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渤海海冰灾害监测预警及防灾减灾的思考

江崇波１，江　帆２

（１．国家海洋局北海预报中心　青岛　２６６０３３；２．国家海洋标准计量中心　天津　３００１１２）

　　摘　　　要：文章通过近几年参与渤海海冰应急预警，尤其是２００９－２０１０年冬季３０

年来最严重冰情应急防灾实践，介绍目前渤海的海洋经济发展和海冰灾害状况，分析我国

渤海海冰监测预警及防灾减灾方面存在的６个方面的问题，对出现问题的成因做了分析，

在高度重视海冰监测预报、充分认识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性、进一步完善海冰防灾减灾体

系建设等５个方面提出了思考。

关　键　词：海冰；监测预警；防灾减灾

　　做好海洋灾害防御工作，是政府履行社会

管理和公益服务职能的基本任务，是构建和谐

社会的重要内容。如何加强海洋灾害管理，减

轻海洋灾害对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的影响，让

海洋防灾减灾事业成果惠及人民的物质和文化

生活水平的提高，是海洋防灾减灾事业发展面

临的新的历史责任。国务院印发的 《全国海洋

经济发展规划纲要》中，将 “建设海洋立体化

观测预报网络，开展大范围、长时效、高精度

预报服务……不断提高航海保障、海上救生和

救助服务水平”列为我国发展海洋经济的主要

措施之一。

海冰灾害是我国严重的海洋灾害之一。我

国渤海海域每年冬季都有不同程度的海冰生

成，除了严重的海冰灾害年外，几乎每年都会

发生局部海域的严重冰灾，而且海冰造成的损

失逐年增大，给渤海的水产养殖、渔业生产、

交通运输、油气开采、生态环境及人民的生产

生活带来较大影响，笔者通过参与近几年渤海

海冰应急预警，尤其是２００９年至２０１０年冬季

渤海３０年来最严重冰情应急防灾处置过程的

实践，对渤海海冰监测预警及防灾减灾方面的

一些现状和问题进行梳理与思考，并提出几点

建议。

１　渤海的海洋经济发展和海冰灾害状况

渤海是我国唯一的内海，环渤海地区是我

国北方地区通向海洋的重要门户，不仅是连接

欧亚大陆桥的要冲，而且是东北亚区域社会、

经济、军事及区域资源的连接纽带。环渤海地

区经济发达，在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中占有举足

轻重的地位。

渤海有着丰富的渔业资源，年捕捞产量约

占全国总产量的１／１０，养殖产量约占全国的

１７％。环渤海地区沿岸有６０多个优良港口，港

口吞吐量占全国主要港口吞吐量的４５％，已经

成为环渤海城市群及其腹地的重要出海口。是

我国 “北煤南运”的重要海上通道，秦皇岛港、

天津港、曹妃甸港和京唐港每天的煤炭出港吞

吐量占全国煤炭海运量的７０％。渤海是我国重

要的海上油气产区，其油气产量占我国海上石

油产量的一半以上，已开发海上油田１７个，海

上平 台 （储 油 装 置）１８４ 座，油 井 数 超 过

１３００口
［１］。

环渤海地区是我国东北、华北经济核心区

之所在，环渤海经济圈 ＧＤＰ总量占全国 ＧＤＰ

总量的１／５强，海洋产业发展迅速，海洋生产

总值占全国海洋生产总值的比重近４０％。随着

辽宁沿海经济带、河北曹妃甸工业区、天津滨

海新区和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等国家级重点经

济区的崛起，环渤海地区的经济将以更快的速

度发展，越发彰显出环渤海地区重要的战略地

位。另外，渤海也有着重要的军事战略地位，

对维护国家安全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渤海每年都有不同程度的海冰灾害发生，

严重制约着渤海海洋经济的发展和国防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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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以来发生的最严重一次冰灾在１９６９

年２－３月间，当时整个渤海全部冰封
［２］，最大

冰块达７０ｋｍ２，最大冰厚为１００ｃｍ，堆积高度

最大达９ｍ。罕见的海冰灾害造成惨重经济损

失。海上所有舰船受阻被困。据不完全统计，

仅在进出天津港的客货轮中，有７艘被海冰推

移搁浅，１９艘被海冰夹住随冰漂移，２５艘在破

冰船的救助下才能出港，５艘万吨级货轮及１艘

引水船被海冰挤压，船体变形，船舱进水、螺

旋桨被碰坏。由于渤海冰封，使得渤海的海上

交通运输处于严重瘫痪状态。海上建筑物也遭

到破坏，浮冰摧毁了重５５０ｔ的 “海二井”石油

平台；另一个重５００ｔ的 “海一井”平台支座拉

筋全部被海冰割断。估计这次冰封造成的直接

经济损失近亿元，间接经济损失达数亿元。

２００９—２０１０年冬季渤海出现了近３０年来最

严重的冰情。由于严重冰情发生早、发展快，

严重冰期长，给渤海及其沿岸社会、经济造成

了严重影响，据统计，冰灾造成的经济损失近

６６亿元。这次冰灾影响了渤海及黄海北部的多

个港口的运营，甚至造成部分港口封港；导致

“电煤南运”不畅，华东电网运营曾一度告急；

辽东湾港口基本都被封港；大港油田石油平台

钻井停产２０多天；油建 “海恩１０１”浮吊被浮

冰挤压受困４天，船上３８名工作人员及船员被

困，“海运１９”船被浮冰挤压，船身失控；辽东

湾菊花岛上３２００多名居民生活必需品和应急物

资供给无法保障，居民生活受到严重影响，严

重冰灾引起了党中央国务院领导的高度重视，

要求国家海洋局加强对海冰监测，关注海冰灾

害对生产生活的影响，及时发布预警报，指导

和帮助有关方面防范和应对灾害工作。

国家海洋局根据国务院领导要求，举全局

之力，利用现有的沿海海洋观测站、海监飞机、

海监船和卫星遥感对渤海海冰分布状况进行了

立体监视监测，并制作、发布了海冰预警报，

为各级政府和有关涉海企业防冰抗灾提供服务，

较好地完成了海冰应急监测预报工作，但纵观

海冰灾害应急处置全过程，也暴露出我国目前

海冰监测、预警和防灾减灾还存在明显不足，

应对海冰灾害的能力还比较薄弱。

２　渤海海冰监测预警及防灾减灾现状及

存在的问题

　　当前存在的最主要的问题是渤海海冰防灾

减灾能力尚不能完全满足渤海地区经济社会快

速发展的需求。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２１　海洋灾害监测能力依然薄弱

缺乏先进的海冰监测手段，海冰监测技术

相对落后，主要还是依靠岸边海洋观测站、少

量的海洋调查船、海监飞机和光学卫星遥感数

据。缺少卫星、航空遥感等高分辨率的立体化

冰情监测信息，光学卫星遥感数据受云雾天气

影响严重，无法全天候监测。

２２　缺乏专用海冰监测、救援船只

由于目前我国尚无具有破冰能力的专用海

冰监测船只，普通的海洋调查船无破冰能力，

无法获取冰区内冰厚等要素的实测资料。一旦

船舶、平台等在冰区中遭遇危险，也无法迅速

进行施救。

２３　缺乏精细化的海冰预警报产品

海冰预报没有实现针对海上重点目标的精

细化预报。海冰灾害预报还局限在传统的数理

统计和经验预报，近几年虽开展了数值预报研

制，但离真正的精细化预报服务还有一段距离，

尤其是海冰厚度、漂移方向及速度、对海上工

程的破坏程度等预报还不能满足海冰防灾减灾

的要求，因此不能及时有效地指导海冰防灾减

灾工作。

２４　海上构筑物对海冰分布产生影响

随着海洋资源与空间的开发利用，各类海

上工程建筑物数量不断增多、规模日益复杂和

庞大，各种大型人工岛、进海路、码头等相继

建成，由于这些海上工程建设改变了原有的浪、

流、潮等海洋动力环境，影响岸滩的冲淤变化，

使得原来海冰分布状况发生了较大改变，甚至

原来海冰不严重的区域变成了海冰重灾区［３］。

２５　海洋灾害管理和防范体系尚需完善

缺少海冰灾害应急处置决策系统。海冰灾

害来临时，缺少一套集海冰监测预报信息、地

理环境信息、沿岸社会经济信息、海上生产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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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信息和应急指挥信息于一体的海冰灾害应急

处置决策与指挥系统，使得灾害处置的全局性、

科学性、灵活性不强。

２６　公众海冰防灾减灾教育与宣传不够

公众缺乏海冰知识和防灾意识。尤其是在

全球气候变暖背景下，对海冰灾害不够重视。

出现以上问题原因是多方面的，最主要的

原因是对海冰监测预报和防灾减灾的基础能力

建设不够；缺少海冰监测预警和防灾技术专项

研究和开发。再就是连续多年出现 “暖冬”现

象，海冰灾害在一部分人的头脑中逐渐淡化，

对于在气候变暖背景下极易出现极端气候事件

认识不足，海冰防灾减灾意识不强。

３　思考与措施建议

３１　高度重视海冰监测预报

各级政府应当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坚

持把提升海洋灾害的应对能力和水平放在首位，

要站在更高的战略高度，创新思路，着眼全局，

把发展海洋经济与海洋防灾减灾结合起来，真

正做到海洋经济与防灾减灾能力同步提高、协

调发展。

３２　充分认识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性

全球气候变化将导致的极端天气与气候事

件频发，会对人类生存环境产生严重影响。

２０１０年渤海３０年同期最严重海冰冰情和２０１２

年欧亚大陆遭遇的极寒天气就是最好的例证。

因此各级政府、海上生产部门切不可掉以轻心，

不能松掉渤海海冰防灾减灾这根弦。

３３　进一步完善海冰防灾减灾体系建设

全面提升海冰灾害监测预警和冰区救援的

保障能力。要以加强渤海重点港口、航道、石

油平台、有人居住海岛等海冰敏感区域的监测

预报工作为重点，进一步提升针对重点目标的

海冰精细化预报和服务，提高海冰预警报产品

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及时发布海洋灾害预警报，

避免和减少海洋灾害损失。

３４　加强海洋行政管理力度

大规模的海上工程建设和海冰灾害之间的

相互作用是海洋开发中一个应引起特别关注的

重要问题。渤海海上构筑物、海洋工程的建设

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一定要开展海冰灾害

风险评估工作，要考虑对海洋环境尤其是浪、

流、潮等动力环境的影响，避免人为造成的海

洋灾害。同时海上构筑物建设如海上石油平台

等应充分考虑重叠冰与堆积冰带来的强大的冰

压力影响，否则也会带来巨大的损害。海洋行

政管理部门要加强管理力度，严格海洋工程、

海上构筑物建设方案的论证、审查与审批。

３５　加强海冰防灾减灾的宣传教育工作

海冰灾害防御是一项系统性、长期性的艰

巨工作，公众教育与宣传是有效预防和减轻海

冰灾害损失的重要措施，是一项需要全社会参

与的协调行动。要不断通过宣传媒体等各种方

式，加强海冰防灾减灾的宣传教育工作，提高

整个社会的海冰灾害风险防范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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