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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科学技术发展 的水平
,

海洋开发主

要是在浅海大陆架
。

这是 极为宝贵 的海洋国

土
。

我国北方海域
,

包括渤海与北黄海
。

渤

海是我国的内海
,

面积为 7
.

7万平方 公 里
,

是以对虾为主的增养殖基地
,

也是我国内海

石油开发的基地
。

北黄海是我国贝
、

藻类 的

重要养殖基地
。

作为联系各国人民友谊的纽带以及繁荣

各国经济的通途
,

我国北方海域已扩建和新

建了一些重要的港 口基地
,

有大连港
,

秦皇岛

港
、

天津 (塘沽)港
、

烟台港
、

青岛港
、

石臼港
。

我国北方海域沿岸
,

处处是锦秀河山
,

是重要的旅游发展 区
。

尽管北方沿岸海滨处处江山多娇
,

浅海

大陆架资源丰富
,

然而这里恰恰也是风暴潮

的多发区
。

风暴潮是我国北方海域的一 种 海 洋 灾

害
。

但此灾害并非限于北方海域
。

同样
,

在

东海与南海也是风暴潮的频发 区
。

鉴于在北

方海域所产生的风暴潮的成因与在东海海域

上产生的风暴潮的成因不同
,

因此
,

我们将

分别论述
,

本文仅论述我国北方海域上的历

史风暴潮灾
。

风暴潮引起的灾害并非今 日始
。

在厉史

上
,

曾对北方海域沿岸的人民造成极大的危

害
。

仅据有记录的
,

但显然是不完善的历史

记载
,

其给北方海域沿岸人民的生命与财产

造成的损失极为严重
。

即使在科学水平 己相

当发达的今天
。

这种灾情仍在延续着
。

人们

记忆犹新的一个例是
: 19 8 5年九号台风在北

方海域沿岸造成了重大灾害
。

仅据青岛
、

烟

台
、

大连地区的统计
,

经济损失 超 过 14 亿

元
,

伤亡 70 。多人
,

其中多
一

与风暴潮 有 关
。

北方沿海的经济开发区
,

在考虑发展规

划时
,

必须重视风暴潮之灾情
,

并采取有效

的措施防患于未然
。

何谓
“

风暴潮
”

呢 ?

风暴潮是一种强烈的大气扰 动在海岸附

近浅海水域中呈现的一系列海面变化现象
.

所谓大气扰动
,

指的是台风和气压骤变
。

风暴潮既然是海面异常变化
,

就有两种

可能
,

一是海面异常升高
,

二是海面异常下

降
。

在术语上
,

把前者称之为
“

正风暴潮
”

把后者称之为
“

负风暴潮
” 。

但无论是前者

或后者
,

都是一种海洋灾害
。

当然
,

人们通

常关心的是前者
。

其实
“

负风暴潮
”

洋面异常下降
,

既可

认为是由风暴潮来到之前的海水回流引起的

现象
,

也可 以是 由离岸风的强风效应引起的

结果
。 “

负风暴潮
”

的出现
,

会使航道水深

骤减
,

尤其是威胁停泊在近岸海面的大型船

舶
、

大型油轮的安全
。

直接影响船舶航行与

安全
。

风暴潮一般是指 由气象原因引起 l均增水

现象
,

因而风暴潮一般称为
“

风暴增水
”

或
“

风暴海啸
” 。

与之相应
, “

负风暴潮
”

也

称为
“

风暴减水
” 。

从水位谱的角度上说
,

风暴潮也是一利
,

振动
,

其振动频率位于气象潮的高频段
。

一
、

北方海域沿岸风暴潮灾情

自汉朝 (公元 前 48 年 ) 至 民 国 27 年

(19 3 8年 )
,

渤海南部沿岸发生的较大的风



暴潮灾就有80 次之多 (见表 l )
,

其中
,

特

大潮灾发生于唐朝高宗上元三年八月 (公元

67 6年)
,

县志记载
: “

青州大 风
,

海溢
、

漂民五千余家
。

齐淄等七州大水
” 。

在清代

的2 6 8年间 (1 6心4一 19 1 1年 )
,

就出现了 4 5欢卜

潮灾
。

其中较大潮灾有 10 次
。

特大潮灾 有 3

次
。

这三次分别 发 生 在 16 6 8年
、

17 8 2年
、

1 8 4 5年
。

相当于百年一遇
。

在 10 次较大的潮

灾 中
,

水位高达6. 0一7
.

5米
,

海潮侵入内陆

4 0一 50 公里
。

17 8 2 年的特大潮灾
,

发 生 于

农历八月初五
,

在无棣至潍县等七县同时出

现
。

顿时间
,

山河为之变色
,

天地为之同悲
,

痛哭七县俱编素
,

冲冠发怒怨潮灾
。

表 1

公元前 48 年至公元 10 3 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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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寿光县志记载
: “

秋八月初五
,

风暴

大作
,

海水溢百余里
,

溺死 人 畜 无 算
” 。

1 9 2 0年 1 1月24 日
,

山东寿光羊角沟
,

夜间风

暴大作
,

海水泛滥成灾
,

据记载
: “

北风怒

吼
,

海潮山涌
,

全埠尽成泽国
,

一时呼号哭

救之声远达十多里
,

一片凄惨景象
” 。

我们看看渤海湾西岸的情况
,

塘沽
、

岐

口
、

黄弊等地也常受凶猛风暴潮的袭击
。

据

天津解放前近百年的资料记载
,

较大的风暴

潮灾发生过七次
,

其影响范围可深入内陆 15

一50 公里
。

其中最大的潮灾发生于 1 8 9 5年 4 月

28 一29 日 (即农历四月初三
、

四 日) 这两天

持续刮东风
,

降雨 量在华北滨海平原各地都

高达 5 00 毫米以上
,

在天津 哎直报》上有如下

记载
: “

东南风如吼
,

时雨时止
,

入夜风益
,

怒 号
,

雨如瀑布
” 。

塘沽沿海浪高 7 米
,

高

潮越过新河
,

船只被冲走
,

塘沽
“

漂没土屋

及千数百家
” 。

为防御 日本帝国主义入侵
,

而在1 8 9 5年初修建的大沽 口到岐 口 一 带 的
“

七十二连营
”

的基址
,

都被冲的荡然无存
,

海防完全被冲没
。

大沽坝站在 28 日记录到水

位高达 6
.

10 米
,

凶猛的风暴潮毁掉了大沽 口

儿乎全部的建筑物
,

使整个地区成了
“

泽国
” ,

“

海防各营死者2 0。。余人
” 。

在历史上
,

我国辽东湾沿岸也曾遭受过

风暴潮袭击
,

1 91 5年7月 19 一20 日
,

一 次 台

风过境引起的风暴潮
,

使辽东湾西岸营 口市

内积水一米 以上
,

市内可平地行船
。

在辽东

湾东岸最大的风暴潮发生于 1 9 21 年农历七月

初一
。

地点在东沟县
。

安东县志记载
: “

民

国十年八月四 日 (农历七月初一)
,

县小寺

地方海啸
,

水势泛滥异常浩大
,

倾到水深数

尺
,

横画数十里
,

旧的堤防均被冲毁
,

禾稼

多半淹没
,

房屋也有 倒 塌⋯ ⋯
”

大 连 一带

居民指出
,

1 8 9 6年和 19 49 年的台风暴潮同样

造成了严重损失
。

解放后
,

渤海沿岸又多次遭受风暴潮的

袭击
,

比较严重的有 6次
,

最严重的 1 9 6 9年

莱州湾风暴潮
,

4 月23 日
,

山东半岛北 部 海

面刮起十级以上的东北大风
。

1 3点
,

羊角沟

最大风速达 3 4
.

9米/ 秒
。

巨浪不断冲向岸边
,

中午过后
,

风潮结合
,

向陆地奔袭
,

在 23 日

16 一 17 点
,

增水达最大高度
,

其值为 3
.

55 米
。

这次风暴潮
,

在羊角沟一米以上的
·

增水持续

了 3 5个小时 (2 3 日1 2点到2 5 日午夜 l 点)
,

3米以上的增水持续了 8个小时 (23 日 16 点至

23 点)
。

这次风暴潮在2一 3小时内
,

冲毁了

70 公里长的海岸线
,

并向寿光
、

潍县
、

昌 邑
、

平度一带 1 40 公里长的海岸推 进 了30 一40 公

里
,

仅山东昌潍地 区就有 1 28 个大队受灾
,

34

个村庄进水
,

溺死人畜无数
,

房屋 倒 塌80 。



多间
,

受灾土地面积近 10 万亩
,

冲走食盐4 万

多吨⋯⋯
,

给国家和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

很大的风暴潮
,

尽管国家有关部 门对这次风

暴潮事先已发布了预报
、

组织 了防潮救灾
,

减轻了损失
,

但暴潮仍使防潮土 坝 多 处 决

口
,

切断了羊 口公路
,

冲毁了公路桥
。

灾后
,

仅据寿光县水产
、

盐务两局和羊角沟镇的统

计
,

直接经济损失就达 4 50 万元
。

在我国北方海域
,

风暴 潮是以寒潮和冷

空气引起的风潮为主
,

但夏季也会出现台风

暴潮
,

甚至会影响整个海域
,

在人烟稠密的

沿海城市造成严重灾难
。

一个突出的例
,

就

是 19 8 5年 8月 16 日至20 日引起的为期五 天 的

台风暴 潮
。

这是受 19 85 年第九号台风影响的

风暴潮
。

其灾情之重是近四十年最严重的一

次
.

灾情波及我国东部沿海
,

影响范围包括

浙江北部海面
,

山东沿海及半岛内陆
,

河北

沿岸
、

辽宁沿岸及部分内陆
.

尤其是在上海
、

青岛
、

烟台
、

大连
、

营 口等人口稠密区造成

大灾害
。

伴随着这次风暴潮灾
,

出现了特大的暴

雨
,

分布面广
,

雨量大
,

时间集中
。

这次风暴潮的另一严重性是遇上了天文

潮大潮期
,

正是
“

雪上添霜
” ,

致使海面水

位猛增
.

塘沽地 区仅受台风边缘影 响
,

8 月 19 日

最高潮位竞达5
.

2 8米
,

防潮石墙 多 处 毁 坏

(共 1 6 0 多米 )
,

有的缺 口达 30 余 米
,

塘 沽

盐场34 公里堤全线漫水
,

北墙填街道积水有
l米多

,

根据塘沽防汛指挥部估计
,

这 次 台

风暴潮造成经济损失也有 7 0 0 0多万元
。

国学者称为
“

温带风暴潮
” ,

是北方海域经

常出现的主要的风暴 潮
。

主要分布于渤海沿

岸
,

发生在另一种类型的风暴潮是由热带气

旋 (如台风) 所引起的风暴潮
,

称
“

台风暴

潮
” ,

常出现在夏
、

秋两季
,

尤以夏季为著
,

主要出现在北黄海
,

尽管从出现次数看
,

以

温带风暴潮为主
。

但台风暴潮同样可以造成

巨大的危害
。

19 85 年第九号台风在北方海域

引起的灾害就是明显的例
。

从气象特征来说渤海和北黄海是冷暖气

团激荡十分激烈的地区
。

因而
,

在该海域上

引起的风暴潮也特别显著
。

风暴潮的出现往往还伴随着暴雨
。

尤其

是台风暴潮期间特别容易使北方海域沿岸产

生特大暴风雨
。

应该指出
,

在北方海域
,

还会因为水的

结冰
、
溶化

、

加热
、

冷却等气象海洋因素以

及一些地球物理 因素造成
“

海面异常变化
”

这种变化显然与风暴潮无关
,

虽然它也必然

地混杂在验潮曲线中
,

不过
,

这些变化与风

风暴潮相比是微不足道的 :

二
、

北方海域风暴潮特点

就我国地理位置来说
,

位于太平洋西海

岸
,

是风暴潮的多发区
,

北方海域 (包括渤

海沿岸
、

北黄海沿岸) 同样也是风暴潮多发

区
.

北方海域风暴潮的类型有二
:

一是由寒

翻与冷空气引起的大风所导致的风暴潮
,

我

三
、

北方海域风暴湖成因

渤海何以能成为风暴潮发展的温床
,

千

百年来
,

让它肆虐于此
,

贻害沿岸人民呢 ?

首先
,

让我们来了解一下在我国北方海

域 (渤海和黄海北部) 形成风暴潮的天气形

势的特点
。

我国渤海和黄海北部的风暴潮主要是由

寒潮和冷空气引起的
。

因天气形势不同
,

所

引起的风暴潮形态也就不同
。

通常
,

引起渤

海水位异常变化的天气形势可分两类
.

第一类是冷空气配合低气压型
,

发生在

春秋过渡季节
。

较强的冷高压东移南下
,

配

合黄海气旋
,

可造成渤海七级 以上的东北大

风
,

致使莱州湾
、

渤海湾沿岸强烈增水
.

在

冷风过境前
,

整个渤海一般吹南风
,

当风线

压近渤海时
,

海上气压梯度急剧增大
,

从而

导致东北风加剧
,

水位暴涨
。

1 9 6 9年 4 月2 3



日在渤海湾
、

莱州湾发生的特大风暴潮就是

这一类型的典型例子
.

1 9 8。年4月 5 日发生在

莱州湾的风暴潮基本上也属此类型
。

第二类是高压型
。

当西伯利亚或蒙古等

地的冷高压南下时
,

如果我国南方又没有明

显低压活动
,

则地面图上只有一条横向冷风

掠过渤海
,

造成渤海的东北大风
,

结果也能

在渤海沿岸引起风暴潮
。

这种大气型多见于

冬季
、

初春和深秋
。

同前一类型比较
,

后者

较弱
,

因而造成风暴潮灾的机会也比较少
。

再看一下渤海的地理环境
:

渤海位于欧亚大陆的东岸
,

从北京—
·

西南方向看去
,

一

它恰好位于东北和华北两大

平原的走廊上
。

渤海是一个半封闭的浅海
,

海底地势比较平坦
,

坡度平均 为 o
’

0
‘

3 8,,
,

在渤海北部的辽东湾
、

西部的渤海湾
、

南部

的莱州湾都有广阔的海滩
。

渤海平均深度为

2 0米
,

沿岸地区水深较浅
,

一般在 10米以内
,

河 口地区水深不超过 5 米
,

西黄河 口最浅

处不及 0
.

5米
。

渤海的形状类似于梯形
,

很象一个侧放

着的葫芦
,

南宽北窄
,

其主轴呈东北—西

南走向
。

长 4 60 多公里
。

渤海的天文潮差为 2 米左右
,

渤海海峡

为弱潮海岸
。

由于渤海是处 于这样的地理并具有如此

特殊地形
。

因而
,

当强盛的东南风连续吹刮

1 0小时以上
,

再急转为东北风时
,

就会引起

整个海面增水
。

尤其是
,

山东北岸由于坡度

平缓
,

只要有一米以上的增水
,

再遇上高潮
,

使能淹没大片良田
,

在冬末与春秋季节
,

渤

海湾西岸和莱州湾西岸
,

由于冷空气和江淮

气旋配合的影响
,

常发生猛烈的风暴 潮
,

而

夏季
,

当台风北上进入渤海海区时
,

就会使

渤海沿岸发生猛烈的台风暴潮
。

至于黄海
,

它是温暖带的湿润海域
,

黄

海北岸主要是平原海岸
,

海涂 广阔
。

在此条

件下
,

一般地说
,

北黄海多发生冷空气与气

旋配合影响或者单一影响引起的风暴 潮
,

也

就是说
,

主要是由寒潮引起的
,

而在南黄 海

则主要是由台风引起的风暴潮
。

四
、

结 语

北方海域是我国重要的开发区
,

渤海既

是对虾为主的增养殖基地
,

也是内海石油开

发基地
,

北黄海是我国贝
、

藻类重要养殖基

地
。

北方海域沿岸也是重要的开发区
,

一些

重要的港 口正在蓬勃发展
。

在发展北方海域开发区的同时
,

我们必

须考虑到一些重要的灾害
,

风暴潮即是严重

的海洋灾害之一
。

即使在今天
,

仍有可能造

成大灾害
。

风暴潮也是有规律的
,

尽管目前仍在继

续探索中
。

但由于它所造成灾情严重
,

因此
,

必须居安思危
,

思则有备
,

有备无患
。

本文仅提出风暴潮的历史灾情
,

不涉及

其预报与预防
。

(上接7 7页 )

蚀
,

海水灌溉时土壤中盐的累积和洗涤机理

的研究
。

为在农业中更有效的应用海水灌溉
,

选

育各种耐盐的作物
.
钻种

,

看来已展示了诱人

的前景
。

总之
,

海水是沿海地区巨大的潜在水资

源
,

它的开发利用
,

具有深远重大的经济
、

社会和环境方面的意义
,

应及早提到海洋开

发的 日程上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