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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由江苏省气象台提出。 

本文件由中国海洋学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江苏省气象台、连云港市气象局、江苏省气象信息中心、江苏省海涂研究中心、

江苏省环境监测中心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李超、康志明、吕润清、张红华、韩雪、庄潇然、彭模、陈昊、史达伟、耿丹、

赵爱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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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南黄海区域南北跨度大，海洋环境复杂多变，频发的海洋气象灾害对沿海和海岛居民、滨海旅游人

群、涉海就业人员生命财产安全造成了严重威胁。其中，海上大风气象灾害性天气尤其对从事海上生产

活动的人员威胁巨大。 

南黄海区域处于中纬度地区，既受到高纬度天气系统南下的影响，又受到热带天气系统北上的影响，

还会受西风带上槽脊波动的影响。所以，该区域海上大风成因较为复杂，根据受影响的天气系统，主要

分为以下五类：1、冷空气大风；2、热带气旋大风；3、低压大风；4、入海高压后部大风；5、雷雨大

风。 

合理进行灾害风险区划，编制风险区划图，为决策提供科学依据，为海洋气象灾害风险的预报预警

提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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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黄海区域海上大风灾害风险区划 

技术导则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南黄海区域海上大风灾害影响风险区划技术性工作的内容、技术方法和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南黄海区域海上大风灾害影响风险区划的技术性工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28591-2012 风力等级 

GB/T 31724-2015 风能资源术语 

3 术语和定义 

GB/T 28591-2012、GB/T 31724-2015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风力 wind force 

风的强度，气象上常用风级表示。 

注：风力等级参见附录A。 

[来源：GB/T 28591-2012,定义2.2] 

 

风速 wind speed 

单位时间内空气移动的水平距离。 

注：常用单位为米/秒(m/s)，也可适用公里/小时(km/h)或海里/小时(knot)。 

[来源：GB/T 28591-2012,定义2.1] 

 

    极大风速 extreme wind speed 

给定时段内3s平均风速的最大值。 

注：单位为米每秒（m/s），取一位小数。 

[来源：GB/T 31724-2015,定义2.28] 

 

    海上大风 marine gale 

海上区域风速超过10.8m/s（6级）的风。 

 

    海上大风灾害 marine gale disaster 

由海上大风引起的影响到人类在海岸和海上生产和活动实施、设备运行安全的灾害。如翻船事故、

海岸工程损坏和海上设备破坏等造成生命和经济损失的事件。 

 

    风险区划 risk zoning 

根据海上大风灾害风险指数大小，对灾害风险的空间分布进行区域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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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基本要求 

工作内容 

南黄海海上大风灾害风险区划主要技术性工作包括基于可能发生的海上大风灾害及其造成的后果

进行评估，以及基于评估结果，对海上大风风险程度进行空间区域等级划分。 

选划原则 

以科学专业为基本原则，兼顾海上作业直接需求；以海洋气象防灾减灾为目标，合理区划灾害风险

区域。保证可行可靠，对多种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明确数据的精度和质量。 

选划重点 

结合南黄海区域气候特征、天气环境因子和海洋环境特点，因地制宜评估海上大风灾害对评估区域

的影响，综合考虑灾害的自然过程、孕灾环境、成灾机制和当地防灾减灾的能力。对于特殊区域需要予

以特殊关注。 

5 工作流程 

海上大风危险性区划依托地理信息资料、历史高分辨率融合再分析风场数据和自动站观测风场数

据资料重建区划海域的大风历史数据集，并结合灾情资料统计海上大风灾害分布的时空特征，按照大风

分级计算大风出现频率，计算大风危险性指标，进行风险评估和区划制图。 

 

图1 工作流程 

6 资料准备和处理 

基础地理信息资料 

整理区划区域的水深及岸线数据，比例尺不小于1：1×10
6
。 

历史再分析风场资料处理 

使用江苏省高分辨率再分析资料集发布的10m风场（UV风速分量）作为历史风场资料，资料的空间

分辨率为3km，时间分辨率为1h，时间长度为过去30年。资料集通过江苏省中尺度数值预报系统（PWAFS）

采用冷启动和热启动结合的方式同化更新生成逐小时分析场，其中背景场由NCEP再分析资料提供，同化

分析方面采用WRFDA三维变分同化系统，实时将地面自动站、探空、风廓线和新一代多普勒天气雷达资

料转换为WRFDA支持的接口格式并同化进背景场生成高分辨率的再分析场。 

资料准备和处理 

风险评估 

区划制图 

报告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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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各单位区划范围内的海上大风灾害网格区划范围和网格分辨率，从再分析数据中逐网格提取

数据，提取数据需进行重采样处理（按最近邻或者双线性插值），对UV风速分量进行合成，生成对应的

风速和风向数据，按照风级等级划分（附录B），生成对应风力等级数据，存储到数据库中。 

历史自动气象站风场资料处理 

南黄海沿海地区气象部门和海洋部门已经建设了海岛自动气象站、船载自动气象站船舶气象仪、天

气雷达站气象雷达、探空站探空仪、自动探空系统等岸基、海基装备系统，包括海上升压站、海岛站等。

海洋部门建设了海洋气象浮标、浮标自动气象站、海上平台等多个海洋观测站点。通过部门共享，获取

多源监测数据，依照标准气象观测场10m高度处极大风速的风速大小GB/T 35227-2017 《地面气象观测

规范 风向和风速》的技术要求，按照风级等级划分（附录A），生成对应风力等级数据，存储到数据库

中。 

灾情资料 

收集区划范围内各县、乡镇历史海上大风灾害灾情资料，包括历史大风灾害发生次数、发生时间、

年发生次数和季节分布、轻度划分以及对应的气象情况、承灾范围、破坏状况、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

失等；收集区划范围内最新社会经济资料，包括沿海居住地分布、沿海工厂开设、海上作业设备平台开

展等。综合考虑南黄海多年气象资料、历史灾害情况以及最新社会经济情况，规定海上大风划分为Ⅰ、

Ⅱ、Ⅲ、Ⅳ级大风（表B.1），设计海上大风统计表（表C.1）。 

7 风险评估 

海上大风历史资料统计 

针对区划范围内责任海域，基于地理信息系统（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GIS），将海域

网格化，根据反距离权重插值方法从海上风场历史资料数据库中提取10 m风速、风向要素的要素记录，

判断是否为表C.1中的6级以下、IV、III、II、I级海上风，如果出现上述的等级，表格C.1中的I、II、

III、IV级对应上计数加1（遍历累加），统计的时间分辨率按月进行。分别统计每个格点上不同大风等

级不同风向出现次数，计算每个格点上不同大风等级不同风向年平均出现次数。根据统计结果，绘制历

史海上大风统计分布图，绘图要求： 

a）所选海域分别出现Ⅰ、Ⅱ、Ⅲ、Ⅳ级海上大风的频率分布图，并在每个网格内（分辨率高于0.5°

×0.5°）标注其出现的平均频率。包括四级海上大风的年平均频率分布图，以及月平均频率分布图。 

b）所选海域分别出现Ⅰ、Ⅱ、Ⅲ、Ⅳ级海上大风的频率分布饼图，要求在每个网格内（分辨率高

于0.5°×0.5°）给出各级海上大风出现频率的饼状分布图。 

c）所选海域风向玫瑰图（网格分辨率高于0.5°×0.5°）。 

大风典型重现期 

基于区划范围内海域的风场历史数据集统计结果，确定每个格点上的海上大风的年极值序列，然后

用Pearson III型极值推算方法（附录D.1）计算确定每个格点上典型重现期的海上大风风速。其中重现

期分别考虑二年、五年、十年、二十年、五十年、一百年一遇的情况。根据重现期海上大风风速计算结

果，绘制所选海域分辨率为0.5°×0.5°的典型重现期海上大风等值线分布图。 

海上大风灾害危险指数 

根据公式（1）计算所选海域每个格点上的海上大风灾害危险指标𝐻𝑤，并对每个格点的海上大风灾

害危险指标𝐻𝑤进行归一化处理（附录D.2），归一化后的危险指数表示为𝐻𝑤。海上大风灾害危险指标𝐻𝑤
计算公式如下： 

 𝐻𝑤 = 0.6𝑁1 + 0.25𝑁2 + 0.1𝑁3 + 0.05𝑁4 ·················································· (1) 

式中： 

𝑁1 ——Ⅰ级海上大风的年平均出现次数； 

𝑁2 ——Ⅱ级海上大风的年平均出现次数； 

𝑁3 ——Ⅲ级海上大风的年平均出现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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𝑁4 ——Ⅳ级海上大风的年平均出现次数。 

8 区划制图 

综合考虑南黄海多年气象资料、历史灾害情况以及最新社会经济情况，将南黄海海域海上大风灾害

划分为四级（附录B.2）。基于各单位区划范围内风险评估结果，形成基于格点的海上大风灾害危险性

区划评估结果，并通过地图/格点等方式展现，制作完成危险区划图，分辨率为0.5°×0.5°。 

9 报告编制 

根据风险评估和风险区划结果编制海上大风灾害评估和区划技术报告。 

报告内容包括历史海上大风统计分布、典型重现期的海上大风等值线以及海上大风灾害危险性评

估和区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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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资料性） 

风力等级特划分表 

表A.1 风力等级特划分表 

风力/级 风速/（m/s） 风力/级 风速/（m/s） 

0 0~0.2 9 20.8~24.4 

1 0.3~1.5 10 24.5~28.4 

2 1.6~3.3 11 28.5~32.6 

3 3.4~5.4 12 32.7~36.9 

4 5.5~7.9 13 37.0~41.4 

5  8.0~10.7 14 41.5~46.1 

6 10.8~13.8 15 46.2~50.9 

7 13.9~17.1 16 51.0~56.0 

8 17.2~20.7 17 ≥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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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  

附 录 B  

（规范性） 

海上大风危险评估标准 

B.1 南黄海海上大风等级 

综合考虑南黄海多年气象资料、历史灾害情况以及最新社会经济情况，规定海上大风划分为Ⅰ、Ⅱ、

Ⅲ、Ⅳ级大风。 

表B.1 海上大风等级划分标准 

大风强度等级 Ⅰ级 Ⅱ级 Ⅲ级 Ⅳ级 

风速（m/s） 28.4≤Ws 20.8≤Ws＜28.4 13.9≤Ws＜20.8 10.8≤Ws＜13.9 

 

B.2 南黄海海上大风灾害危险性 

综合考虑南黄海多年气象资料、历史灾害情况以及最新社会经济情况，规定海上大风灾害危险性指

数划分为Ⅰ、Ⅱ、Ⅲ、Ⅳ级。 

表B.2 海上大风灾害危险性等级划分标准 

危险等级 危险指数 

Ⅰ 0.75≤Hwn≤1.0 

Ⅱ 0.5≤Hwn＜0.75 

Ⅲ 0.25≤Hwn＜0.5 

Ⅳ 0≤Hwn＜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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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C  

附 录 C  

（规范性） 

海上大风统计表 

表C.1 海上大风统计表 

风向 
6级以下 

[0~10.8） 

Ⅳ级 

[10.8~13.9） 

Ⅲ级 

[13.9~20.8） 

Ⅱ级 

[20.8~28.4） 

Ⅰ级 

[28.4~无穷） 

N北 

（348.75~11.25） 
     

NNE北东北 

[11.25~33.75） 
     

NE东北 

[33.75~56.25） 
     

ENE东东北 

[56.25~78.75） 
     

E东 

[78.75~101.25） 
      

ESE东东南 

[101.25~123.75） 
     

SE东南 

[123.75~146.25） 
     

SSE南东南 

[146.25~168.75） 
     

S南 

[168.75~191.25） 
     

SSW南西南 

[191.25~213.75） 
     

SW西南 

[213.75~236.25） 
     

WSW西西南 

[236.25~258.75） 
     

W西 

[258.75~281.25） 
     

WNW西西北 

[281.25~303.75） 
     

NW西北 

[303.75~326.25） 
     

NNW北西北 

[326.25~34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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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资料性） 

技术方法 

D.1 PearsonIII 型分布 

PearsonⅢ型分布的概率密度函数为： 

 𝑓(𝐻) =
𝛽𝛼

𝛤(𝛼)
𝐻𝛼−1𝑒−𝛽𝐻 ······························································ (D.1) 

式中：𝛼和𝛽参数分别由下式计算： 

 α =
4

𝐶𝑠
2 ············································································ (D.2) 

 𝛽 =
2

�̅�𝐶𝑣𝐶𝑠
 ········································································· (D.3) 

式中：𝐶𝑣，𝐶𝑠分别代表均值、离差系数和偏差系数，可依据风速实测资料按下式计算： 

 

{
 
 

 
 �̅� =

1

𝑛
∑ 𝐻𝑖
𝑛
𝑖=1

𝐶𝑣 = √
∑(𝐾𝑖−1)

2

𝑛−1

𝐶𝑠 =
∑(𝐾𝑖−1)

3

(𝑛−3)𝐶𝑣
3

 ··································································· (D.4) 

式中：𝐾𝑖 = 𝐻𝑖√𝐻为模比系数。 

D.2 归一化处理方法 
D  

线性归一化函数转换公式如下： 

 𝑦 =
𝑥−𝑥𝑚𝑖𝑛

𝑥𝑚𝑎𝑥−𝑥𝑚𝑖𝑛
 ····································································· (D.5) 

式中： 

𝑥 ——转换前的值； 

𝑦 ——转换后的值； 

𝑥𝑚𝑎𝑥——样本的最大值；  

𝑥𝑚𝑖𝑛 ——样本的最小值。 

 
D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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