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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自然环境特征对海洋开发建设有着重要影响，为了更好地为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提供
科学依据，文章重点对南海、孟加拉湾、阿拉伯海三大海域的地理概况、气候特征进行系统性统计

分析。结果表明，该海域的风场、风浪、表层海流受季风影响明显，其中阿拉伯海和孟加拉湾受西

南季风的影响更为明显，冬季风的影响次之，南海则相反。阿拉伯海的热带气旋主要活动于其东

侧，孟加拉湾则在其中东部区域，南海主要是北部海域受热带气旋影响明显。南海—北印度洋的

能见度整体乐观。夏季降水明显多于冬季，夏季大值区分布于印度半岛西部近海、孟加拉湾东北

部、马尼拉西部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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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海茫茫、灾害频发，让人类对海洋望而生

畏［１－４］。台风浪、冷空气大浪、风暴潮、海洋内波等

对航海、海上施工、乃至人类生命安全的威胁已被

广泛认识［５－１２］。１９７０年１１月，发生在孟加拉湾沿
岸的一次风暴潮，造成３０余万人死亡、１００余万人
无家可归。１９６３年４月１０日，美国“长尾鲨”号核
潜艇在大西洋距波士顿港３５０ｋｍ处突然沉没，艇上
１２９人无一生还，事后分析下沉原因是潜艇航渡时
遇到强烈内波。１９９０年７月１４日，在南海陆丰油
田，内波使半潜式钻井船“南海Ⅵ”号与锚定的油轮
“ＡｙｅｒＢｉｒｕ”在连接输油管道时发生困难，如此事例
不胜枚举。海洋开发，评估先行。做好海洋地理特

征、海洋环境特征分析，方可在确保安全可靠的前

提下，高效地开发利用海洋。在此对南海、孟加拉

湾、阿拉伯海三大海域的地理概况、气候特征进行

系统性分析，期望可以为２１世纪海上丝路建设尽绵
薄之力。

１　地理概况
本文利用目前空间分辨率最高的 ＧＴＯＰＯ３０水

深数据，绘制了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涉及海域的水
深特征，以及地理特征（见文献［４］的图１［４］、文献
［５］的图１［５］）。ＧＴＯＰＯ３０水深数据是 ＵＳＧＳ公布
的全球数字高程模型，其采样间隔为３０弧秒（即空
间分辨率为 ０００８３３３°×０００８３３３°），空间范围
为：９０°Ｓ—９０°Ｎ，１８０°Ｗ—１８０°Ｅ。

南海：中国近海中面积最大、水最深的海区。

面积约 ３５０万 ｋｍ２，平均水深 １２１２ｍ，最大深度
５５５９ｍ。主要海湾有中、越两国接壤的北部湾、泰
国南部的泰国湾等。地形似菱形，从四周呈阶梯状

向中部加深，突出特征是南、北坡度缓，而东、西坡

度陡。南海的中央海盆，大致位于中沙和南沙群岛

的大陆坡之间，主体是ＮＥ向伸展的深海平原，长约
１６００ｋｍ，宽约 ５３０ｋｍ。其北部较浅，平均深度
３４００ｍ；南部较深，平均深４２００ｍ。在北部大陆架

上主要是珠江等带来的陆源沉积物，以泥质为主；

外陆架沉积物主要为沙质。南部大陆架主要为近

代粉沙和黏土。中央海盆主要是颗粒极细的棕色

抱球虫软泥和火山灰，近期也发现有锰结核或

锰壳［１３］。

孟加拉湾：位于印度洋北部５°Ｎ—２２°Ｎ，８０°Ｅ—
９５°Ｅ，西临印度半岛，东临中南半岛，北临缅甸和孟
加拉国，南在斯里兰卡至苏门答腊岛一线与印度洋本

体相交，经马六甲海峡与泰国湾和南海相连。面积

２１７万ｋｍ２，平均水深为２５８６ｍ，最大深度５２５８ｍ，
总容积为５６１６万 ｋｍ３，它是世界第一大海湾。它
的深海盆大致呈“Ｕ”字形。

阿拉伯海：位于亚洲南部的阿拉伯半岛同印度

半岛之间。北部为波斯湾和阿曼湾，西部经亚丁湾

通红海。北界巴基斯坦和伊朗，西沿阿拉伯半岛和

非洲之角，南面即印度洋。向北由阿曼湾经过霍尔

木兹海峡连接波斯湾，向西由亚丁湾通过曼德海峡

进入红海。包括亚丁湾和阿曼湾在内面积

３８６万ｋｍ２，最深处为５２０３ｍ，平均深度２７３４ｍ，为
世界性交通要道。阿拉伯海海底是一个面积广宽

的海盆，比较平坦，它被从西面的索科特拉岛向东

南的卡尔斯伯格海岭分隔成南北两海盆，北部为阿

拉伯海盆，南部为索马里海盆。

２　气候特征

２１　风
作者曾利用来自欧洲中期天气预报中心（Ｅｕｒｏ

ｐｅａｎＣｅｎｔｒｅｆｏｒＭｅｄｉｕｍＲａｎｇｅＷｅａｔｈｅｒ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ｓ，ＥＣ
ＭＷＦ）的ＥＲＡ４０海表１０ｍ风场资料，分析了印度
洋的风、浪特征，但也指出，ＥＲＡ４０海表１０ｍ风场
在风速上存在偏低现象。因此，本文在此利用来自

ＥＣＭＷＦ、近３６年（１９７９—２０１４年）、高空间分辨率
的ＥＲＡｉｎｔｅｒｉｍ海表１０ｍ风场资料，统计了２１世纪
海上丝路涉及海域的海表风场特征（图１）。为了便
于观察，以背景色代表风速，以单位矢量箭头代表



第２期 郑崇伟，等：经略２１世纪海上丝路：地理概况、气候特征 ５　　　　

风向。

图１　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海表风场特征

南海：冬季，大部分海区盛行东北风，泰国湾以

偏东风为主；平均风速６～１１ｍ／ｓ，存在两个明显的
高值中心：吕宋海峡及其西部海域（９～１１ｍ／ｓ）、中
南半岛东南海域（即传统的南海大风区，９～１０ｍ／
ｓ）。春季，大部分海域盛行 Ｅ—ＮＥ风，北部湾盛行
Ｅ—ＳＥ风，泰国湾盛行东南风；北部海域平均风速
５５～７０ｍ／ｓ，中部海域４０～５５ｍ／ｓ，低纬度海域
在４０ｍ／ｓ以内。夏季，西南季风盛行，南海中南部
海域以西南风为主，北部海域以 Ｓ—ＳＷ风为主，泰
国湾以偏西风为主；平均风速在 ５０～７５ｍ／ｓ之
间，南海大风区为高值中心，平均风速在７０ｍ／ｓ左
右。年平均大风日数，越南近海５０ｄ，西沙群岛附近
约４０ｄ，南沙附近４０ｄ以下。唯粤东沿岸靠近台湾
海峡的区域，大风日数较多些，有的可达１００ｄ。

孟加拉湾：孟加拉湾本地风场受印度季风支

配，夏季盛行西南季风，从４月８日左右开始全境内
转向为西南风，持续到１０月２０日左右结束。冬季
（１２月至翌年２月）则盛行东北季风。孟加拉湾的
西南季风要强于东北季风，这与南海季风有所不

同。西南季风盛期（８月），湾内西南风的风速普遍
大于６ｍ／ｓ，开阔海域风速大于近岸，平均最大风速
（＞８ｍ／ｓ），出现在斯里兰卡岛东部及湾北部。东

北季风盛期（２月），除了安达曼海及湾北部分别以
东风和北风为主外，其余海域均盛行东北风，且大

部分海区风速小于６ｍ／ｓ。最大风速出现在湾南部
靠近湾口处，风速为６５ｍ／ｓ。

阿拉伯海：冬季（２月），大部分海域的风速在
５ｍ／ｓ之内，相对大值区分布于索马里附近海域，在
６～８ｍ／ｓ左右，等值线呈 ＮＥ—ＳＷ 向。春季（５
月），西南季风已经逐渐盛行，西部和北部为西南

风，中东部为偏西风；西南风影响的区域风速相对

偏大，在６～９ｍ／ｓ，大值区位于索马里海域，偏西风
的区域风速较小，在６ｍ／ｓ之内。夏季（８月），强劲
的西南季风已经盛行，整个海域以西南向为主导，

风速在８ｍ／ｓ以上，尤其是索马里附近大范围海域
的平均风速可达６级以上。秋季（１１月），已经完成
由西南风向东北风的转变，大部分海域的风速在

６ｍ／ｓ以内，相对大值区位于索马里东部，风速为６～
７ｍ／ｓ，等值线呈ＮＥ—ＳＷ走向。

２２　浪
本文利用来自 ＥＣＭＷＦ将风浪、涌浪分离的

ＥＲＡ４０海浪再分析资料，统计了２１世纪海上丝路
涉及海域的风浪场。

２２１　风浪
南海—北印度洋的风浪场整体上与海表风场

保持了较好的一致性，尤其是夏季西南季风期间，

其次是冬季风期间，季风过渡季节相对偏差（图２）。
整体来看，春季、秋季，尤其是冬季，南海的风浪波

高明显大于孟加拉湾和阿拉伯海。夏季，阿拉伯海

的风浪波高最强，孟加拉湾次之，南海相对最低。

南海的波向在春季为 Ｅ—ＳＥ向；夏季为 ＳＷ向；秋
季，北部为 Ｅ—ＮＥ向，中部稍显凌乱，南部为 ＳＷ
向；冬季为ＮＥ向。孟加拉湾、阿拉伯海的波向在春
秋两季为偏南向，夏季为ＳＷ向，冬季为Ｎ—ＮＥ向。

南海：春季的风浪波高在 ０６ｍ以内，北高南
低，波向以 Ｎ—ＳＥ向为主。夏季，在西南季风的影
响下，风浪波高明显大于春季，但西南季风在南海

的强度明显弱于阿拉伯海和孟加拉湾，南海的风浪

波高基本在１０ｍ以内，大值中心分布于中南半岛
东南海域（传统的南海大风区）；中南部的波向以

ＳＷ向为主，北部以Ｓ—ＳＷ向为主。秋季，随着冷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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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风浪特征

气逐渐盛行，风浪波高明显增加，南海北部能达到

０８～１２ｍ，南海中南部在０６ｍ以内；北部海域波

向为Ｅ—ＮＥ向，中部稍显凌乱，南部的西南季风尚

未退却，波向以ＳＷ向为主。冬季，在频繁而又强劲

的冷空气影响下，南海的风浪波高为全年最高，大

部分区域在０８～１４ｍ，两个高值中心（吕宋海峡

及其西部海域、南海大风区）可达１６ｍ；波向整体

以ＮＥ向为主。

孟加拉湾：春季，风浪波高小于０６ｍ，波向为

偏南。夏季，波高在０４～１２ｍ之间，波向为西南。

秋季，波高小于０６ｍ，波向为偏南。冬季，波高小

于０６ｍ，波向为偏北。

阿拉伯海：春季，波高小于０６ｍ，近海的波向

呈反气旋特征，与风向对应较好。夏季，在强劲西

南季风的影响下，大部分海域的风浪波高在１２ｍ

以上，索马里附近更是高达３０ｍ左右。秋季，波高

小于０６ｍ，仅索马里附近小范围海域在 ０６～

０８ｍ，波向为偏南。冬季，北部近海、印度半岛西

部近海波高小于０４ｍ，索马里附近为相对大值区，

在０６～１０ｍ，波向为ＮＥ向。

２２２　涌浪
整体来看，无论南海还是北印度洋，涌浪波高

明显大于风浪波高；南海的涌高在春季、夏季、秋季

明显低于孟加拉湾和阿拉伯海，在冬季则相反（图

３）。南海的涌向具有较大的季节性差异，而北印度
洋的涌向则常年偏南。

图３　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涌浪特征

南海：春季，涌高为０４～１２ｍ，北高南低，涌
向为ＮＥ向。夏季，涌高为０４～１２ｍ，北高南低，
涌向为ＳＷ向。秋季，涌高为０４～１４ｍ，北高南
低，涌向为 Ｎ—ＮＥ向。冬季，涌高为全年最大，在
０８～１６ｍ之间，涌向为ＮＥ向。

孟加拉湾：涌向常年偏南；涌高为南高北高，且

等值线向北凸起。结合涌高、涌向，不难发现，孟加

拉湾的涌浪常年是由于南印度洋的涌浪北传所致。

阿拉伯海：春季和秋季，涌向偏南，冬季，北部

和东部涌向为偏南，索马里东部海域的涌向偏东，

结合涌高等值线，初步判定阿拉伯海的涌浪在春、

秋、冬三季是由于南印度洋的涌浪北传所致。夏

季，涌向为ＳＷ向，表明该季节的涌浪主要是在西南
季风的影响下生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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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３　混合浪
整体来看，混合浪场与涌浪场表现出较好的一

致性。

南海：春季，北部海域以偏 Ｅ向的浪为主，中南
部海域以ＮＥ向的浪为主；北部海域平均波高０８～
１６ｍ，中部海域 ０４～１２ｍ，低纬度海域小于
０８ｍ，北部湾小于０８ｍ，泰国湾小于 ０４ｍ。夏
季，波向以ＳＷ向为主；中北部大部分海域的平均波
高在０８～１６ｍ之间，泰国湾、北部湾、低纬度海域
的波高都在０８ｍ以内。秋季，南海北部以 Ｅ—ＮＥ
向的浪为主，中部以ＮＥ向的浪为主，南部以偏Ｎ向
的浪为主，泰国湾以 ＳＥ向的浪为主；北部的波高在
１６～２０ｍ，中部１２～１６ｍ，南部 ０４～１２ｍ。
冬季，大部分海域的平均波高在１２ｍ以上，存在两
个明显的高值中心：吕宋海峡及其西部海域（２４～
２８ｍ）、传统的南海大风区（２０～２４ｍ）；北部湾
和泰国湾的波高相对偏低，基本在１２ｍ以内。

孟加拉湾：春季，混合浪波高在１２～１６ｍ，波
向偏南。夏季，波高为 １６～２４ｍ，波向为西南。
秋季，波高为１２～２０ｍ，波向偏南。冬季，波高为
０８～１６ｍ，波向偏南。

阿拉伯海：春季，混合浪波高在０８～１６ｍ之
间，波向偏南。夏季，波高为２０～３２ｍ，大值中心
可达 ３６ｍ，波向为西南。秋季，波高为 ０８～
１６ｍ，波向偏南。冬季，波高为０４～１６ｍ，东部、
北部的波向为偏南，索马里东部海域为偏东。

郑崇伟等［１４］曾对南海—北印度洋的波候（海浪

气候态）特征展开过模拟分析，本文的结果与之整

体一致。

２３　气旋
南海：台风是南海的主要灾害性天气系统，影

响南海的台风有两类：一类是来自西太平洋的台

风；另一类是在南海海域生成的台风。每年平均有

１０个左右的台风和强热带风暴活动于南海海域。
约有半数台风来自菲律宾以东洋面，其余则为南海

内所生成。生成的海域主要在１０°Ｎ以北，且以６—
９月居多；１０—１２月，生成区南移至南海中部。南
海土台风（指在南海海域生成的热带气旋）的特

点［１５］：除３月没有出现外，其余月份均有出现，年生

成最多的为１１个，最少为１个，年平均６２个，月生
成最多为５个。登陆最多的是８月，１２月至翌年４
月没有登陆中国大陆的台风；登陆范围主要在汕头

至海南岛之间。持久期一般均在４～７ｄ，最长亦有
１９ｄ。南海土台风生成以后其移动路径大致可归纳
为４类：正抛物线类、倒抛物线类、西移类和打转后
北上。

孟加拉湾［１６－１７］：孟加拉湾热带气旋（孟湾 ＴＣ）

生成个数年平均约为８个，全年均有发生，其中２—
３月最少，之后开始增加，１０月达到峰值。与孟湾
ＴＣ不同，孟加拉湾热带风暴（孟湾 ＴＳ）呈双峰型分
布，峰值为５月和９—１０月。孟湾 ＴＳ生成位置、平
均维持时间和最长维持时间的月际变化均呈双峰

型分布，４—５月和１０—１１月为峰值，而平均维持时
间和最长维持时间则是 ４—５月峰值大于 １０—１１
月。孟湾ＴＣ登陆方向大部分为西北或偏西路径，
占５６７％。孟湾气旋产生后移动路径相对简单，一
般向西或西北移动较多，影响斯里兰卡和印度东南

沿海，其中西北移动有可能在海上转向东北影响缅

甸地区，如向北移动或者近岸生成，则多会影响印

度东部沿海和孟加拉国一带。

阿拉伯海［１８］：阿拉伯海东部的热带气旋明显多

于西部，大多数台风向东北或西北方向移动。由于

印度半岛东西两侧是东高止山脉和西高止山脉，受

地形的影响，阿拉伯海上的热带气旋通常是沿着西

高止山脉向西北方向运动，最后在巴基斯坦的南部

登陆。阿拉伯海上热带气旋活动频繁的区域位于

阿拉伯海东侧靠近印度半岛的区域，而孟加拉湾上

热带气旋主要活动在孟加拉湾的中东部区域。

２４　流
利用１９００年１月至２０１０年１２月逐月的ＳＯＤＡ

数据，统计了２１世纪海上丝路设计海域的表层流特
征（图４）。

南海［１３］：南海是太平洋中季风环流最发达的海

域，其总的特点是：西南季风期间盛行 ＮＥ向漂流，
东北季风期间则为 ＳＷ向漂流。夏季，南起爪哇海
和南海南部，中经越南外海，北至台湾省南部皆为

ＮＥ向漂流。强流区在越南沿岸，流速可超过
０５ｍ／ｓ。南海中南部，除受 ＮＥ向漂流的影响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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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海表流场特征

也存在区域性的环流。冬季，在海区的东北部，黑

潮水的一部分通过巴士海峡进入南海。在东北季

风的作用下，广东沿岸流亦转为 ＳＷ向。于是在南

海西部，纵贯南北几乎全为ＳＷ向的漂流，主流靠近
越南和马来半岛沿岸，越南沿岸这一漂流的强化比

夏季更显著，流速可达１ｍ／ｓ以上。在南海北部，还

有一支“南海暖流”，终年由西南流向东北。即使冬

季东北季风强盛之时，表层以下的东北流仍很强，

流速可达１ｍ／ｓ左右。

孟加拉湾：风是驱动孟加拉湾环流的首要因

素，其中本地风场的作用尤为重要。在西南季风期

间，南、北海区各有一气旋式环流；在秋季季风过渡

期间，出现海湾尺度的气旋式环流；在东北季风期

间，气旋式环流减弱北移，南部则为一反气旋式环

流控制；春季与秋季的情形相反，整个湾出现一海

湾尺度的反气旋式环流。孟加拉湾西边界是中尺

度涡活动的主要区域。孟加拉湾口外主要受季风

流控制，西向的东北季风流１１月在斯里兰卡南部开

始出现，１个月后在整个湾的南部完全建立，在进入
阿拉伯海后分成两支：一支继续西行，另一支汇入

西印度沿岸流。Ｅ向的西南季风流是索马里海流的

延伸，５月在湾南部开始出现，７月流速达到最大，绕

过印度半岛影响孟加拉湾。上述季风流又统称印

度季风漂流，是孟加拉湾与外部大洋交换的重要渠

道，印度季风漂流通过与孟加拉湾水体的相互作用

影响着湾内的环流结构［１９］。

阿拉伯海：海流随季风变化，夏季受西南季风

影响呈顺时针方向，冬季受东北季风作用呈逆时针

方向［２０］。夏季阿拉伯海东北流，其流速最强处在

海域的西南部，在索科特拉岛附近最大流速可达

２０ｍ／ｓ，是世界上著名强海流之一。索科特拉岛外
索马里水流流速７ｎｍｉｌｅ／ｈ，以顺时针方向沿着阿拉
伯海岸流向东北，再沿印度海岸向南流到１０°Ｎ。

２５　海雾
南海：雾期为１２月至翌年４月，以１—３月为最

盛，且有从东北向西南雾期渐次提前的现象。南海

海雾整体较少，主要出现在北部湾和广东沿岸海

域，琼州海峡、雷州半岛东部为相对多雾区，其中海

口最多，为４１ｄ，硇州岛为２４ｄ，涠洲岛为１９ｄ，其他
海区都在１５ｄ以下，莺歌海和西沙群岛几乎全年
无雾。

孟加拉湾、阿拉伯海：由于北印度洋地处热带

洋面，气温和水温高且分布均匀，梯度很小，日变化

也很小，因此极难形成海雾。印度洋上多雾区域大

体呈带状分布，雾频率由北往南逐渐增加，频率值

约在２％～１０％。由于降雨和尘霾大都不能使能见
度降低到４ｋｍ以下，所以在３５°Ｓ以北的印度洋赤
道和热带洋面上，虽然大雨很多，且阿拉伯海西部

的尘霾又是世界海洋上最多的地区，但低能见度仍

不多见。北印度洋在２—４月能见度最好，各月好能
见度频率都在９５％以上；５月至翌年１月，孟加拉湾
有大片水域的频率小于９５％，尤其是西南季风盛行
的季节（６—９月），在迎风区域的好能见度频率还不
到９０％。阿拉伯海的好能见度亦是 ６—８月比较
差，各月频率均不到９５％；阿拉伯海西部因多尘霾，
６—８月各月频率皆在９０％以下，其中７月频率还小
于８０％；阿拉伯海东部，７—８月因季风降水强度大，
好能见度频率亦不足９０％。赤道区域洋面，辐合带
活动频繁，多出现大强度降水；所以全年各月都可

以见到大片水域好能见度频率不到９５％，有些月份
还在９０％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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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６　温、盐

南海［８］：纵跨热带与亚热带，而以热带海洋性

气候为主要特征。气温终年很高，７月高达２８℃，即
使在冬季的１月，南海南部仍达２６℃，北部通常不
低于１５℃。南海的盐度整体高于黄渤海、东海，年
平均值约３４０，西边界入海河流多，表层盐度较低，
同纬度而言，南海西侧盐度低于东侧。夏季，沿岸

表层盐度显著降低；冬季，沿岸低盐水减弱并向岸

收缩。由于中层高盐水在南海北部向上扩展，使得

南海北部出现一条高盐带。外海，尤其是南海海

盆，主要受太平洋高盐水控制，盐度终年较高，分布

均匀。在南海广阔的中、南部海域，盐度分布整体

均匀，约为３２０～３３６。冬季，太平洋高盐水经过
吕宋海峡进入南海，并向西南伸展，此时蒸发大于

降水，使得南海海盆盐度升高。夏季，沿岸水范围

扩大，南部沿岸水随西南季风漂流向北输送，迫使

南海表层水北退，又因此时降水大于蒸发，南海海

盆盐度降低。

孟加拉湾：全年平均温度在２８℃左右。春季北
部在２８℃左右，南部在 ２９℃左右。夏秋季温度在
２８℃～２９℃。冬季温度在２５℃ ～２８℃。１０ｍ层水
温较高且分布均匀，温度的南、北差值小，仅１０℃
之差，在大部分海区水温达２８０℃ ～２９０℃，小于
２７５℃的低温水主要沿着湾顶从缅甸伊洛瓦底江到
湾西部印度沿岸分布。盐度分布空间变化显著，从

赤道至湾顶盐度由３４５下降到３１０左右，在湾东
部伊洛瓦底江经湾顶至湾西部的克里希纳河近岸，

均出现低盐水（小于３２０）。密度的分布主要受盐
度影响，密度从赤道向湾内逐渐减少，低密水（小于

２００）出现在湾北部沿岸，其位置与低盐水对应。
因此１０ｍ层主要的特征为，湾北部沿岸出现低盐冷
水，湾口以南为高盐暖水。前者反映了沿岸径流的

影响，后者则受阿拉伯海高盐水的影响。孟加拉湾

夏季风期间有较强的降水，且淡水径流输入丰富，

盐度小于３４，自南向北递减，在孟加拉湾北部沿岸
低至３０以下［２１］。

阿拉伯海：全年平均温度在２６℃ ～２８℃左右，
主要表现为西北部偏冷，而东南部偏暖。春季温度

在２７℃～２８℃。夏季西部偏冷，温度在２７℃以下，

东部偏暖在 ２７℃以上。秋季温度在 ２７℃ ～２８℃。
冬季温度在２５℃ ～２８℃。阿拉伯海处于热带季风
气候区，终年气温较高，常年蒸发量大于降水量。

中部海域６月和１１月表层水温常在２８℃以上；１月
和２月温度转低，为２４℃～２５℃。临近阿拉伯半岛
海面由于陆地干热气流的“烘烤”，水温可达３０℃以
上。海水含盐度一般在雨季小于 ３５，在旱季大于
３６。阿拉伯海常年蒸发量大于降水量，盐度通常高
于３５，在阿拉伯海北部、红海的盐度更是高达３６以
上，是世界上盐度最高的海区［２１］。

２７　降水
利用美国国家环境预报中心（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ｅｎｔｅｒｓ

ｆｏｒ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ＮＣＥＰ）提供的逐月降水
资料，统计了研究区域的降水特征（图５）。

图５　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降水量分布特征

南海：年降水量为１０００～２０００ｍｍ，有明显的
区域差异。海区北部有干季和雨季之分；前者为１１
月至翌年３月，降水较少，可比蒸发量少６００ｍｍ；后
者为５—１０月，降水量超过蒸发量８００ｍｍ。海区南
部其实并无真正的“干季”，因为那里全年各月的降

水量均超过蒸发量，尤其１０月至翌年１月，降水量
比蒸发量约多７５０ｍｍ。南沙群岛的年降水量可达
２２００ｍｍ，年降水日数多达１７０ｄ。

孟加拉湾：整个孟加拉湾全年累计降水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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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００ｍｍ以上，东部较西部偏多，能达２５００ｍｍ以
上。春季孟加拉湾降水量在１００～５００ｍｍ。夏季降
水量在 ８００～１６００ｍｍ。秋季降水量在 ５００～
８００ｍｍ。东部孟加拉湾降水成北少南多的分布型，
但总降水量都在３００ｍｍ以下。

阿拉伯海：整体来看，１１月至翌年３月常吹东
北季风，降水稀少，为干季；４—１０月盛吹西南季风，
降水丰沛，为雨季。西部全年降水都很少，年降水量

约１００～２００ｍｍ；东部降水相对偏多，能达１０００～
１５００ｍｍ。春季阿拉伯海降水较少，大部分区域在
１００ｍｍ以下。夏季阿拉伯海东部降水在 ２００～
８００ｍｍ，而西部在２００ｍｍ以下。秋季阿拉伯海西
部沿岸地区降水量在１００ｍｍ以下，东部降水量在
１００～４００ｍｍ。冬季全区降水量小于１００ｍｍ。

３　结论
本文在此对南海和北印度洋（主要包括孟加拉

湾、阿拉伯海）的地理特征、气候概况进行系统性统

计分析。结果表明，南海—北印度洋的海表风场、

风浪、表层海流受季风影响明显，其中阿拉伯海和

孟加拉湾受西南季风的影响更为明显，冬季风的影

响次之，南海则相反。春季、秋季，尤其是冬季，南

海的风浪波高明显大于孟加拉湾和阿拉伯海。夏

季，阿拉伯海的风浪波高最强，孟加拉湾次之，南海

相对最低。无论南海还是北印度洋，涌浪波高明显

大于风浪波高；南海的涌高在春季、夏季、秋季明显

低于孟加拉湾和阿拉伯海，在冬季则相反。南海的

涌向随季风有明显变化，而北印度洋的涌向则常年

偏南。阿拉伯海的热带气旋主要活动于其东侧，孟

加拉湾则在其中东部区域，南海在北部区域。南

海—北印度洋的能见度整体乐观。夏季降水明显

多于冬季，夏季大值区分布于印度半岛西部近海、

孟加拉湾东北部、马尼拉西部一大范围的圆形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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