以上的大浪出现 １２ 次ꎮ 西北太平洋

和南海浪高大值区与台风路径联系密切ꎮ 特别是

８月ꎬ我国近海平均浪高显著增加ꎬ这主要是热带气

旋频繁活跃所致ꎮ
(５)２０２３年夏季ꎬ中国东部和北部近海海面温

度逐月上升ꎮ 南海和 ２３°Ｎ 以南的西北太平洋海域

在 ６—８月保持海面温度在 ２９ ℃以上ꎮ 在 ２３°Ｎ 以

北海域ꎬ６月海面温度梯度大、黄海南部温度低ꎬ有
利于北方海域海雾生成ꎮ ７、８ 月海面温度升高ꎬ整
体呈正距平ꎬ沿岸海面温度显著偏高ꎮ 另外ꎬ台风对

深层海水的搅动导致其行经路径附近海面温度显著

降低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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