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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海航区大风天气是一种常见性的海洋天气现象,对近海建筑和人员构成了严重威胁,为减少大风天气造成的经济

损失,需要近海航区大风天气进行全面系统的分析和预报才,本文基于近海航区大风天气的灾害特点,通过统计法分析了近海

航区大风天气,并提出具体的预报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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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传统近海航区大风天气观测和预报都建立地面或者高

空观测资料和天气学分析上,虽然此种方法比较个人经验观

测和预报的准确性比较高,但也无法做到精确的天气预报。

由于天气原因造成近海航区发生安全事故的占 65%以上,如

何有效提升近海航区大风天气观测和预报的精度,是天气预

报服务人和近海航区部门关注的主要话题,在这样的基础上,

开展近海航区大风天气分析和预报的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 

1 近海航区大风天气的特点 

近海航区系指中国渤海、黄海及东海距岸不超过

200nmile 的海域；台湾海峡、南海距岸不超过 120nmile(台

湾岛东海岸、海南岛东海岸及南海岸距岸不超过 50nmile)

的海域。 

1.1 时间比较集中 

近海航区大风天气一年四季都有可能产生,但就我国沿

海地区而言,大风天气主要集中在 7～9 月份,发生的时间比

较集中,因此,近海航区大风天气预报时要切实加强这三个

月的预报,为近海航区出行提供必要的指导和参考。 

1.2 风力比较大 

通常情况下,近海航区大风风速一般是 15m/s～20m/s

质量,也有超过 60m/s 的大风天气。如果缺乏行之有效的天

气预报,必将引起严重的后果。比如：23 号台风“百里嘉”

于 2018 年 9 月 13 日 8 时 30 分在广东湛江坡头一带沿海登

陆,登陆时中心附近 大风力 10 级(25 米/秒),中心 低气

压990百帕,农作物受灾面积6.3千公顷,直接经济损失4700

余万元,在经济不断发展的背景下,近海航区大风造成的经

济损失也在不断增加。 

1.3 区域性比较强 

近海航区大风主要发生东部沿海地区,比如：海门、宁

波、玉环等低,具有很强的区域性,对这些地区的近海航区大

风天气分析和预报也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2 近海航区大风天气统计分析 

2.1 黄海近海航区大风天气概况 

大连近海航区属于典型的东亚季风去,在冬季西伯利亚

高原的冷空气频繁南下,导致黄海地区盛行西北风,风力比

较强,一般在5～6级之间,大风强风可达9级或者9级以上。

夏季在西北太平洋副热带高压的影响下,盛行东南风,一般

风力在 3～5级之间,如果发生温度气旋活动,则风力可达 10

级以上,如果发生强对流天气,甚至可能出线短时性大风天

气,对近海航区中的各项活动会构成严重危害。 

2.2 大风日数统计 

根据 2010 年到 2018 年大风数据统计结果表明,在近海

航区年均大 7 级的大风日期在 3 个月以上,几乎每隔 3 天就

能出现 1 天大风天气,对近海航区各项活动的顺利开展有重

要影响[1]。 

2.3 各月 多风向频率 

在秋冬季节黄海近海航区的风向多为 NNE,春季的风向

多为 SW,夏季风向多为 SE 和 SW。从中可以看出,黄海的风向

具有非常明显的季节变化特性。 

3 近海航区大风预报方法 

根据近海航区大风的特性和2010年到2018年大风数据

统计结果而言,目前我国常用的近海航区大风预报方法,有

以下几种： 

3.1 经验预报法 

以近海航区大风天气预报从业人员多年的工作经验和

理论实践为依据,根据观测到的数据来分析近海航区大风天

气,从而获知近海航区大风天气的风力、持续时间、引发因

素是、变化规律等特,然后对预报的结果进行总结,为近海航

区各项活动的开展提供数据支持。目前很多近海航区观测站

都是通过经验预报的方法进行大风天气预报,通过岸上观测

站观测到的风速,再按照特定的计算公式来计算近海航区大

风风速[2]。大量应用实例表明,在近海航区大风天气预报中

采用经验预报法的主要优势速度快,为近海航行、打渔船只

的出海,提供天气数据参考,但如果近海航区大风风力超过9

级,则经验预报的差值比较大,不推介施工。 

3.2 统计预报法 

统计预报也是近海航区大风天气预报中 常用的方法

之一,和经验预报相比,统计预报的精度更高、更加易于操

作、可参考的价值更高。和陆地天气预报相比,近海航区大

风天气预报往往更具规律,通过不断统计和总结近年来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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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航区大风天气情况,并对各种影响因子进行全面系统的分

析归纳,就可为未来一定时间段中的近海航区大风天气进行

预报,并为近海航行活动提供数据参考。统计预报主要是通

过对大量观测数据的总结和分类归纳进行近海航区大风天

气预报,在对寻常、经验范围中的近海航区大风天气预报可

起到一定的作用,但如果发生强度较大的大风或者台风,此

种近海航区大风天气预报方法则就无法满足对预报精度的

需求。 

3.3 数值模型预报法 

近年来,我国计算机网络信息技术不断发展,为近海航

区大风天气预报提供更加先进的设计和依据。近海航区大风

天气数值模型预报法就是一种基于计算机网络技术而发展

起来的新型预报法, 开始近海航区大风天气预报属于二维

模式,难以全面系统的预测和分析天气变化情况,缺乏先进

动力模型和初始场的支持,其系统结构也比较简单,无法真

实有效、全面系统、全天候的对近海航区大风天气就进行科

学合理的预报。而基于数值模型的预报方式,是利于计算机

网络技术、软件技术、信息技术等先进技术的三维近海航区

大风天气预报模型,主要原理是利用在近海航区气象观测站

观测到的气象数据,通过一系列资料同化,从而确定出风场,

然后再进行一系列调整,就能得到完整的近海航区大风天气

预报结果[3]。大量应用实例表明,数值模型预报法,具有很强

的适用性,即便是在天气办法比较复杂的环境下,也可以对

近海航区大风天气的风场进行模拟,从会更加精确的对近海

航区大风天气进行预报,数值模型预报法是目前我国近海航

区大风天气预报中比较先进的一种方法,在各项辅助技术不

断成熟的背景下,数值模型预报法的精度和应用范围愈发普

遍,具有良好的应用前进。 

3.4 统计动力预报法 

统计动力预报法是目前近海航区大风天气预报模型的

基础上,增加预报精确度的主要方法,根据应用方式的不同,

统计动力预报法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完全预报法,另一种是

模式输出统计预报法,两种预报方法各具特色。 

完全预报法：基于统计动力的完全预报法的预报原理是,

利用近 5～10 年天气图中的气压场资料结合当前天气情况

对近海航区大风天气进行全面系统的客观分析,然后以地面

气压作为参考依据,对近海航区大风天气情况进行定量分析,

后结合过往的经验和统计学方法,对当地近海航区大风天

气预报判断因子进行系统全面分析,然后对相关因子进行合

理的排序和分类,进而确定值的实际取值范围。在进行近海

航区大风天气预报制作时,要先用数值预报模型输出地面风

压和格点值,在对地面风压数值和格点值进行定量分析,结

合实际情况对获得的因子进行系统的比较,就可以形成生产

于数值预报模型输出相对应的海风强度预报[4]。大量应用实

例表明,完全预报法和主观预报法相比,可进行长时间预报,

并且预报的精度比较高,可有满足近海航区大风天气预报对

精度、持续性的要求,值的大范围推广应用。 

模式输出统计法：和完全预报法相比,模式输出统计的

原理是把数值模式输入和历史资料的结果进行分析整理,然

后再利用统计学方法建立相应的方程和函数进行预报,其主

要优点是近海航区大风天气预报效果比较好,缺点是容易受

到季节的影响,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在近海航区大风天气预

报的应用相对比较少。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本文结合理论实践分析了近海航区大风天气

及其预报,分析结果表明,和大陆天气相比,近海航区大风天

气具有时间比较集中、风力比较大、区域性比较强等优势。

不同区域的近海航区大风天气也存在较大差异,对近海航区

的影响程度啊也不尽相同,因此,需要切实做好近海航区大

风天气预报,才能为近海航区的活动提供参考,确保安全性。

目前在近海航区大风天气预报中常用的方法有：经验预报

法、统计预报法、数值模型预报法、统计动力预报法等,不

同的天气预报方法尤其独特的作用和优缺点,因此,在近海

航区大风天气预报过程中,需要根据实际情况,选择与之相

适的预报方法,才能提升近海航区大风天气预报的精确性和

时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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