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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沿海一次非典型台风风暴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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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国家海洋局天津海洋环境监测中心站　天津　３００４５７；２．天津市海洋环境监测预报中心　天津　３００４５７）

　　摘　　　要：台风 “达维”给天津沿海带来了长时间的风暴增水，使天津沿海出现了５

次接近和达到警戒潮位的高潮位，分析其２次主要增水过程：第一次是由于外围水体输运

造成；第二次是由于热带风暴直接作用于渤海湾而引起，这在以往的记录中是没有过的。

因此，在我国北部海区发生台风风暴潮时，虽然当地没有强烈的天气现象，但仍要多加注

意，通过台风的路径、时间等，总结增水时间和特点等，来进行准确的判断和预报，避免

因灾害造成较大损失。

关　键　词：天津；非典型；台风风暴潮

１　 “达维”过程概述

第１０号台风 “达维”于２０１２年７月２８日

２０时在西北太平洋洋面上生成。于７月３１日早

晨加强为强热带风暴，中心附近最大风力１０级

（２５ｍ／ｓ）。８月１日０８时在日本九州岛东南部

海面加强为台风，并逐渐向西北方向我国沿海

移动。于８月２日２１时３０分前后，在江苏省响

水县陈家港镇沿海登陆。登陆时风力１２级，仍

保持台风强度，登陆后， “达维”强度逐渐减

弱，８月３日１时在江苏省北部减弱为强热带风

暴，４时前后进入山东省境内，８月３日９时在

山东省境内减弱为热带风暴，１０时其中心位于

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区境内，随后进入渤海西部

海面，紧贴渤海湾而过，于８月４日８时在河北

省东北部近海减弱为热带低压，１１时停止编号。

２　 “达维”特征分析

“达维”生成后，和同期的 “苏拉”在偏南

气流及西南季风的共同影响下，逐渐向西向北

移动，强度逐渐加强。 “达维”具有以下特点：

① “达维”是有记录以来，长江以北登陆的最强

台风，登陆时风力达１２级。② “达维”高纬度

生成并西行进入黄海登陆我国，这在历史上是

非常少见的。③ 强度强、尺度小。８月１日

“达维”进入日本西南部海面后强度持续增强，

特别是进入黄海以后中心风力加强到４０ｍ／ｓ，

强度强。而该台风 ７ 级风圈半径一直小于

２００ｋｍ，比同期台风的 “苏拉”的７级风圈半

径４８０ｋｍ明显小得多。④ 由于 “达维”登陆是

恰逢农历十五天文大潮期，形成风雨潮三碰头

的灾害性影响。⑤ 移动速度呈现出前慢后快的

特点。“达维”生成后，７月２８日至３０日回旋

少动，３１日起开始加速，并以３０～４０ｋｍ／ｈ快

速向西偏北方向移动，这是由于它生成时纬度

较高，且一路向西北方向移动，因此携带的热

带能量和水汽就相对较小。到了高纬度地区海

温较低，又受到陆地摩擦的作用，因此强度减

弱得较快。⑥ 和南面的 “苏拉”形成双台风效

应，且２个台风差不多同时在我国华东沿海登

陆，这种情况以前非常少见。

因此，从其位置和移动路径来看，台风 “达

维”具有非典型特征，其对我国北部沿海，尤其

是天津沿岸造成的增水也具有非典型特点，研究

其对近岸海域造成的增水过程、特性，对于更加

细致、全面地了解风暴潮灾害，更好地进行风暴

潮灾害的防灾减灾工作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

３　天津沿海 “达维”台风风暴潮过程简介

从图１可以看出，８月２日０８时起， “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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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中心位于江苏外海的黄海海面上，随着

“达维”不断向西向北移动，受其影响，渤海内

沿海尤其是西部和南部沿岸多处地区出现风暴

增水。增水持续至８月４日 （图２），随着 “达

维”威力不断减弱，其对水体的驱动效应也不

断减弱，渤海沿岸增水过程结束。

受 “达维”影响，天津沿海也出现了一次

明显的风暴潮增水过程。从８月２日起，受南向

风作用，进入渤海的水体逐渐增加［１］，渤海湾

位于渤海西部，是水体向西传播的终端，受水

体不断堆积的影响，天津沿海也出现了持续的

风暴潮增水［２］，自８月２日０８时起，天津沿海开

始出现风暴增水，并从１２ｃｍ开始不断增大，至

８月４日００时４２分，增水达到最大，为１４４ｃｍ，
图１　 “达维”路径

图２　 “达维”影响期间增水过程曲线图

受增水影响，天津沿海实测潮位出现高值，并最

终出现超警戒潮位 （４９０ｃｍ）的高潮位。根据塘

沽海洋环境监测站实测资料显示，在整个风暴潮

过程中，８月２日至４日，天津沿海共出现了３

次接近警戒潮位的高潮位和２次超警戒潮位的高

潮位，分别是８月２日１５时４０分，潮位达到

４８９ｃｍ；８月３日０３时０９分，潮位达到４８８ｃｍ，

距警戒潮位分别只有１ｃｍ和２ｃｍ；８月３日１６时

２５分，最高潮位达到５２２ｃｍ，超警戒潮位３２ｃｍ；

８月４日０２时３７分，潮位达到４７９ｃｍ，距警戒

潮位１１ｃｍ；８月４日１６时４２分，潮位达到

４９６ｃｍ，超警戒潮位６ｃｍ。至８月５日，随着

“达维”威力不断减弱，其对水体造成的驱动力也

不断减弱，风暴增水不断下降，天津沿海的风暴

潮增水过程结束，实测潮位也逐步恢复正常。

４　增水与气象要素的相关分析

对本次 “达维”影响期间的风暴潮过程的

增水情况和气象要素，尤其是气压和风的变化

趋势进行分析。本次分析所用的潮汐和气象数

据均为塘沽海洋环境监测站的实测资料。为了

更好地对增水和气压的相关关系进行分析，笔

者对气压数据进行处理，采用 （气压值－１０００）

×１０得到的数据与增水值进行对比，如图３所

示，天津沿海的风暴增水与气压基本呈反相关的

关系，８月２日１６时起，气压逐渐达到 “达维”影

响前的高值，实测数据显示为１００８．２ｈｐａ，随着

“达维”逐渐向渤海湾天津沿海靠近，天津沿岸

的气压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而增水处于振荡

阶段，增水开始不断增加，至８月３日０２时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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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增水达１１３ｃｍ，随后低潮期间，增水有所

回落；０８时后，气压仍不断下降，增水进入激

增阶段，至８月４日００时４２分，增水达到峰

值，为１４４ｃｍ，整个增水过程持续大约１６ｈ；８

月４日０３时，气压下降至最低，为１００２．９ｈｐａ。

而增水进入峰值过后的减小阶段，增水值迅速

减小，仅８ｈ，增水值从１４４ｃｍ降至１５ｃｍ，之

后增水值在３０～８０ｃｍ之间出现振荡，并持续

至８月５日夜间，气压值则不断回升，至８月５

日之后，恢复至１０１０ｈｐａ左右的正常气压值。

图３　 “达维”影响期间增水和气压、风速过程曲线图

　　对本次风暴潮过程中的增水值和风要素进

行分析，同样对风速数据进行处理，采用风速

×１０得到的数据与增水值进行对比，如上图３

所示，风速和增水值存在一定的相关关系，其

相关系数达０．４４，但在整个增水过程中，虽然

持续出现偏东风，但风速值不算太大，仅在８

月３日１７时左右，出现１６ｍ／ｓ左右的最大风

速，风向为ＮＥ，其他大部分时间内，风速值均

在８ｍ／ｓ以下，因此，笔者认为是造成此次增

水的主要原因并不是直接受到风的影响。

５　本次风暴潮增水过程及其特点分析

根据图３的增水过程曲线，结合台风 “达

维”的位置信息、天气形势，对本次非典型台

风风暴潮进行增水分析。

（１）８月１日２０时起，“达维”中心进入黄

海南部，此时，受台风外围影响，影响北黄海

和渤海的风向从偏东转为东北，受风力影响，

渤海内水体由向西堆积转为向南部堆积，不利

于渤海湾尤其是渤海湾北部维持较大增水，因

此天津沿海的增水呈现逐渐减小的趋势。

（２）８月２日０８时后， “达维”中心位于

１２１°Ｅ附近海域，迫近江苏东部沿海，此时，受

台风后部气流影响，黄海中部、北部及渤海基本

被偏东南风控制，受风力影响，黄海中部和南部

的水体被不断通过成山头东部的通道远距离往北

黄海和渤海内输运，渤海湾位于水体传输的终端，

水体不断堆积，使天津沿海出现增水。８月２日

１５时４０分，天津沿海潮位达到４８９ｃｍ，出现本

次风暴潮过程中第一次接近警戒潮位的高潮位。

（３）随着 “达维”登陆江苏，并不断向北向

西移动，此时虽然 “达维”势力有所减弱，由台

风减弱为强热带风暴，但由于其后部风呈现偏南

方向，仍有利于水体的不断远距离向北黄海和渤

海输运和堆积，渤海湾天津沿海的增水值持续增

加，８月３日凌晨，天津沿海的增水达１１３ｃｍ，

出现本次过程的第一个增水峰值，此时，“达维”

中心位置正处于水体输运通道的正西部，随着８

月３日０３时０９分高潮的出现，潮位达到４８８ｃｍ，

出现本次过程第二次出现接近警戒潮位的高潮位。

（４）随着 “达维”逐渐向北移动并不断减

弱，成山头东部水体输运通道的风向转为西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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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对水体的输送能力减弱［３］，影响渤海和北黄

海的远距离输运增水有所回落，天津沿海的增水

也呈现迅速减小趋势，至８月３日０８时左右增水

降至６６ｃｍ。

（５）８月３日０９时，“达维”在山东境内减

弱为热带风暴，但随着 “达维”的北行，其北

部的渤海中部海域逐步受到偏东向大风的影响，

虽然风力有所减弱，但由于风向有利，仍推动

渤海中部的水体向西部的渤海湾内迅速输运，

加上前期远距离输运的水体无法及时排出，造

成渤海湾内的增水激增，８月３日１６时２５分，

增水和天文高潮叠加，出现最高达到５２２ｃｍ的

潮位，超警戒潮位３２ｃｍ，出现本次过程第一次

出现超过警戒潮位的高潮位。至８月４日００时

４２分，增水达到峰值，为１４４ｃｍ，整个增水过

程持续大约１６ｈ，直至 “达维”中心到达渤海

中北部后，渤海湾天津沿海的增水开始减小。

（６）８月４日０８时 “达维”在河北省东北部

近海减弱为热带低压，虽然后期由于较高的天文

潮和南部 “苏拉”的偏东南气流造成水体输运等

原因引起天津沿海超警戒潮位６ｃｍ的风暴潮，但

总体来看，增水已减弱至８０ｃｍ以下，风暴潮过

程结束，天津沿海的实测潮位也逐步恢复正常。

分析本次天津沿海非典型台风风暴潮，主

要有以下原因及特点。

（１）持续时间长，从８月２日天津沿海出现

较大增水和接近警戒潮位的高潮位以来，至８

月４日夜间结束，风暴潮过程持续４８ｈ以上，

且台风风暴潮过程发生时，天津沿海天文潮位

较高，和增水叠加［４］，接连出现了５次接近和

超过警戒潮位的风暴潮。

（２）和以往天津沿海的台风风暴潮过程相

同，本次台风风暴潮过程也出现了２次增水的

现象，且第一次增水是由黄海水体远距离向渤

海内输运、堆积造成。

（３）和以往天津沿海的台风风暴潮过程不

同的是，以往由于台风路径远离天津，天津沿

海的风暴潮增水过程主要是由于外围的水体输

运引起，但本次过程中，热带风暴紧贴渤海湾

东部擦过，本次风暴潮过程中第二次增水过程

就是由于热带风暴直接作用引起水体输运而引

起，这在以往的记录中是没有过的，且第二次

增水过程更加迅猛，出现了更高的潮位。

（４）８月４日凌晨，天津沿海出现最大增水

时，热带风暴的位置基本正位于渤海东部海域，

时间上具有较好的一致性。

（５）此次风暴潮发生时，与历史上天津沿

海的８５０９
［５］、１１０５等台风风暴潮过程类似，沿

海风力不大，气象特征不明显。

６　结论

“达维”是有记录以来，长江以北登陆的最

强台风，并从江苏登陆，经山东进入渤海，这

在历史记录中非常罕见，在天津沿海造成了长

时间的增水过程，且由于天文潮和增水相结合，

使天津沿海出现了５次接近和达到警戒潮位的

高潮位。本次天津沿海的台风风暴潮过程主要

出现了２次主要的增水过程：第一次是由于外

围水体输运造成；但第二次是由于热带风暴直

接作用于渤海湾而引起，这在以往的记录中是

没有过的。因此，在我国北部海区发生台风风

暴潮时，虽然当地没有强烈的天气现象，但仍

要多加注意通过台风的路径、时间以及总结增

水时间和特点等，来进行准确的判断和预报，

避免因灾害造成较大损失。而在进行海洋预报

时，由于沿海风力不大，气象特征不明显，容

易使预报人员产生松懈，这是应值得高度重视

与总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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