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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４年秋季海洋天气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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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２０２４年秋季（９—１１月）北半球极涡呈偶极型分布，中高纬度地区环流大致呈５波型分
布，欧亚大陆西风带环流较为平直，槽脊较常年偏弱，影响我国的冷空气势力不强。我国近海出现

１４次８级以上大风过程，其中仅受台风影响的大风过程为４次，台风与冷空气共同影响的大风过
程为７次，冷空气与入海气旋共同影响的大风过程为２次，仅受冷空气影响的大风过程为１次，冷
空气活动偏弱。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共生成１５个台风，较多年（１９４９—２０２２年）均值偏多３．６个。全
球其他海域共生成热带气旋２２个，同历史平均个数对比来看，北大西洋偏多５．３个，东北太平洋偏少
２．０个，北印度洋偏多０．４个，南半球偏少０．５个。我国近海出现１８次２．０ｍ以上大浪过程，大浪日数占
秋季总日数约８４％。我国近海海面温度较常年平均偏高，其中９月黄海、东海北部出现最大距平，
较常年平均偏高４．０℃，１０月渤海北部出现最小距平，较常年平均偏低０．５～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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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文中主要依据２０２４年秋季（９—１１月，下同）北

半球的大气环流特征及逐月演变，分析我国近海天

气变化，总结我国近海发生的主要灾害性天气及其

影响。秋季，我国近海海域的主要灾害性天气为由

冷空气、入海气旋或热带气旋（以下简称为“台风”）

造成的海上大风及风暴潮。除此之外，文中还依据

天气系统的变化，分析我国近海海面温度的演变特

征，并统计西北太平洋和南海以及全球其他海域热

带气旋的基本情况。

所使用的数据资料主要包括常规气象站观测资

料（含海上浮标和海岛观测等）、美国国家环境预报

中心（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ｅｎｔｅｒｓｆｏｒ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ＮＣＥＰ）再分析资料［１］、欧洲中期天气预报中心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ＣｅｎｔｒｅｆｏｒＭｅｄｉｕｍＲａｎｇｅＷｅａｔｈｅｒ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ｓ，

ＥＣＭＷＦ）ＥＲＡ５数据［２］、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Ｏｃｅａｎｉｃａｎｄ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ＮＯＡＡ）最优插值海面温度（ＯｐｔｉｍｕｍＩｎｔｅｒｐｏｌａｔｉｏｎ

ＳｅａＳｕｒｆａｃｅ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ＯＩＳＳＴ）数据（空间分辨率为

０．２５°×０．２５°）［３］、中央气象台实时热带气旋定位定

强数据等。文中海上大风统计方法为我国近海至少

２个海区（每个海区至少２个站点）持续６ｈ及以上

出现８级以上大风，大浪过程统计方法为我国近海

至少１个海区持续 ６ｈ及以上出现 ２．０ｍ以上大

浪［４－８］。热带气旋等级按照标准 ＧＢ／Ｔ１９２０１—

２００６［９］和 ＧＢ／Ｔ３２９３５—２０１６［１０］执行。文中除标注

时间外，其他均为北京时。

１　环流特征与演变

１．１　环流特征
由２０２４年秋季 ５００ｈＰａ平均位势高度场（图

１ａ）及距平场（图１ｂ）可以看出，北半球极涡呈偶极

型分布。两个主要低值中心分别位于东、西半球。

东半球极涡中心位于泰梅尔半岛，中心位势高度为

５２４ｄａｇｐｍ，高度场上以负距平控制区为主，较常年

气候值偏低１ｄａｇｐｍ左右，高纬槽区偏强；西半球中

心位 于 加 拿 大 帕 里 群 岛，中 心 位 势 高 度 为

５２８ｄａｇｐｍ，强度较常年略高３ｄａｇｐｍ，西半球极涡偏

弱。北半球中高纬度地区环流基本呈５波型分布。

欧亚大陆环流较为平直，为“两槽一脊”的环流型，

西风带槽脊较弱。西侧的槽区位于乌拉尔山以东，

并向西南延伸到里海，对我国近海天气有重要影响

的东亚大槽由东西伯利亚向西南延伸到黄海北部，

弱脊区位于蒙古高原。位势高度距平场显示，槽区

在中纬度伴有弱正距平，而高压脊区伴有弱负距平，

槽脊较常年偏弱，环流较常年平直，因而影响我国的

冷空气势力整体较弱。

１．２　环流演变对我国近海天气的影响
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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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槽区位于西西伯

利亚平原，槽区底部向西南延伸到里海，东亚大槽位

于鄂霍次克海，亚洲大陆中纬度地区受高压脊控制。

由距平上看，西部大槽与常年相当，东亚大槽在高纬

地区较常年偏强，在中纬地区较常年偏弱，高压脊区

位于正距平区。我国北方的大部分地区处于偏西气

流控制中，北部海区处于正距平中心，冷空气路径偏

北，影响我国近海的冷空气活动较常年偏弱。南海

北部、北部湾有负距平，为台风活动所致。由海平面

气压场及其距平场（图２ｂ）可以看到，冷高压中心位

于里海以北地区，中心气压值为１０２６ｈＰａ左右，高

压中心对应正距平区域，说明冷高压强度较历史同

期偏强。我国近海海域受负距平（－４～－２ｈＰａ）控

制，期间有“摩羯”“丽琵”“贝碧嘉”等８个台风先后

生成并影响我国近海海域，台风生成数比常年偏多

２．９个。

５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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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２０２４年秋季北半球５００ｈＰａ平均位势高度场及其距平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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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２０２４年９月５００ｈＰａ平均位势高度场和海平面气压场及其距平场
Ｆｉｇ．２　Ｍｏｎｔｈｌｙｍｅａｎｇｅｏ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ｈｅｉｇｈｔａｎｄｉｔｓａｎｏｍａｌｙａｔ５００ｈＰａ；ｍｏｎｔｈｌｙｍｅａｎｓｅａｌｅｖｅｌ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ａｎｄｉｔｓａｎｏｍａｌｙｉｎ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２０２４

　　１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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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槽分为两段，
一段由乌拉尔山南端延伸到咸海以南，另一段由里

海以西延伸到埃及。东亚大槽也分为两段，一段位

于鄂霍次克海，另一段位于东北平原，脊区位于贝加

尔湖附近。由距平场看，西部中纬度槽处于负距平

区，较常年偏强。东部槽区处于正距平区，较常年偏

弱。贝加尔湖脊区较历史同期偏弱，不利于冷空气

南下。由对应的海平面平均气压场（图３ｂ）可以看
到，１０月冷高压主体位于贝加尔湖以西，冷高压控
制我国近海的北部海域，强度较历史同期略强，冷空

气主要影响华北北部海域。我国东部和南部海域为

低压控制区，且为负距平区，表明冷空气影响弱。

　　１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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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ａ）。两槽分别位于乌拉
尔山和鄂霍次克海地区，乌拉尔山的槽在中高纬度

地区较常年偏强，东亚大槽较常年偏弱。脊区位于

西伯利亚地区，为正距平区，强度强于历史同期。由

海平面气压场及其距平场（图４ｂ）可以看到，贝加尔
湖以西的冷高压强度强于历史同期，我国近海海域

处于高压区控制中，强度与历史同期持平，影响我国

近海的冷空气较弱。南部海区处于负距平区，期间

仍有４个台风生成并影响我国近海，较常年同期偏
多１．５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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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２０２４年１０月５００ｈＰａ平均位势高度场和海平面气压场及距平场
Ｆｉｇ．３　ＴｈｅｓａｍｅａｓＦｉｇ．２，ｂｕｔｆｏｒＯｃｔｏｂｅｒ２０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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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２０２４年１１月５００ｈＰａ平均位势高度场和海平面气压场及距平场
Ｆｉｇ．４　ＴｈｅｓａｍｅａｓＦｉｇ．２，ｂｕｔｆｏｒＮｏｖｅｍｂｅｒ２０２４

２　我国近海天气分析

２．１　大风过程

２．１．１　概况
２０２４年秋季，我国近海出现１４次大风过程，其

中仅受台风影响的大风过程为４次，受台风与冷空

气共同影响的大风过程为７次，受冷空气与入海气

旋共同影响的大风过程为２次，仅受冷空气影响的

大风过程为１次（表１），说明台风异常活跃，冷空气

较２０２３年同期［８］偏弱。

由月际变化来看，９月共有５次近海大风过程，

其中３次仅受台风影响，２次为台风与冷空气共同

影响。

１０月仅有３次大风过程，均有冷空气参与，其

中２次为与台风共同影响，其余１次为与入海气旋

共同影响。

１１月台风仍活动较多，６次大风过程中有４次

与台风活动相关（其中３次为台风与冷空气共同影

响，１次为仅受台风影响），其余 １次为冷空气与入

海气旋共同影响，１次为冷空气影响。

２．１．２　９月３—８日台风“摩羯”大风过程分析
２４１１号台风“摩羯”于 ９月 ３—８日为我国南

部海域带来一次明显的大风天气过程，造成台湾

海峡、南海大部、巴士海峡、琼州海峡、北部湾出现

７～８级大风，其中南海北部和中东部、北部湾、琼

州海峡出现９～１２级大风，“摩羯”中心经过的附

近海域出现 １３～１７级、阵风 １７级以上大风

（图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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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我国近海２０２４年秋季主要大风过程
Ｔａｂｌｅ１　ＭａｉｎｇａｌｅｅｖｅｎｔｓｏｖｅｒｏｆｆｓｈｏｒｅａｒｅａｓｏｆＣｈｉｎａｉｎａｕｔｕｍｎ２０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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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月３—８日 台风“摩羯”

台湾海峡、南海大部、巴士海峡、琼州海峡、北部湾出现７～８级大风，其中南
海北部和中东部、北部湾、琼州海峡出现 ９～１２级大风，“摩羯”中心经过的
附近海域出现１３～１７级、阵风１７级以上大风

２ ９月１４—１６日 台风“贝碧嘉”
黄海南部、东海大部出现７～８级大风，其中东海北部出现９～１１级大风，“贝
碧嘉”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出现１２～１４级、阵风１５～１６级大风

３ ９月１８—２２日 台风“普拉桑”和冷空气
渤海、渤海海峡、黄海、东海大部出现７～８级、阵风９～１０级大风，其中东海
北部部分海域出现９～１０级、阵风１１级大风

４ ９月１９日 台风“苏力” 南海中西部、北部湾出现７～８级、阵风９级大风

５ ９月２９日—１０月４日 台风“山陀儿”与冷空气

渤海、渤海海峡、黄海、东海、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北部、

北部湾出现７～８级、阵风９～１０级大风，其中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台湾海
峡出现９～１２级大风，“山陀儿”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出现１３～１７级、阵风
１７级以上大风

６ １０月１８—２１日 冷空气与入海气旋
渤海、渤海海峡、黄海、东海、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北部出

现６～８级、阵风９～１０级大风，其中部分海域出现９级、阵风１０～１１级大风

７ １０月２２—２７日 台风“潭美”与冷空气

渤海、渤海海峡、黄海、东海、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大部、

北部湾出现６～８级、阵风９～１０级大风，“潭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出现
９～１２级、阵风１３～１４级大风

８ １０月２８日—１１月２日 台风“康妮”与冷空气

东海、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大部、北部湾、黄海南部出现

７～８级、阵风９～１０级大风，其中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出现９～
１１级大风，“康妮”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出现１２～１７级、阵风１７级以上大风

９ １１月５—１１日 台风“银杏”与冷空气
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大部出现７～１０级、阵风９～１２级
大风，“银杏”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出现１４～１７级、阵风１７级以上大风

１０ １１月１１—１４日 台风“桃芝”与冷空气
台湾海峡、南海北部和中东部、巴士海峡出现７～８级、阵风９～１０级大风，
“桃芝”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出现９～１２级、阵风１３级大风

１１ １１月１４—１６日 台风“天兔”
台湾海峡、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和中东部出现７～８级、阵风９～１０级大风，
“天兔”中心经过的海域出现９～１５级、阵风１６级大风

１２ １１月１７—１９日 台风“万宜”与冷空气
黄海南部、东海、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出现７～８级、阵风
９～１０级大风，“万宜”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出现１１～１３级、阵风１４级以上大风

１３ １１月２２—２４日 冷空气 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南海东北部出现７～８级、阵风９级大风

１４ １１月２５—２９日 冷空气与入海气旋
渤海、渤海海峡、黄海、东海、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北部

和中部、北部湾出现７～８级、阵风９～１０级大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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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２０２４年９月３—８日台风“摩羯”过程中我国南海
观测站极大风风速值时序图

Ｆｉｇ．５　Ｔｉｍｅｓｅｒｉｅｓｏｆｏｂｓｅｒｖｅｄｍａｘｗｉｎｄｓｐｅｅｄａｔｗｅａｔｈｅｒ
ｓｔ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ＣｈｉｎａＳｅａｄｕｒｉｎｇＴｙｐｈｏｏｎＹａｇｉ

ｆｒｏｍ３ｔｏ８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２０２４

　　９月１日２３时，台风“摩羯”在菲律宾马尼拉东
偏北方向的洋面上（１４．３°Ｎ，１２３．９°Ｅ）生成，随后向
偏北方向移动；９月２日１４：３０前后，在菲律宾吕宋
岛东部沿海首次登陆，登陆时中心最大风力为８级
（２０ｍ·ｓ－１），中心最低气压为９９５ｈＰａ，随后向北偏
西方向移动；９月３日，进入我国南海，９月４日下午
加强为强台风级；９月６日１６：２０前后，在我国海南
省文昌市沿海登陆，登陆时强度为超强台风，中心最

大风力为 １７级（６２ｍ·ｓ－１），中心最低气压为
９１５ｈＰａ，随后向西偏北方向移动；９月６日２２：２０前
后，在我国广东省徐闻县角尾乡沿海登陆，登陆时中

心最大风力为 １７级（５８ｍ·ｓ－１），中心最低气压为
９２５ｈＰａ，继续向西偏北方向移动；９月７日１５：２０前
后，在越南广宁省沿海登陆，登陆时仍为超强台风

级，中心最大风力为１７级（５８ｍ·ｓ－１），中心最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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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为９２５ｈＰａ；９月 ８日上午，在越南山萝省境内减
弱为热带低压，中央气象台对其停止编号（图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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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台风“摩羯”路径
Ｆｉｇ．６　ＴｒａｃｋｏｆＴｙｐｈｏｏｎＹａｇｉ

根据中央气象台实时热带气旋定位定强数据，台

风“摩羯”的整个生命史中先后４次登陆，其中２次以
超强台风级登陆我国海南省文昌市（图７）和广东省
徐闻县，以６２ｍ·ｓ－１的强度登陆海南省文昌市是有气
象记录以来秋季登陆我国的最强台风。“摩羯”在进

入我国南海后，受高层出流强、环境风切小、季风水汽

卷入、海面温度偏高及海洋暖涡偏强等多因素影响，

强度快速增强，２４ｈ（９月４日０５时—５日０５时）内
由强热带风暴级（３０ｍ·ｓ－１）增强至超强台风级
（５８ｍ·ｓ－１），随后在７ｈ（９月５日２２时—６日０５时）
内由５８ｍ·ｓ－１加强至６８ｍ·ｓ－１，并维持该强度直至登
陆越南沿海，超强台风级持续时间长达６４ｈ（图８），
在此期间，“摩羯”中心经过的我国南海北部、琼州海

峡、北部湾附近海域出现大范围强风暴雨，其中文昌

石油 平 台 浮 标 站 最 大 阵 风 风 力 超 过 １７级
（６８．６ｍ·ｓ－１）。“摩羯”长时间、高强度影响海南、广
州、广西等地，破坏力极大，给登陆点附近和台风中心

经过的县（市、区）造成严重的民生影响（图９）。
２．２　热带气旋活动概况
２．２．１　西北太平洋和南海热带气旋概况

２０２４年秋季，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共生成１５个台
风（表２），比多年（１９４９—２０２２年，下同）秋季平均台
风生成个数（约１１．４个）多３．６个。９月，有８个热带
气旋生成，较多年平均生成个数（５．１个）多２．９个；１０
月，有３个热带气旋生成，较多年平均生成个数（３．８
个）少０．８个；１１月，有４个热带气旋生成，较多年平
均生成个数（２．５个）多１．５个［１１］。２０２４年秋季，西北
太平洋副热带高压较夏季明显北抬，副热带高压南

侧海水温度较常年偏高，由此造成台风生成个数也

较常年同期明显偏多。

37�%��!A	����+	M���4�

图７　２０２４年９月６日０８：３０（世界时）ＦＹ４Ａ卫星云图
Ｆｉｇ．７　ＦＹ４Ａ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ｃｌｏｕｄｉｍａｇｅｒｙａｔ０８：３０ＵＴ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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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２０２４年９月１日１４时—８日１４时台风“摩羯”
中心风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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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９　台风“摩羯”过程最大阵风实况图
Ｆｉｇ．９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ｍａｘｉｍｕｍｇｕｓｔｏｆＴｙｐｈｏｏｎＹａｇ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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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２０２４年秋季西北太平洋和南海热带气旋简表
Ｔａｂｌｅ２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ｃｙｃｌｏｎｅｓｉｎｗｅｓｔｅｒｎＮｏｒｔｈＰａｃｉｆｉｃａｎｄ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ＣｈｉｎａＳｅａｉｎａｕｔｕｍｎ２０２４

编号 热带气旋名称
生成时刻及位置

时刻 纬度／（°Ｎ） 经度／（°Ｅ）
极值强度

气压／ｈＰａ 风速／（ｍ·ｓ－１）
停编时刻

２４１１ 摩羯（Ｙａｇｉ） ９月１日２３时 １４．３ １２３．９ ９０５ ６８ ９月８日１７时

２４１２ 丽琵（Ｌｅｅｐｉ） ９月５日１４时 ３３．１ １４５．８ １００２ １８ ９月６日１１时

２４１３ 贝碧嘉（Ｂｅｂｉｎｃａ） ９月１０日２０时 １２．４ １４５．４ ９５５ ４５ ９月１８日２３时

２４１４ 普拉桑（Ｐｕｌａｓａｎ） ９月１５日２０时 １３．５ １４３．９ ９８５ ２５ ９月２１日２０时

２４１５ 苏力（Ｓｏｕｌｉｋ） ９月１９日０８时 １７．６ １０８．３ ９９８ １８ ９月１９日２０时

２４１６ 西马仑（Ｃｉｍａｒｏｎ） ９月２５日１４时 ２８．１ １３３．９ １００２ １８ ９月２６日１４时

２４１７ 飞燕（Ｊｅｂｉ） ９月２７日１４时 １８．２ １４５．０ ９８５ ２５ １０月２日０２时

２４１８ 山陀儿（Ｋｒａｔｈｏｎ） ９月２８日０８时 １８．６ １２５．４ ９２０ ６０ １０月４日０５时

２４１９ 百里嘉（Ｂａｒｉｊａｔ） １０月９日１４时 ２７．５ １４９．５ ９９８ １８ １０月１０日２３时

２４２０ 潭美（Ｔｒａｍｉ） １０月２２日０２时 １３．１ １２９．６ ９７０ ３３ １０月２８日１４时

２４２１ 康妮（Ｋｏｎｇ－ｒｅｙ） １０月２５日０８时 １３．３ １４５．３ ９２０ ６０ １１月１日２０时

２４２２ 银杏（Ｙｉｎｇｘｉｎｇ） １１月４日０５时 １１．７ １３４．０ ９１５ ６２ １１月１２日１４时

２４２３ 桃芝（Ｔｏｒａｊｉ） １１月９日１４时 １４．２ １３１．３ ９６５ ３８ １１月１５日０５时

２４２４ 万宜（Ｍａｎｙｉ） １１月９日１４时 １４．６ １５９．２ ９２５ ５８ １１月１９日２０时

２４２５ 天兔（Ｕｓａｇｉ） １１月１２日０２时 １２．８ １３５．０ ９２５ ５８ １１月１６日１１时

　　由台风路径（图 １０）及登陆影响来看，２０２４年
秋季登陆我国的台风共有 ６个，分别为“摩羯”“贝
碧嘉”“普拉桑”“山陀儿”“康妮”“天兔”，其中“摩

羯”共登陆 ４次（２次以超强台风级登陆我国），是
１９４９年以来秋季登陆我国的最强台风，也是登陆我
国的第二强台风［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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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０　２０２４年秋季西北太平洋和南海热带气旋路径
Ｆｉｇ．１０　ＴｒａｃｋｓｏｆｔｒｏｐｉｃａｌｃｙｃｌｏｎｅｓｉｎｗｅｓｔｅｒｎＮｏｒｔｈＰａｃｉｆｉｃ

ａｎｄ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ＣｈｉｎａＳｅａｉｎａｕｔｕｍｎ２０２４

１１月１２日，西北太平洋出现罕见的“四台共
舞”现象（包括热带低压阶段，图１１）。１２日０８时，
“银杏”减弱后的热带低压中心位于越南东部近海

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为７级（１５ｍ·ｓ－１），中心
最低气压为１００２ｈＰａ；台风“桃芝”的中心位于海南
省三沙市西沙永兴岛东偏北方向约７００ｋｍ的南海
东北部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为 １０级
（２５ｍ·ｓ－１），中心最低气压为 ９８５ｈＰａ，七级风圈半
径为１００～２８０ｋｍ；台风“万宜”的中心位于美国关
岛偏东方向约５０５ｋｍ的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
为１０级（２５ｍ·ｓ－１），中心最低气压为９８５ｈＰａ，七级
风圈半径为８０～１２０ｋｍ；台风“天兔”的中心位于菲
律宾马尼拉偏东方向约１４２６ｋｍ的洋面上，中心附
近最大风力为 ８级（１８ｍ·ｓ－１），中心最低气压为
９９８ｈＰａ，七级风圈半径为１６０～２６０ｋ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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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１　２０２４年１１月１２日０８：００ＦＹ４Ｂ卫星红外云图
Ｆｉｇ．１１　ＦＹ４Ｂ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ｉｎｆｒａｒｅｄｃｌｏｕｄｉｍａｇｅｒｙａｔ０８：００

ＢＪＴ１２Ｎｏｖｅｍｂｅｒ２０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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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２　全球其他海域热带气旋概况
２０２４年秋季，除西北太平洋和南海热带气旋之

外，全球其他海域共有２２个命名热带气旋（风速大

于或等于１８ｍ·ｓ－１），分别为北大西洋１３个、东北太

平洋４个、北印度洋３个、南半球２个（表３）。同历

史（１９９１—２０２０年）平均个数［１３］对比来看，北大西

洋较平均个数（７．７个）偏多５．３个，东北太平洋较平

均个数（６．０个）偏少 ２．０个，北印度洋较平均个数

（２．６个）偏多０．４个，南半球较平均个数（２．５）偏少

０．５个。其中，北大西洋的“海伦妮”“柯克”“米尔

顿”“拉斐尔”以及东北太平洋的“约翰”“克丽丝

蒂”均达到我国超强台风级强度。

表３　２０２４年秋季全球其他海域（除西北
太平洋和南海外）热带气旋统计

Ｔａｂｌｅ３　Ｇｌｏｂａｌｔｒｏｐｉｃａｌｃｙｃｌｏｎｅｓ（ｅｘｃｅｐｔｗｅｓｔｅｒｎＮｏｒｔｈ
Ｐａｃｉｆｉｃａｎｄ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ＣｈｉｎａＳｅａ）ｉｎａｕｔｕｍｎ２０２４

发生海域 热带气旋名称 活动时段
风速极值／
（ｍ·ｓ－１）

北大

西洋

弗朗辛（Ｆｒａｎｃｉｎｅ） ９月９—１２日 ４５
戈登（Ｇｏｒｄｏｎ） ９月１１—１７日 ２０
海伦妮（Ｈｅｌｅｎｅ） ９月２４—２７日 ６２
艾萨克（Ｉｓａａｃ） ９月２６—３０日 ４５
乔伊斯（Ｊｏｙｃｅ） ９月２７日—１０月１日 ２３
柯克（Ｋｉｒｋ） ９月２９日—１０月７日 ６５
莱斯莉（Ｌｅｓｌｉｅ） １０月３—１０日 ４５
米尔顿（Ｍｉｌｔｏｎ） １０月５—１０日 ８０
娜丁（Ｎａｄｉｎｅ） １０月１９—２０日 ２３
奥斯卡（Ｏｓｃａｒ） １０月１９—２２日 ３８
帕蒂（Ｐａｔｔｙ） １１月２—４日 ３０
拉斐尔（Ｒａｆａｅｌ） １１月４—１０日 ５５
萨拉（Ｓａｒａ） １１月１４—１８日 ２３

东北

太平洋

伊利安娜（Ｉｌｅａｎａ） ９月１２—１５日 ２０
约翰（Ｊｏｈｎ） ９月２３—２７日 ５５

克丽丝蒂（Ｋｒｉｓｔｙ） １０月２１—２７日 ７２
莱恩（Ｌａｎｅ） １１月２—３日 ２０

北印

度洋

阿斯纳（Ａｓｎａ） ８月３０日—９月３日 ２０
达纳（Ｄａｎａ） １０月２５—２５日 ３０
芬加尔（Ｆｅｎｇａｌ） １１月３０日—１２月１日 ２３

南半球
安查（Ａｎｃｈａ） １０月２—４日 ２５
贝基（Ｂｈｅｋｉ） １１月１５—２３日 ５０

３　海洋概况

３．１　有效波高
利用ＥＲＡ５数据和我国近海的浮标观测资料，

对我国近海有效波高（以下简记为“浪高”）在２．０ｍ

以上的海浪过程进行分析。２０２４年秋季，我国近海

有１８次大浪过程（表４），出现２．０ｍ以上大浪的日

数共７６ｄ，约占秋季总日数的８４％。９月，我国近海
大于２．０ｍ浪高的过程有９次（含９月２８日—１０月
４日的大浪过程），总日数为２３ｄ；１０月，大于２．０ｍ

浪高的过程有５次（含１０月２８日—１１月２日的大
浪过程），总日数为２３ｄ；１１月，大于２．０ｍ浪高的过

程有４次，日数为３０ｄ。总体来看，９月和 １０月大
浪日数持平，１１月每天都出现２．０ｍ以上大浪。

大浪过程中有１０次与台风有关，其中３次最大
浪高超过８．０ｍ，分别受 ９月台风“摩羯”和“山陀

儿”、１０月台风“康妮”影响而产生。９月初旬，受台
风“摩羯”影响，南海西北部出现８．０ｍ浪高，９月末

旬，受台风“山陀儿”与冷空气共同影响，我国南海

西北部出现９．０ｍ浪高，１０月末旬，受台风“康妮”与

冷空气共同影响，巴士海峡与台湾以东洋面最大浪

高超过１２．０ｍ，为２０２４年秋季最强的一次大浪过程，

其余的大浪过程为受冷空气和入海气旋影响，绝大

多数大浪过程最大浪高在３．０ｍ以上，其中有２次过
程最大浪高大于５．０ｍ。

由秋季有效波高月平均分布（图 １２）可见，
９月，我国近海大部海域月平均浪高均偏低，浪高为

０．８～１．６ｍ，其中南海东北部、巴士海峡浪高达
１．６ｍ。该区域主要与超强台风“摩羯”和“山陀儿”

的影响有关。“摩羯”在南海北部海域时强度为超

强台风级；“山陀儿”在巴士海峡海域时强度为超强

台风级，随后向北移动，强度逐渐减弱，有效波高随

之降低。１０月，我国东海南部—南海中部的月平均

浪高较９月明显增大，东海南部、台湾海峡、巴士海
峡、南海北部及中部海域浪高超过２．０ｍ，受台风

“山陀儿”和“康妮”路径的影响，台湾海峡出现 １０
月平均浪高最大值，为２．６ｍ。１１月，由于台风依

旧活动频繁，我国近海波高２．０ｍ以上的范围扩展
至南海西南部，其中最大值区域在南海东北部，浪

高达３．０ｍ。

３．２　海面温度
由秋季逐月平均海面温度（图１３）可以看出，我

国近海海域海面温度在秋季整体呈下降趋势，但逐月

变化较显著，其中北部湾海域海面温度变化最为明

显。分海域来看，渤海、渤海海峡 ９月海面温度为

２３～２５℃，１０月下降至１８～２０℃，１１月为１４～１６℃。
黄海与渤海基本类似，９月为２６～２８℃，１０月为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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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１１月为１６～２０℃。东海海面温度不仅表现
为逐月下降特征，还呈现出较明显的海面温度梯度

变化。我国南部海域海面温度的变化程度相对较

小，９月南部海域海面温度为 ２９～３０℃，１０月海面

温度梯度有所增加，南部海域海面温度为 ２８～
２９℃，１１月南部海域海面温度梯度进一步加大，海
面温度维持在２５～２８℃，２５℃等温线南压至广西、
广东沿海至台湾海峡南部一带。

表４　２０２４年秋季我国近海主要大浪（２．０ｍ以上）过程
Ｔａｂｌｅ４　Ｍａｉｎｓｅａｗａｖｅｅｖｅｎｔｓ（ａｂｏｖｅ２．０ｍ）ｏｖｅｒｏｆｆｓｈｏｒｅａｒｅａｓｏｆＣｈｉｎａｉｎａｕｔｕｍｎ２０２４

序号 大浪过程时段 影响海域 最大浪高／ｍ

１ ９月３—８日 巴士海峡、南海大部、北部湾 ８．０

２ ９月９—１１日 东海 ２．６

３ ９月１０日 渤海 ３．３

４ ９月１４—１６日 黄海南部、东海 ７．０

５ ９月１６—１９日 巴士海峡、南海北部、南海南部 ３．５

６ ９月１８—２４日 东海、黄海南部 ５．５

７ ９月１９—２２日 渤海、黄海 ４．５

８ ９月２０—２２日 巴士海峡、南海东部、南海南部 ３．５

９ ９月２８日—１０月４日 巴士海峡、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南海东北部、东海西部 ９．０

１０ １０月７—１０日 台湾海峡、东海、南海东北部 ３．０

１１ １０月１５日 渤海 ２．５

１２ １０月１８—２１日 渤海、黄海、东海、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南海北部海域、北部湾、巴士海峡 ６．０

１３ １０月２２—２７日 渤海、渤海海峡、黄海、东海、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南海、北部湾、巴士海峡 ７．５

１４ １０月２８日—１１月２日 东海、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南海北部、北部湾、巴士海峡 超过１２．０

１５ １１月３—１４日 渤海、黄海、东海、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南海北部、巴士海峡 ７．５

１６ １１月１４—１５日 南海东北部、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 ５．５

１７ １１月１６—２４日 渤海、黄海、东海、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南海、巴士海峡 ７．０

１８ １１月２５—３０日 渤海、渤海海峡、黄海、东海、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南海大部海域、北部湾、巴士海峡 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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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２　２０２４年秋季逐月平均浪高
Ｆｉｇ．１２　Ｍｏｎｔｈｌｙｍｅａｎｗａｖｅｈｅｉｇｈｔｉｎａｕｔｕｍｎ２０２４

　　由逐月平均海面温度距平分布（图 １４）来看，
２０２４年秋季我国近海海面温度较常年平均偏高。

９月，大部海域海面温度为正距平，其中最大距平出
现在黄海及东海北部，黄海大部海域海面温度较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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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平均偏高４．０℃，东部和北部海域海面温度较常
年平均偏高２．０～３．０℃。１０月，近海海域整体海面
温度较９月有所降低，但大部海域呈现正距平，其中
渤海北部的海面温度距平为负距平，较常年平均偏

低０．５～２．０℃。１１月，我国北部湾、南海西北部、南

海东北部、巴士海峡受３个西行台风和２个西行北
上台风的连续影响，海面温度与往年基本持平，其中

最小距平值出现在北部湾，海面温度较常年平均偏

低０．５～１．０℃，黄海北部出现最大距平值，海面温度
较常年平均偏高２．０～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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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３　２０２４年秋季逐月平均海面温度
Ｆｉｇ．１３　Ｍｏｎｔｈｌｙｍｅａｎｓｅａｓｕｒｆａｃｅ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ｉｎａｕｔｕｍｎ２０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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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４　２０２４年秋季逐月平均海面温度距平
Ｆｉｇ．１４　Ｍｏｎｔｈｌｙｍｅａｎｓｅａｓｕｒｆａｃｅ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ａｎｏｍａｌｙｉｎａｕｔｕｍｎ２０２４

４　小结

２０２４年秋季，北半球极涡呈偶极型，中高纬度地
区环流基本呈５波型。欧亚大陆西风带环流较为平
直，呈现“两槽一脊”环流型，西风带槽脊较弱，

５００ｈＰａ位势高度距平场中槽脊较常年偏弱，环流较常
年平直，影响我国的冷空气势力偏弱。副热带高压较

常年平均偏强，以影响南部海域为主，台风活动频繁。

（１）我国近海出现１４次８级以上大风过程，其
中仅受台风影响的大风过程为４次，受台风与冷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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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共同影响的大风过程为７次，受冷空气与入海气
旋共同影响的大风过程为２次，仅受冷空气影响的
大风过程为１次。

（２）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共生成１５个台风，其中
９月有８个、１０月有３个、１１月有４个，较常年偏多
３．６个。６个台风登陆我国。全球其他海域共生成
热带气旋２２个，分别为北大西洋１３个、东北太平洋
４个、北印度洋 ３个和南太平洋 ２个。同历史平均
个数对比来看，北大西洋偏多５．３个，东北太平洋偏
少２．０个，北印度洋偏多０．４个，南半球偏少０．５个。

（３）我国近海浪高２．０ｍ以上的海浪过程有１８
次。大浪过程中有１０次与台风影响有关，３次最大
浪高超过８．０ｍ，其余大浪过程为冷空气或入海气旋
影响，其中有 ２次过程最大浪高大于５．０ｍ。出现
２．０ｍ以上大浪过程的日数为 ７６ｄ，约占秋季总日
数的８４％。

（４）我国近海海面温度较常年平均偏高，其中
９月黄海、东海北部出现最大距平，较常年平均偏高
４．０℃，１０月渤海北部出现最小距平，较常年平均偏
低０．５～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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