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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口横沙浅滩及邻近海域灾害性天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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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热带气旋、寒潮与大雾是影响长江口及其邻近海域港口、航道及航运安全的主要灾害性

天气．本文通过收集和分析文献资料，给出影响长江口及其邻近海域的热带气旋、寒潮和大雾的

特征．影响长江口及其邻近海域的热带气旋平均每年有２．３次，８—９月是高发季节；寒潮平均每

年有３．１５次，主要发生在秋末、冬季和初春；大雾日年平均达５０～６０ｄ，主要集中在３—７月．并

通过ＳＷＡＮ模型，分别计算热带气旋和寒潮天气作用下在横沙浅滩及其邻近海域的波高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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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对长江河口及其邻近海域航道、港口及航运安全有影响的灾害性天气主要有热带气旋、

寒潮和大雾［１］．其中热带气旋主要发生在夏秋季节，所经地方伴有狂风暴雨和巨浪；寒潮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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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多发生在秋末、冬季和初春时节，来自高纬度地区的寒冷空气，在特定的天气形势下迅速

加强并向中低纬度地区侵入，造成沿途地区剧烈降温、大风和雨雪天气；而大雾主要发生在

春夏季节，有时秋冬季节也受浓雾侵袭．大风、大浪、大雾不但会严重影响船舶航运，而且会

影响码头作业．大风大浪还对码头、导堤等建筑物有直接影响，同时还易引起港口航道骤淤．

因此，对于拟建港口航道自然条件分析，其中重要
!

容之一是分析大风、大浪、大雾等灾害性

天气的特征和规律以及对港口航道的可能影响．

本文主要围绕长江口横沙浅滩挖入式港池规划方案，通过资料文献分析和数值模拟，讨

论影响长江口及其邻近海域热带气旋、寒潮和大雾的特征与规律，以及初步分析对港口航道

可能的影响．

１　影响长江口及邻近区域的热带气旋

热带气旋指发生在热带海洋上的气旋性环流，是热带低压、热带风暴、台风或飓风的统

称，西太平洋沿岸国家习惯上称风力１２级以上的热带气旋为台风．热带气旋期间常伴有狂

风、暴雨和巨浪，在近岸产生风暴潮．本文作者曾联合国家海洋局东海预报中心和国家气象

局上海台风研究所专家学者，在太湖流域管理局的资助下对影响长江口及其邻近区域的热

带气旋和风暴潮等进行联合研究，所得的主要结论如下［２］．

热带气旋发生频率　１９４９—２００３年影响长江口及其邻近区域的热带气旋为１２０个，平

均每年２．３次．其中严重影响的强暴潮过程为６４次，占影响总次数的５３．３％，平均每年为

１．２次．

热带气旋月际变化　影响长江口及其邻近区域的热带气旋主要发生在８月和９月（见

表１），它们分别占总数的３７．５％和３９．１％，两者合起来占７６．６％，其次为７月，占１７．２％．

表１　热带气旋频数月际分布表

Ｔａｂ．１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ｍｏｎｔｈｌｙ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ｆｏｒｔｈｅｔｒｏｐｉｃａｌｃｙｃｌｏｎｅｓ

月份 频数 频率／％

７ １１ １７．２

８ ２４ ３７．５

９ ２５ ３９．１

１０ ４ ６．３

合计 ６５ １００

　　台风路径与风暴潮　影响长江口及其邻近区域的热带气旋，主要以沪、浙登陆型和海上

中、西转向型为主，它们占热带气旋总数的７６．５６％（见图１和表２）．

对于横沙浅滩挖入式港区，热带或温带气旋及其引发的大风大浪不可能成为影响港区

安全的主要因子，其风险系数小于洋山港和外高桥港区，但由于大风大浪引起的港池、进港

航道骤淤必须引起足够重视．

下面以曾引起长江口北槽深水航道严重淤积的“麦莎”台风为例（见图２），分析拟建横

沙浅滩挖入式港池与外航道区域在台风背景下的波浪场．“麦莎”台风于２００５年７月３１日

２０时生成于菲律宾东部约９００ｋｍ的洋面上，后以２０ｋｍ／ｈ的速度朝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

渐加大．８月２日０８时成强热带风暴，３日０２时加强为台风，“麦莎”在向西北方向移动过程

中，强度进一步加大，８月４日１８时至６日０３时台风强度达鼎盛，其中心气压为９５０ｈＰａ，中心

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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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风力达１２级以上（４５ｍ／ｓ）．“麦莎”台风于８月６日３时４０分在浙江玉环登陆，登陆时

中心气压为９５０ｈＰａ，近中心最大风速达４５ｍ／ｓ（１２级以上），７级大风半径为６００ｋｍ，１０级

大风半径达２００ｋｍ．由于该台风强度大，影响范围广，加之８月６—７日正值天文大潮期，浙

江省、上海市遭受了狂风、暴雨、天文大潮的严重侵袭．据水文站实际观测，上海市沿江、沿海

７日的水位普遍超过了当地的警戒水位０．２～０．４ｍ．“麦莎”台风登陆后，先后穿越浙江、上

海、安徽、山东等地，７日０２时减弱成热带气旋，于９日０２时消失在渤海．

图１　影响长江口地区的热带气旋主要路径

Ｆｉｇ．１　ＭａｉｎｔｒａｃｋｓｏｆｔｒｏｐｉｃａｌｃｙｃｌｏｎｅａｆｆｅｃｔｉｎｇｔｈｅＹａｎｇｔｚｅＥｓｔｕａｒｙ

表２　热带气旋路径统计分析

Ｔａｂ．２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ｔｒｏｐｉｃａｌｃｙｃｌｏｎｅｔｒａｃｋｓ

登陆型

长江口

杭州湾
浙北 浙中 浙南 闽台 其他

转向型

西转向 中转向

次数 ３ ５ ７ ３ １３ ２ １６ １５

比例／％ ４．６９ ７．８１ １０．９４ ４．６９ ２０．３１ ３．１３ ２５．００ ２３．４４

　　“麦莎”台风路径及台风影响期间在牛皮礁和大戢山用ＳＷＡＮ模型计算的波高变化如

图３所示．图４为“麦莎”台风期间计算的有效波高空间分布．从图可发现，“麦莎”台风期间

横沙浅滩区域平均有效波高为１．５～２．５ｍ，最高可达３ｍ左右．

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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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０５０９号“麦莎”台风路径

Ｆｉｇ．２　ＴｒａｃｋｏｆＴｙｐｈｏｏｎ“Ｍａｔｓａ”

图３　０５０９号“麦莎”台风期间波高变化

Ｆｉｇ．３　Ｗａｖｅｈｅｉｇｈｔ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ｔｙｐｈｏｏｎ“Ｍａｔｓ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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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麦莎台风８月６号０４：００时刻有效波高分布图

Ｆｉｇ．４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ｗａｖｅｈｅｉｇｈｔ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ｔｙｐｈｏｏｎ“Ｍａｔｓａ”（ａｔ４ＡＭ，Ａｕｇ．６，２００５）

　　中国海洋大学
［３］曾采用“新型混合型海浪数值模式”，选取对长江口波浪影响较大的５９

个天气过程的天气图进行海浪数值后报，统计分析得到２０ｍ水深处Ｐ点（１２２°３０′Ｅ，３１°３５′

Ｎ）深水设计波要素（参见文献３）．该结果被长江口航道建设管理部门?纳，作为长江口深水

航道治理工程中海工建筑物深水设计波要素的依据．横沙浅滩与北槽相邻，故中国海洋大学

提出的深水设计波要素同样可为横沙浅滩挖入式港池规划提供参考．

波浪传播进入浅滩区后，发生变形并形成破碎波，破波水流的强烈紊动对浅滩表面沉积

物产些强烈的扰动，使水体悬沙浓度显著增加．按不同波高频率统计，可推算得横沙浅滩不

同波高条件下的破波水深，其结果可参见文献４．

２　影响长江口及邻近区域的寒潮

寒潮天气的主要特点是剧烈降温和大风，寒潮引起的大风在长江口及其邻近海域一般

有８级以上，会影响航运和港口的安全．徐秀芳等
［５］利用１９８９—２００８近２０年１１月到次年３

月上海徐家汇站气象资料，对上海出现的寒潮过程进行统计分析．所得主要结论如下．

寒潮发生频率　近２０年中达到寒潮标准的过程有６３次，平均每年有３．１５次，其中

１９９７—１９９８年度冬季出现次数最多为７次，也有年份一次未出现，为１９９４—１９９５年度冬

季，其余年份分别为１～６次．

寒潮发生月际变化　近２０年上海寒潮出现次数最多的月份为１２月，共２１次；出现次

数最少的月份为３月份，共９次；另外，１月份共出现１２次，２月份共出现１１次，１１月份

共出现１０次（见图５）．

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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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近２０年上海寒潮频次的月际分布（徐秀芳等
［５］）

Ｆｉｇ．５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ｍｏｎｔｈｌｙ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ｆｏｒｃｏｌｄｗａｖｅｉｎ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ｌａｓｔ２０ｙｅａｒｓ

　　上海寒潮最早出现在１９９５年１１月６—８日，最晚为１９９８年３月１８—２０日；日平均温

度４８ｈ最大降温幅度为１４．１℃，分别在１９９０年１１月２９日—１２月１日和２００５年３月

１０—１２日．另外，从统计可看到，最近２０年的前１０年寒潮发生了３４次，且在１１月发生了７

次，后１０年为２９次，而在１１月仅发生了３次（见图５），即影响上海的寒潮频次有减少趋

势．徐秀芳等通过影响上海的６３次寒潮强度分析，还发现寒潮强度近１０年有增强的倾向．

２０１１年２月９—１３日有一个影响长江口及邻近海域的寒潮过程，上海中心气象台８日

２１点钟发布上海市寒潮警报和江苏南部到浙江南部沿海海面大风警报．北方南下的较强冷

空气影响本市，４８ｈ过程降温幅度可达７～９℃，并有４～６级北到东北大风，长江口区阵风

有６级．本文以该寒潮过程为例，采用ＳＷＡＮ模型计算寒潮期间横沙浅滩及其邻近海域有

效波高分布，结果如图６所示．从图６可发现在拟建挖入式港池附近有效波高为１～１．５ｍ，

外航道海域有效波高可达２～３ｍ．

３　影响长江口及邻近区域的大雾

海雾是影响航海安全的主要天气现象，每年因海雾带来不良能见度从而造成的船舶碰

撞、触礁和搁浅等海损、海难事故常常发生［６］．

周立佳等［７］利用１９６１—１９９０年船舶气象资料、国家气象站、海洋站公开发布的观测资

料，对我国东南沿海的海雾出现频率和各主要海区海雾频率的时空分布进行统计分析．对于

长江口与舟山海区，９—１０月雾频率最低，仅为０．２％～０．５％；１２月至翌年１月雾频率次

低，在１．４％以下；２月和８月雾频率为２％～２．６％；３月和７月是该海区雾频率次高季节，

达６．５％；４—６月雾频率最高，达到１２．５％．

邢大丰等［８］通过统计分析，提出上海港是一个多雾的港口，年平均雾日达５０～６０ｄ．对

长江口及邻近海域交通影响较大的有平流雾和锋面雾，主要集中在３—７月，４月最多，月平

均约６ｄ．雾多发于下半夜至次日早晨，持续时间一般为３～５ｈ．连续２４ｈ以上的雾日较少．

陈磊等［９］利用近几年长江口水文资料调查和引航船实地观察气象资料进行统计分析，

在长江口水域视程小于１０００ｍ的大雾天数分别为２００５年２５ｄ，２００６年２０ｄ，２００７年

１２ｄ，２００８年１９ｄ．

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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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２０１１年２月１２日１２时寒潮期间有效波高分布图

Ｆｉｇ．６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ｗａｖｅｈｅｉｇｈｔ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ｃｏｌｄｗａｖｅ

　　显然，大雾会给航运安全、港口作业等造成影响．但可以推测，大雾对长江口横沙浅滩挖入

式港池和外航道的影响程度与对相邻长江口北槽深水航道和外高桥港区的影响程度相当．

４　结　　语

长江口及其邻近海域每年都受热带气旋、寒潮与大雾的影响，且这些灾害性天气过程季

节性变化显著．热带气旋与寒潮产生的大风大浪对拟建的码头、导堤等建筑物有直接影响，

同时还易引起港口航道骤淤；大雾不但会严重影响船舶航运，而且会影响码头作业．本文是

在前阶段累积资料、已有文献基础上进行的初步分析，许多方面还有待深化研究，特别是大

风、大浪对港区建筑物、泥沙输运与冲淤变化等的监测与研究尚需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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