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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概况

2015年，南海区（范围包括广东省、广西壮族自治区、海南省所

辖海域及海岸带，及南中国海海域，下同）海洋灾害以风暴潮（含近

岸浪，下同）、海浪灾害为主，赤潮、海岸侵蚀、海水入侵与土壤盐

渍化、咸潮入侵等灾害也均有不同程度发生。各类海洋灾害造成直接

经济损失约 29.57亿元，死亡（含失踪）人数 11人，占全国直接经济

损失的 40.65%，为全国受海洋灾害影响较为严重的区域。

2015年南海区海洋灾害直接经济损失、死亡（含失踪）人数低于

前 5年（2010～2014 年）的平均状况（见图 1）。

图 1 2010～2015 年南海区海洋灾害直接经济损失和死亡（含失踪）人数

2015 年南海区各类海洋灾害中，风暴潮灾害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29.56亿元，海浪灾害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60.9万元，风暴潮灾害造成

的直接经济损失占全部直接经济损失的近 100%。风暴潮灾害造成 7

人死亡（含失踪），海浪灾害造成 4人死亡（含失踪）。

单次海洋灾害过程中，“彩虹”台风风暴潮灾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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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最严重，在南海区共造成 27.02 亿元的损失。“彩虹”台风风暴潮灾

害亦是造成死亡（含失踪）人口数最多的一次灾害，共造成 7人死亡

（含失踪）。

2015年南海区海洋灾害分灾种损失统计见表 1。

表 1 2015 年南海区海洋灾害分灾种损失统计

灾害种类 死亡（含失踪）人数 直接经济损失（亿元）

风暴潮 7 29.56

海浪 4 0.006

其它 — —

合计 11 29.57

注：表中符号“—”表示未统计，下同。

2015年南海区海洋灾害直接经济损失最严重的省（自治区）是广

东省，因灾直接经济损失 28.77 亿元，海南省和广西壮族自治区因灾

直接经济损失分别为 0.47亿元和 0.33亿元。

表 22015 年南海区沿海各省（自治区）主要海洋灾害损失统计

省（自治区） 主要致灾原因 死亡（含失踪）人数 直接经济损失（亿元） 灾害损失比例

广东 风暴潮、海浪 6 28.77 97.29%

广西 风暴潮 0 0.47 1.59%

海南 风暴潮、海浪 5 0.33 1.12%

合计 11 29.57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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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风暴潮灾害

(一) 总体灾情

2015年，华南沿海共发生风暴潮灾害 3次，分别为“鲸鱼”、“莲

花”和“彩虹”台风风暴潮引起的，直接经济损失 29.56亿元，死亡

（含失踪）7人。

2015年，华南沿海台风风暴潮过程（3次）较常年平均（6.5次）

明显偏少，华南沿海风暴潮总体灾情较 2014年偏轻，其中，广东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和海南省直接经济损失分别为 28.76 亿元、0.47亿元

和 0.33亿元，占全国风暴潮灾害全年直接经济损失的 40.71%。

2015年华南沿海风暴潮灾害损失统计见表 3。

表 3 2015 年华南沿海风暴潮灾害损失统计

省（自

治区）

受灾人口 受灾面积 设施损毁
直接经

济损失

（亿元）

受灾人

口（万

人）

死亡（含

失踪）人

数

农田（千

公顷）

水产养

殖（千公

顷）

海岸工

程（千

米）

房屋

（间）

船只

（艘）

广东 376.40 5 0.28 24.43 29.01 78 2325 28.76

广西 42.77 0 0 1.59 4.47 72 0 0.47

海南 — 2 0 0.15 0.10 0 1 0.33

合计 419.17 7 0.28 26.17 33.58 150 2326 29.56

2015年影响华南沿海的 3次台风风暴潮中，“彩虹”带来的损失

最大，主要影响阳江至雷州半岛东岸和海南东北部沿海地区。此次台

风在国庆节期间影响我国华南沿海，是建国以来十月份登陆我国的最

强热带气旋，同时也是历史上直接登陆城市的最强台风。水东站受其

影响出现了建站以来观测到的第二大风暴增水，该风暴潮过程共造成



4

三省区直接经济损失总计达 27.02亿元，占 2015年华南沿海风暴潮直

接经济损失的 91.41%。“彩虹”是继 2014 年“威马逊”和“海鸥”

之后又一个登陆湛江且对粤西沿海造成巨大损失的西行台风。

2015 年华南沿海各台风风暴潮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所占比例见

图 2。

图 2 2015 年华南沿海主要风暴潮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比例图

(二) 主要风暴潮灾害过程

1. 1508号“鲸鱼”台风风暴潮

2015 年 6月 22 日 18 时 50 分前后，第 8 号热带气旋“鲸鱼”在

海南省万宁市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 10级（25米/秒），

中心最低气压为 982百帕。本次过程华南沿海出现了 30～80厘米的风

暴增水，各岸段没有出现超过警戒潮位的情况。

“鲸鱼”是 2015年首个登陆我国的热带气旋，影响范围较小，灾

害损失较小，广西省受“鲸鱼”风暴潮灾害直接经济损失 0.06亿元。

2. 1510号“莲花”台风风暴潮

1510号台风“莲花”于 7月 9日 12时 15分前后，在广东省陆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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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甲东镇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 12级（35米/秒），中

心最低气压 970百帕。本次过程华南沿岸出现了 30～80厘米的风暴增

水，各岸段没有出现超过警戒潮位的情况。

受“莲花”台风风暴潮和近岸浪的共同影响，广东省因灾直接经

济损失合计 2.48亿元。

3. 1522号“彩虹”台风风暴潮

10月 4日 14时 10分前后，强台风“彩虹”在广东省湛江市坡头

区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 15级（50米/秒），中心最低

气压 940百帕。

受“彩虹”影响，广东省水东站 4日 14时出现过程最大风暴增水

232厘米，同时出现过程最高潮位 243 厘米（珠江基面）。此次过程

增水超过 100 厘米的还有广东省湛江站（198 厘米）、硇洲站（188

厘米）、南渡站（113厘米）、北津站（160 厘米）、闸坡站（126厘

米）。海南岛东北部沿岸最大增水出现在秀英站，于 4 日 11 时增水

66厘米。广西沿岸最大增水出现在铁山港站，于 4日 20时增水 96厘

米。

“彩虹”影响期间，正值农历廿一至廿三，沿海天文潮位处于中

潮往小潮的过渡期，天文潮位不是很高。但由于广东省粤西沿海风暴

增水较大，广东省三灶站、闸坡站、水东站、北津站、湛江站的最高

潮位超过当地警戒潮位，其中水东站最高潮位超过当地警戒潮位 23

厘米；而在海南省秀英站，由于其最大风暴增水正好叠加到天文高潮

位，其最高潮位超过当地警戒潮位 41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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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虹”台风风暴潮过程部分站位最大风暴增水见图 3，部分站

点潮位与风暴增水情况见图 4。

图 3“彩虹”台风风暴潮过程部分站点最大风暴增水

图 4“彩虹”台风风暴潮过程部分站点水位与风暴增水曲线图

受“彩虹”台风风暴潮和近岸浪的共同影响，广东、广西和海南

直接经济损失合计 27.02亿元，死亡（含失踪）7人。

广东省受灾人口 334.99万人，紧急转移安置人口 14.28万人。房

屋损坏 78间。水产养殖受灾面积 19.36千公顷，水产养殖损失 112011

吨，养殖设备、设施损失 432 个。渔船毁坏 235 艘，渔船损坏 1636

艘。码头损毁 2.34千米，防波堤损毁 17.49千米，海堤、护岸损毁 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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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米。农田淹没 0.28千公顷。死亡（含失踪）5人，直接经济损失 26.28

亿元。

广西壮族自治区受灾人口 34.12万人，紧急转移安置人口 3.53万

人。水产养殖受灾面积 1.59千公顷。直接经济损失 0.41亿元。

海南省水产养殖受灾面积 0.15千公顷，养殖设备、设施损失 150

个。渔船毁坏 1艘。防波堤损毁 0.10千米。死亡（含失踪）2人，直

接经济损失 0.33亿元。

表 42015 年风暴潮灾害过程及损失统计

灾害过程
发生时间

受灾

地区

死亡（含

失踪）人

数

直接经

济损失

（亿元）

死亡（含

失踪）人

数合计

直接经济

损失合计

（亿元）编号 名称

1508
“鲸鱼”台

风风暴潮
6月22～24日 广西 0 0.06 0 0.06

1510
“莲花”台

风风暴潮
7 月 8～10 日 广东 0 2.48 0 2.48

1522
“彩虹”台

风风暴潮
10 月 3～5 日

广东 5 26.28

7 27.02广西 0 0.41

海南 2 0.33

合计 7 2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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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预报中心坚持早、密、广的应急服务原则，严格按照国

家海洋局《风暴潮、海浪、海啸和海冰灾害应急预案》开展应急

工作，多次参加广东省防总组织的应急会商，提供风暴潮、海浪

灾害预测意见合防御建议，并向国家海洋局总值班室、国家海洋

环境预报中心、国家海洋局南海分局、三省区（广西、广东和海

南）政府应急办、三防总指挥部、海洋与渔业局、海事、部队等

单位和部门发布相关风暴潮预警报信息。2015 年共发布 20 期风暴

潮警报，累计发送传真 698 份，并及时通过网站、短信、微博、

微信等方式向社会公众发布风暴潮预警报信息。



9

三、 海浪灾害

(一) 灾害性海浪时空分布特征

2015年海浪实况统计表明，南海区出现 3米以上大浪 113天，其

中 4米以上巨浪 53天，6米以上狂浪 10天，最大波高在 10米以上。

南海各海区 4米以上灾害性海浪的出现情况是：南海北部海域（北

纬 18.16度线以北的南海海域）43天，南海中部（北纬 18.16 度线与

北纬 14度线之间的南海海域）44天，南海南部（北纬 14度线以南的

南海海域）18天，北部湾 3天。6米以上的出现情况是：南海北部海

域 4天，南海中部 6天，南海南部 5天，北部湾 1天。

2015年，南海灾害性海浪有以下特点：

（1） 天数是近 10年来最少的一年

2005～2014年 4米以上巨浪出现天数年平均 90天，其中 2014年

最少为 73天，2015年的 53天明显偏少。

2015年，冬春季受冷空气影响，引起的巨浪出现天数比常年平均

明显偏少；夏秋季受热带气旋影响个数较常年偏少，引起的巨浪出现

天数除 7月偏多外，其他月份均偏少。具体月分布见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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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2015 年南海区巨浪出现天数与前十年平均值对比图

（2） 影响程度总体偏弱

2015 年共有 9个热带气旋在南海海域（即北纬 10～25 度、东经

105～120度）活动。其中 1508号“鲸鱼”、1510号“莲花”、1522

号“彩虹”在华南地区登陆，“彩虹”对华南沿岸的海浪影响最为严

重。其他则由于影响时间短、强度不强或地理位置等原因，对南海的

影响程度偏弱。

表 5 2015 年南海热带气旋影响程度分析

影响南海的热带气旋 影响南海最高强度 影响程度弱的原因

1504号超强台风“美莎克” 热带低压 进入南海时已减弱为热带低压

1508号强热带风暴“鲸鱼” 强热带风暴 —

1510号台风“莲花” 台风 —

1513号超强台风“苏迪罗” 台风 穿越台湾海峡，对南海影响较小

1519号热带风暴 “环高” 热带风暴 生命期不足一天

1521号超强台风“杜鹃” 强台风 穿越台湾海峡，对南海影响较小

1522号强台风“彩虹” 强台风 —

1524号超强台风“巨爵” 台风 在吕宋岛西侧转向北行

1527号超强台风“茉莉” 强台风 进入南海 1.5 天且迅速减弱消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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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海浪灾情

2015年，南海区海域发生海浪灾害损失的共有 7次过程，均为冷

空气浪和气旋浪。因灾直接经济损失共 60.9万元，死亡（含失踪）4

人。2015年南海区海浪灾害损失统计见表 6。

表 6 2015 年南海区各省海浪灾害损失统计

地区
死亡（含失

踪）人口

水产养殖受灾

面积（千公顷）

海岸工程受损

长度（千米）

损毁船只

（艘）

直接经济损失

（万元）

广东 1 0 0 4 40.9

海南 3 0 0 2 20.0

合计 4 0 0 6 60.9

(三) 主要海浪灾害过程

1. 1月7～15日冷空气海浪灾害过程

受冷空气不断补充影响，此次海浪过程维持时间较长。2015年 1

月 7 日，冷空气南下影响南海，南海东北部海域开始出现 2.5米以上

的大浪。8日上午，南海大部有大浪，其中东北部、中东部海域有 4.0

米以上的巨浪。9日南海北部、中部海域有 4.0～5.5米的巨浪区。10～

13日海浪略有减小，但南海大部仍有 2.5～4.5米的大浪到巨浪。14～

15日，海浪有所减小，南海东北季风通道上以大浪为主，西北部、东

南部海域以轻浪到中浪为主，海浪过程基本结束。

表 7 南海区观测站点受冷空气影响期间观测实况

观测站点
过程最大

有效波高
发生时间 观测站点

过程最大

有效波高
发生时间

QF303 3.9 米 1 月 12 日 14 时 QF305 3.8 米 1 月 12 日 7时

SF304 4.9 米 1 月 13日 6 时 遮浪 2.4 米 1 月 12 日 22时

硇洲 3.1 米 1 月 9 日 5 时 博鳌 2.2 米 1 月 13 日 11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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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522号强台风“彩虹”海浪灾害过程

2015年 10月 2日第 22号热带气旋“彩虹”生成，受其影响，南

海中、北部海域出现 5.0～7.0米的巨浪到狂浪区。3日“彩虹”加强

为强热带风暴，其中心经过的南海中北部海域出现 5.0～8.0米的巨浪

到狂浪区。4 日“彩虹”靠近粤西沿岸，并加强为强台风，南海中北

部海域出现 6.0～10.0米的狂浪到狂涛区，珠江口及粤西、海南东部沿

岸海域出现 4.0～6.0米的巨浪到狂浪。根据国家海洋局《风暴潮、海

浪、海啸和海冰灾害应急预案》的要求，南海预报中心发布了海浪最

高预警级别红色警报。

图 6 1522 号强台风“彩虹”路径图及 Terra 卫星云图

表 8 南海区观测站点受“彩虹”影响期间观测实况

观测站点
过程最大

有效波高
发生时间 观测站点

过程最大

有效波高
发生时间

QF303 4.0 米 10 月 4 日 04 时 QF304 2.7 米 10月 4 日中午

QF305 6.0 米 10 月 4日 0 时 QF306 7.2 米 10月 4 日早上

QF307 3.2 米 10 月 3日下午 SF304 6.9 米 10 月 3日 11:30

遮浪 3.6 米 10 月 3 日 23 时 硇洲 6.0 米 10 月 4 日 14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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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527号强台风“茉莉”与冷空气海浪灾害过程

2015 年 12 月 11 日第 27 号热带风暴“茉莉”生成，虽然其进入

南海的强度不强且维持时间不长，但其与冷空气共同作用，对南海的

影响仍然较大。15～17日南海中部、南部海域出现 4.0～7.0米的巨浪

到狂浪，15～18日，广东沿岸海域出现 2.0～3.0米的中浪到大浪。

图 7 1527 超强台风“茉莉”路径图及 Terra 卫星云图

表 9 南海区观测站点受“茉莉”和冷空气共同影响期间观测实况

观测站点
过程最大

有效波高
发生时间 观测站点

过程最大

有效波高
发生时间

QF304 3.3 米 12月 16 日上午 QF305 3.0 米 12月 18 日上午

QF306 2.6 米 12月 18 日下午 QF307 3.7 米 12月 18 日 02时

SF301 4.5 米 12月 17 日傍晚



14

表 10 2015 年南海区海浪灾害过程及损失统计

致灾原因 发生时间 受灾地区 死亡（含失踪）人数 直接经济损失（万元）

150111 冷空气浪 1 月 11日 海南 1 0

150206 冷空气浪 2 月 6 日 广东 1 0

150318 气旋浪 3 月 18日 海南 0 20.0

150322 冷空气浪 3 月 22日 广东 0 8.5

150404 气旋浪 4 月 4 日 广东 0 20.0

150527 气旋浪 5 月 27日 海南 2 0

150810 气旋浪 8 月 10日 广东 0 12.4

合计 4 60.9

2015 年南海预报中心针对强冷空气和热带气旋引起的灾害性

海浪过程，根据国家海洋局《风暴潮、海浪、海啸和海冰灾害应

急预案》的要求，共发布海浪警报 85 期，其中警报消息 21 期，

蓝色警报 11 期，黄色警报 30 期，橙色警报 9 期，红色警报 4 期，

警报解除通报 10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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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海啸灾害

(一) 总体概况

2015 年，南海区未发生海啸灾害。南海预报中心对 42 次发生在

我国周边海域及全球大洋其他海域的海底地震共发布了 80 期海啸信

息。根据监测数据分析，其中 3次地震引发了海啸，这些海啸事件均

未对我国产生灾害性影响。

图 82015 年我国发布海啸信息的地震源分布

(二) 海啸事件

2015 年 9 月 17 日 6 时 55 分（北京时间），智利中部附近海域

（31.5°S,72.0°W）发生 8.3级地震，震源深度为 26公里。监测结果显

示，地震所产生的海啸是一次波及整个太平洋的越洋海啸，海啸袭击

了东南太平洋的多个地区。其中，智利沿岸的科金博海洋站监测到了

最大波高为 4.75米的海啸波。地震发生后的 20多个小时里，海啸先

后到达了智利、秘鲁、墨西哥、美国、夏威夷、中途岛、新西兰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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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等一些国家和地区。各地均监测到了海啸波。我国沿海未监测到海

啸波。图 9为本次海啸事件的模拟最大波幅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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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2015 年 9 月 17 日智利中部海域地震海啸模拟最大波幅图

华南沿海既面临着区域海啸的威胁，也受越洋海啸的影响。

影响我国的越洋海啸主要来自于太平洋发生的大规模海啸。能够

引发区域海啸的潜在海啸源主要来自于南海东部的马尼拉海沟、

台湾岛周边海域、琉球群岛以东的琉球海沟。这一条线是太平洋

板块与亚欧板块的交界线，基本上是易引发海啸的潜没带构造。

尤其是南海马尼拉海沟，是国际公认的海啸潜在发生源地。

海啸预警体系涉及面广，对观测、监控、计算、操作与显示、

产品发布等子系统要求均非常高的综合性系统框架。主要涉及到

震源资料、水位监测及处理、潜在震源海啸数据库构建、地震速

报系统、海啸浮标实时监控、预警系统、产品发布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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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海平面变化

海平面监测和分析结果表明，华南沿海平均海平面变化呈现出波

动上升的趋势。1980～2015 年，华南沿海平均海平面上升速率为 3.2

毫米/年。2015 年，华南沿海平均海平面较常年（1975～1993 年的平

均海平面定为常年平均海平面，简称常年）高 82毫米，较 2014年低

22毫米，为 1980 年以来第五高海平面。预计未来 30年，南海沿海海

平面将上升 75～165毫米。华南沿海平均海平面排名前五位的年份从

高到低依次为 2012年、2013年、2014年、2001 年和 2015年（图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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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1980～2015 年华南沿海平均海平面变化

近 30年，华南沿海的年代际（十年际）平均海平面呈现出明显的

上升趋势。2006～2015 年，中国沿海平均海平面较 1996～2005 年和

1986～1995年分别高 41毫米和 67毫米，为近 30年来最高的 10年（图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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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1986～2015 年华南沿海年代际平均海平面变化

2015年，南海沿海各月平均海平面均高于常年同期，其中，1月、

3月和 12月海平面较常年同期分别高 118 毫米、114毫米和 129毫米；

与 2014年同期相比，6月和 10月海平面下降明显，降幅分别为 99毫

米和 89毫米（图 12）。

图 12 2015 年南海沿海月平均海平面变化

统计分析结果显示，中国沿海海平面变化与厄尔尼诺事件相关。

1960年以来发生了 9次厄尔尼诺事件，在大多数厄尔尼诺年华南沿海

海平面出现偏低的现象（图 13）。2014～2015年，赤道中东太平洋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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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了一次持续时间长的厄尔尼诺事件，2015年中国沿海海平面较 2014

年低 22毫米。

图 13 1980～2015 年华南沿海年海平面变化（垂蓝黑线代表厄尔尼诺年）

海平面上升是一种缓发性灾害，其长期累积效应使海岸侵蚀、

咸潮、海水入侵与土壤盐渍化等灾害加剧，沿岸防潮排涝基础设

施功能降低，高海平面期间发生的风暴潮致灾程度增加。高海平

面抬升风暴增水的基础水位，增加行洪排涝难度，加大台风和风

暴潮致灾程度。华南沿海海岸线长、沿海城市多，海平面上升影

响的方式和特点不同，应加强有针对性的应对策略研究，建立完

善的预报预警机制，减缓海平面上升影响，降低风暴潮、海岸侵

蚀和咸潮等灾害的损失，保障华南沿海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9～11 月为华南沿海季节性高海平面期，天文大潮期如果遇上风暴

潮袭击，季节性高海平面、天文大潮和风暴增水三者叠加，极易

形成灾害性高潮位，相关部门应高度重视。



20

六、 2016年下半年南海海洋灾害趋势展望

(一) 气候背景分析

根据对近期北太平洋海表温度分布特征的分析，目前太平洋年代

际振荡 PDO处于负位相阶段，但从 2014 年年初开始出现了一次以年

为尺度的、较为明显的 PDO暖事件，并持续到现在。从赤道太平洋的

海洋大气环流状况来看，2014年开始的这次厄尔尼诺事件于 2015 年

11月份达到顶峰，是有历史记录以来厄尔尼诺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

且经历了由中部型转变为东部型厄尔尼诺，已经于 2016年 5月结束，

目前赤道中东太平洋处于中性状态，多家统计和动力模式的预计结果

显示今年夏末秋初，ENSO可能发展为拉尼娜状态。

在综合研判大尺度气候背景前期演变特征的基础上，南海预报中

心对南北极海冰、南极涛动、北太平洋涛动、北太平洋海冰、西太平

洋暖池、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南海夏季风、季风槽等相关因子、信

号等进行诊断讨论，并对 TC 自身周期振荡等因素进行分析，最后结

合统计分析、数理计算及集合预测等，得出 2016年下半年海洋灾害趋

势预测意见。

(二) 灾害性海浪

1.预计 2016年下半年（7-12月份，下同），南海海域受冷空气影

响所造成的 4米以上灾害性海浪可能接近 2015年，受热带气旋影响造

成 4米以上的灾害性海浪较多年平均偏少。预计 2016年下半年南海海

域将出现灾害性海浪 45～52天，最大浪高在 10米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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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预计在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域出现的台风浪过程较常年平均

（1981～2010 年的平均值称为常年平均，为 21.4次）偏少，约为 15～

18次；南海海域出现的台风浪过程接近常年平均略偏少（常年平均为

7.7次），约为 5～7次。

3.有 2～3次台风浪过程严重影响广东、广西及海南沿海（常年平

均为 3.9次）。广东西部、海南东北部沿海可能受到的影响较大。

4.盛夏初秋是台风浪多发期，强度总体偏强。

5.初次影响华南沿海的台风浪过程可能出现在 7月上中旬，较常

年偏晚。

6.末次影响华南沿海的台风浪过程可能出现在在 10月上旬，接近

常年平均。

表 11 2016 年下半年灾害性海浪月分布预测

月份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下半年

西太

南海 台

风

浪

次

数

1～2 4～5 4～5 3～4 1～2 0～1 15～18

影响

南海
1～2 1～2 1～2 1～2 0～1 0～1 5～7

影响

华南

沿海

0～1 1～2 1～2 0～1 0 0 2～3

灾害性

海浪天数
3～5 3～6 3～6 7～10 9～12 13～15 45～52

(三) 风暴潮

预计 2016 年下半年影响华南沿海风暴潮过程较常年偏少(3～5

次)。最晚 10月可能还会受到风暴潮影响。其中 7～9月为风暴潮影响

的频发期。这期间可能出现 2～3次严重风暴潮灾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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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2016 年风暴潮月分布预测

发生月份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总计

风暴潮次数 0～1 1～2 1～2 0～1 0 0
3～5

影响严重岸段 珠江口至粤西岸段 粤西至海南岸段

(四) 赤潮

预计 2016年下半年华南沿海赤潮灾害接近常年略偏少，赤潮事件

发生频数多于 2015年，约有 5～9次。高发期为夏末及秋末冬初。多

发岸段为珠江口及粤西近岸。

由于年度预测的时效较长，气候变化的因素复杂，制约热带

气旋活动的因素很多，如大气环流、季风变化、海陆热状况、海

气交换、洋流变化、青藏高原冰雪分布、乃至地震、海啸、天文

潮汐及太阳活动等，气候的不确定性等等都是预测过程中摆在我

们面前的难题，各种预测模式也在不断地改进与调试中。因此，

本预测只是初步展望，请关注国家海洋局南海预报中心每月发布

的月、周等中长期预报及 24～72 小时的短期预报，同时适时密切

关注我们发布的有关预警报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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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名词解释
海洋灾害

海洋自然环境发生异常或激烈变化，导致在海上或海岸带发生的严重危害社

会、经济和生命财产的事件，称为海洋灾害。海洋灾害包括风暴潮、海浪、海冰、

海啸、赤潮、绿潮、海平面变化、海岸侵蚀、海水入侵与土壤盐渍化以及咸潮入

侵灾害。本公报涉及的海洋灾害损失主要指风暴潮、海浪、海啸、海平面变化等

海洋自然灾害，溢油、搜救等相关海洋灾难事故引发的损失没有计入。

风暴潮

由热带气旋、温带气旋、海上飑线等风暴过境所伴随的强风和气压骤变而引

起叠加在天文潮位之上的海面震荡或非周期性异常升高（降低）现象，称为风暴

潮。分为台风风暴潮和温带风暴潮两种。

警戒潮位指防护区沿岸可能出现险情或潮灾,需进入戒备或救灾状态的潮位

既定值,从低到高分为蓝色、黄色、橙色、红色四个等级（见附表1）。

海浪

海浪是海面由风引起的波动现象，主要包括风浪和涌浪。按照诱发海浪的大

气扰动特征来分类，由热带气旋引起的海浪称为台风浪；由温带气旋引起的海浪

称为气旋浪；由冷空气引起的海浪称为冷空气浪。

将某一时段连续测得的所有波高按大小排列，取总个数中的前1/3个大波波高

的平均值，称为有效波高。根据国际波级表规定，海浪级别按照有效波高进行划

分（见附表2）。有效波高大于等于4米的海浪称为灾害性海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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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啸

海啸是由海底地震、火山爆发或巨大岩体塌陷和滑坡等导致的海水长周期波

动，能造成近岸海面大幅度涨落。

海平面变化

海平面变化是由于气候变化和地壳的构造运动等原因引起的海面高度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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