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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通过广东省2005—2018年风暴潮海洋灾害损失资料,总结分析了广东省沿海城市台风

风暴潮登陆情况、风暴潮灾害损失概况和风暴潮灾害损失特征,在此基础上,给出了广东省风暴潮

海洋灾害风险防控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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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asedonthelossdataofstormsurgedisasterinGuangdongProvincefrom2005to

2018,thepapersummarizedandstudiedthecharacteristicsoflandingsituationoftyphoonstorm

surge,thegenerallossandfeaturesofstormsurgedisasterincoastalregionsofGuangdongProv-

ince.Correspondingcountermeasuresandsuggestionsforthedefenseofstormsurgemarinedisas-

terriskinGuangdongProvincewerealsoputfor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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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广东省大陆海岸线总长3368.1km,是我国大

陆海岸线最长的地区[1]。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气候条

件,使得广东省受到风暴潮的灾害影响较为严重。

根据《中国海洋灾害公报》[2]发布的数据,2005—

2018年广东省年平均风暴潮灾害直接经济损失占

全国的37%。其中:2008年广东省风暴潮灾害直接

经济损失占全国的80%,2017年广东省风暴潮灾害

直接经济损失占全国的96%,2018年广东省风暴潮

灾害直接经济损失占全国的53%。风暴潮海洋灾

害已成为制约广东省沿海城市开发和海洋经济发

展的重要因素。

国内对风暴潮海洋灾害特征及防灾减灾对策

已有初步研究[3-8]。有学者对广东省风暴潮灾害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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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进行了研究,也有学者提出了对策措施。何洪

钜[9]通过对1949—1986年登陆广东的台风风暴潮

进行统计分析,将广东易受台风风暴潮影响的区域

分为3段:雷州半岛东岸岸段、珠江口岸段和粤东的

汕头—饶平岸段。张俊香等[10]采用基于信息扩散

技术的风险计算模型,对汕头、汕尾、赤湾、黄埔、湛

江和南渡6个验潮站1949—2005年的台风暴潮最

大增水值序列分别进行了风险计算,得到广东省台

风风暴潮灾害的风险值由高到低分别为雷州半岛

东岸、粤东沿海和珠江口的赤湾到粤东沿海的汕尾

沿海一带。黄锦林等[11]总结了1949—2009年共

61年影响广东台风风暴潮特点,分析了广东省风暴

潮防御体系现状和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并给出相应

的应急管理对策建议。这些研究成果对做好广东

省海洋防灾减灾工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研

究利用2005—2018年影响广东省的台风风暴潮数

据资料,分析广东省风暴潮海洋灾害特征,并在前

人研究基础上,给出广东省风暴潮海洋灾害风险防

控对策措施。

1 广东省风暴潮灾害特征

1.1 台风登陆城市分布

统计2005—2018年广东省沿海城市台风登陆

次数发现,在广东省沿海城市中,湛江市台风登陆

次数最多,为20次;江门次之,为9次;深圳市台风

登陆次数为6次;东莞市未出现台风登陆情况。湛

江市所处雷州半岛是广东省台风登陆次数最多区

域,深圳市是珠江口台风登陆次数最多的城市,汕

尾市和汕头市是粤东台风登陆次数最多的城市,这

与何洪钜[9]的研究结论基本一致。

1.2 风暴潮灾害损失

根据《中国海洋灾害公报》[2],2005—2018年风

暴潮造成的年平均直接经济损失为44.16亿元,死

亡(含失踪)人数平均值为7人。年直接经济损失超

过平均值的有5年,分别为2006年、2008年、2013年、

2014年和2017年。

2005—2018年广东省沿海风暴潮灾害造成损

失情况统计见表1。2008年台风“黑格比”(0814)以

15级(风速50m/s)强度在广东省茂名市登陆,造成

直接经济损失118.25亿元,死亡(含失踪)26人,为

近年灾害影响最大的台风。由表1可见,在湛江市

登陆造成较大损失的台风风暴潮有6次,是台风风

暴潮在广东省登陆造成损失出现次数最多的地

级市。

表1 2005—2018年影响广东省沿海城市主要风暴潮及其造成的损失

发生日期 台风编号 登陆地点
直接经济损失/

亿元

死亡(含失踪)

人口/人

最大增水/cm

(出现站位)

2006年5月 0601“珍珠” 汕头市澄海区 12.3 0 181(海门站)

2006年8月 0606“派比安” 茂名市电白区 70.02 0 220(北津站)

2008年9月 0814“黑格比” 茂名市电白区 118.25 26 270(北津站)

2009年9月 0915“巨爵” 江门市台山市 23.93 19 210(三灶站)

2010年7月 1003“灿都” 湛江市吴川市 30.62 5 196(水东站)

2011年9月 1117“纳沙” 湛江市徐闻县 12.63 0 399(南渡站)

2012年7月 1208“韦森特” 江门市台山市 3.85 9 241(三灶站)

2012年8月 1213“启德” 湛江市麻章区 13.58 0 260(湛江站)

2013年9月 1319“天兔” 汕尾市城区 58.57 0 201(海门站)

2014年7月 1409“威马逊” 湛江市徐闻县 28.82 0 392(南渡站)

2014年9月 1415“海鸥” 湛江市徐闻县 29.85 0 495(南渡站)

2015年10月 1522“彩虹” 湛江市坡头区 26.28 5 232(水东站)

2016年8月 1604“妮妲” 深圳市大鹏半岛 1.12 0 110(黄埔站)

2016年10月 1622“海马” 汕尾市海丰县 7.59 0 206(海门站)

2017年8月 1713“天鸽” 珠海市金湾区 51.54 6 279(珠海站)

2018年9月 1822“山竹” 江门市台山市 23.70 0 339(三灶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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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典型风暴潮灾害损失特征

2017年1713“天 鸽”台 风 风 暴 潮 和2018年

1822“山竹”台风风暴潮均为近年登陆珠江口的超

强台风。这两场台风风暴潮造成灾害损失的共性

特点是:①渔业损失占总直接经济损失比重最大;

②海岸防护工程受损范围大,风暴潮产生高潮位和

近岸浪增大导致破坏力更强,因此造成广东多地海

岸防护工程受损严重。与2017年的“天鸽”台风风

暴潮灾害过程相比,2018年的“山竹”台风风暴潮增

水不仅造成海水淹没,而且淹没持续时间长,另外

在深圳大、小梅沙以及惠州大亚湾等区域,由于高

潮位下海浪推沙造成大量泥沙上岸,大量泥沙覆盖

在近岸为历史罕见,给灾后恢复重建带来较大的

困难。

1.4 风暴潮灾害损失空间分布特征

统计2014—2018年广东省沿海城市直接经济

损失分布,广东省沿海城市中,湛江市经济损失最

大,直接经济损失约80亿元;珠海次之,直接经济损

失约45亿元;江门市直接经济损失约10亿元;其他

沿海城市直接经济损失少于10亿元;直接经济损失

最少的为东莞市和潮州市,均少于0.1亿元。湛江

市直接经济损失最多,与湛江市台风登陆次数最多

有直接关系。

2 风暴潮灾害风险防控措施建议

2.1 开展海洋灾害风险隐患排查,加强海堤防护

能力建设

海堤是防御风暴潮海洋灾害的重要屏障,也是

容易受到台风风暴潮破坏的重要承灾体。提高海

堤防御标准,加大海堤建设投入,具有重要的经济

效益和社会效益。

广东省2017年公布的沿海警戒潮位值,核定日

期截止到2015年。2017年“天鸽”台风风暴潮和

2018年“山竹”台风风暴潮,均使珠江口部分潮位站

超过红色警戒潮位值。2017年“天鸽”台风风暴潮

期间,惠州站、盐田站、赤湾站、黄埔站、横门站和珠

海站高潮位破历史最高潮位记录。2018年“山竹”

台风风暴潮期间,横门站、惠州站和三灶站最高潮

位破历史最高潮位记录。因此,需要重新核定广东

省沿海警戒潮位值,尽快开展海堤灾害风险隐患排

查,合理确定防潮标准,科学评估海堤抵抗潮位和

海浪的破坏能力,尽快加固、重修不符合标准的海

堤,提高海堤防潮御浪能力。

海堤工程建设既要有灾害防御与经济社会支

撑功能,也要具有生态保护和景观功能。研究生态

海堤建设方式,在适宜地区扩大红树林等沿海天然

消浪植被的栽种面积,科学实施海堤生态化建设工

程。实施海洋灾害风险隐患排查工程和海岸带保

护修复工程,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

灾减灾救灾、安全生产与应急管理等系列重要论述

的具体措施。

2.2 加快海洋观测网建设,提高风暴潮预警报技术

海洋观测是开展海洋预警预报和防灾减灾的

重要基础支撑。目前广东省海洋观测类型主要有

验潮站、浮标和观测平台,观测站(点)分别隶属于

国家、广东省和地方沿海城市。根据《全国海洋观

测网规划(2014-2020)》“沿海县(市辖区)至少建

设一个海洋站(点),全国海洋站(点)沿海岸线平均

分布间隔在100km 以内,重点区域岸线间隔在

30km以内”,广东省沿海观测站(点)分布稀疏,离

国家要求存在差距,离发达国家相邻间隔30km的

平均水平相距更远。广东省海洋观测点的类型和

数量与海洋防灾减灾的需求不匹配。

《广东省海洋观测网建设规划(2016—2020)》

明确广东沿海每50km将设置1个岸基海洋观测

站,规划建设39个岸基海洋观测站(点)、布设11个

浮标观测站位、新增一对地波雷达站及24个X波

段雷达站、组建由20艘船组成的志愿船观测系统、

配置两套水下滑翔机观测系统和建设海洋卫星遥

感南方数据应用分中心。要加快广东省海洋观测

网建设规划的实施,各级政府在政策上要大力支

持、在经费上要充足保障。针对风暴潮灾害重灾区

和频发区以及海洋经济重点发展区域,要加大观测

密度,提高观测资料的时效和精度。尽快建立观测

数据共享机制,实现地方与国家、不同部门观测数

据资料共享,为保障海洋经济发展、防御风暴潮海

洋灾害提供观测基础。

加强风暴潮海洋灾害的发生机理和发展规律

研究,研发高分辨率风暴潮数值预报业务系统,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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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提升风暴潮精细化预报水平。在重点保障目标

区域、沿海重大工程区域、重要人口密集区域和重

要渔业养殖区域,开展沿岸精细化数值预报系统建

设,每天定时报送风、浪、潮等信息,尤其对渔业养

殖户,开通短信、微信等服务平台,及时发布预警信

息,为渔业风险防控提供基础数据。研发风暴潮漫

滩数值预报系统,在较强台风风暴潮影响时提供重

点区域风暴潮漫滩范围预警,为沿岸人民群众撤离

及财产转移提供科学依据。

2.3 科学开展风暴潮灾害风险评估和区划

加强风暴潮海洋灾害风险评估和区划研究,积

极开展省级风暴潮灾害风险评估和区划、市(县)级

风暴潮风险评估和区划,掌握风暴潮海洋灾害风险

等级分布。加强海洋灾害承灾体基础调查,结合土

地利用调查,充分掌握海洋灾害承灾体的脆弱性。

编制广东省级和沿海市(县)级风暴潮灾害风险区

划图,制作不同重现期风暴潮淹没范围图和居民应

急疏散路径图,为风暴潮灾害应急防御、海洋资源

保护与利用规划提供决策支撑。将风暴潮海洋灾

害风险评估成果纳入海洋经济发展规划中,保障海

洋经济发展安全。

2.4 加强海洋防灾减灾宣传教育

必须高度重视海洋防灾减灾宣传教育,建立健

全与 时 代 特 征 相 适 应 的 宣 教 机 制。充 分 利 用

“5.12”防灾减灾日和“6.8”世界海洋日,通过电视、

广播、微信、微博、宣传栏、手册等多种方式,广泛宣

传台风风暴潮灾害知识,不断加深人们对台风风暴

潮的发生机制、产生危害等的了解,防微杜渐,自觉

树立防范风暴潮灾害意识。宣传教育要进基层、进

社区、进学校,不断增强各类人群的“自救”“互救”

能力。在台风风暴潮来临前,及时宣传和动员群

众,不能有麻痹大意思想,尽可能降低风暴潮海洋

灾害风险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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