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浪灾害

　　海浪是发生在海洋表面上的表面波，亦即沿着水与空气界面间传行的一种波动，属于重力波的一种类

型。其周期为 0.5至 25秒，波长为几十厘米到几百米，一般波高为几厘米到 20米，在罕见的情况下波高

可达 30米以上。研究海浪对海洋工程建设、海洋开发、交通航运、海洋捕捞与养殖等活动具有重大意义。

海浪的分类

　　海浪的分为风浪、涌浪及近岸浪：

　　风浪：海面在风力直接作用下产生的波动现象。

　　涌浪：风浪离开风区后或风速风向等风要素突变后继续按原风力作用方向传播的周期为数秒的波浪。

　　近岸浪：当风浪和涌浪传播到岸边和浅水区时受海底的摩擦，能量迅速减小，几乎成为一条直线的浪。

　　灾害性海浪通常是指波高达 6米以上的海浪。因为 6米以上波高的海浪对人类海上活动构成严重威胁。

它可以在台风、温带气旋及寒潮的强风作用下形成。

　　灾害性海浪的几种致灾方式：

　　１．破碎巨浪对船舶、海工建筑造成的瞬间载荷巨大

　　２．在一连串高波构成的波群作用下海工建筑（如防波堤）易发生共振而损坏

　　３．畸形波（波高超过周围波动两倍以上的单个波）发生破碎时对船舶的冲击达到 106帕，不发生破

碎时对石油平台产生托举作用导致其垮塌

　　４．近岸浪可将岸边的人员车辆卷入海中，将鱼场网箱等设施摧毁

　　５．此外，海浪有时还会携带大量泥沙进入海港、航道，造成淤塞等灾害



提高抵御海浪灾害的能力

海浪预报系统

　　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是负责发布我国近海及西北太平洋海浪预报、警报的国家级单位。国家海洋局

海区预报中心，沿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等所属的省、市级海洋预报台，海洋局的中心站

与海洋站，水利部所属的沿海部分省、市水文局（总站）等单位，也先后开展了所辖海区的海浪预警报，

形成了上下结合的海浪预报系统。

海浪监测系统

　　海浪监测系统主要由分布在我国重点海域的浮标站、沿岸海洋观测站及志愿船等构成。主要观测设备

包括波浪浮标、压力式测波仪、测波雷达以及电容式测波仪等。

海浪预警报发布



　　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通过各种方式（包括传真、电视、电台、短信、网络等）向社会公众发布海浪

消息；各级人民政府依据本省海洋预报台发布的海浪警报启动应急预案，采取必要措施，组织危险海域作

业的船只人员进行转移，防御海浪灾害。

海浪预警报产品

（1）海浪数值预报及三维模拟展示产品

       

（2）海浪综合预报及实况分析产品

防御和减轻海浪灾害



　　１．及时关注海洋部门发布的海上大风大浪预警报，接到警报后人员要及时撤离海上作业点，并加固

海上设施和活动物品。

　　２．加强防波堤、水闸、港口码头、海产养殖等工程设施的隐患排查和维检。

　　３．渔船要停止作业进港避风，船上人员撤离到岸上。

　　４．海边游玩的人员要及时离开岸边，不要在海边观浪观潮。

　　５．停止乘船观光、海里游泳等一切水上娱乐休闲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