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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ＧＢ／Ｔ１．１—２００９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资源部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海洋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ＳＡＣ／ＴＣ２８３）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董剑希、梁森栋、李涛、刘秋兴、吴少华、傅赐福、付翔、李明杰、刘仕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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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中国海洋灾害公报》灾害统计数据表明，风暴潮灾害占全部海洋灾害损失的９０％左右。编制本标

准有利于规范风暴潮评价、风暴潮灾害评估等相关工作，更好地服务于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保障和社会经

济建设。

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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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　暴　潮　等　级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风暴潮强度等级、高潮位超警戒程度等级以及风暴潮灾度等级的划分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风暴潮预报、风暴潮评估、相关信息发布等工作。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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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１５９２０—２０１０　海洋学术语　物理海洋学

ＧＢ／Ｔ１７８３９—２０１１　警戒潮位核定规范

３　术语和定义

ＧＢ／Ｔ１５９２０—２０１０和ＧＢ／Ｔ１７８３９—２０１１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３．１　

风暴潮　狊狋狅狉犿狊狌狉犵犲

由于热带气旋、温带天气系统、海上飑线等风暴过境所伴随的强风和气压骤变而引起的局部海面振

荡或非周期性异常升高（降低）现象。

注：风暴潮中局部海面振荡或非周期异常升高现象称为风暴增水，简称增水；风暴潮中局部海面振荡或非周期异常

降低现象称为风暴减水，简称减水。

［ＧＢ／Ｔ１９７２１．１—２０１７，定义３．１］

３．２　

最大风暴潮　狆犲犪犽狊狌狉犵犲

一次风暴潮过程中的逐时增水的最大值，也称为最大风暴增水。

［ＧＢ／Ｔ１９７２１．１—２０１７，定义３．２］

３．３　

警戒潮位　狑犪狉狀犻狀犵狋犻犱犪犾犾犲狏犲犾

一种潮位阈值，当潮位达到这一阈值时，沿岸可能出现险情，须进入戒备状态，预防潮灾的发生。

［ＧＢ／Ｔ１９７２１．１—２０１７，定义３．３］

３．４　

风暴潮强度　犻狀狋犲狀狊犻狋狔狅犳狊狋狅狉犿狊狌狉犵犲

一次风暴潮过程中最大风暴潮的大小程度。

３．５　

风暴潮灾度　犺犪狕犪狉犱犱犲犵狉犲犲狅犳狊狋狅狉犿狊狌狉犵犲

风暴潮的可能致灾程度，其量值采用风暴潮强度和高潮位超警戒程度等级计算和划分。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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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等级划分

４．１　划分原则

风暴潮等级（风暴潮强度等级、高潮位超警戒程度等级和风暴潮灾度等级）划分遵循科学性、合理性

和适用性的原则。

４．２　风暴潮强度等级

依据最大风暴增水的大小将风暴潮强度分为特强、强、较强、中等和一般五个等级，分别对应Ⅰ、Ⅱ、

Ⅲ、Ⅳ和Ⅴ级，见表１。

表１　风暴潮强度等级

等级 Ⅰ（特强） Ⅱ（强） Ⅲ（较强） Ⅳ（中等） Ⅴ（一般）

最大风暴增水犺ｓ／ｃｍ 犺ｓ＞２５０ ２００＜犺ｓ≤２５０ １５０＜犺ｓ≤２００ １００＜犺ｓ≤１５０ ５０≤犺ｓ≤１００

４．３　高潮位超警戒程度等级

４．３．１　警戒潮位值为单一值

验潮站当时使用的警戒潮位值为单一值时，依据最大高潮位超过当地警戒潮位值的量值将高潮位

超警戒程度分为特别严重、严重、较重和一般四个等级，分别对应Ⅰ、Ⅱ、Ⅲ和Ⅳ级，见表２。

表２　警戒潮位值为单一值时高潮位超警戒程度等级

等级 Ⅰ（特别严重） Ⅱ（严重） Ⅲ（较重） Ⅳ（一般）

最大高潮位超警戒潮位值犺ｗ／ｃｍ 犺ｗ≥１５０ ８０≤犺ｗ＜１５０ ３０≤犺ｗ＜８０ ０≤犺ｗ＜３０

４．３．２　警戒潮位值为四值

验潮站当时使用的警戒潮位值为蓝色警戒潮位、黄色警戒潮位、橙色警戒潮位、红色警戒潮位四值

时，依据最大高潮位达到或超过的警戒潮位等级，将高潮位超警戒程度分为特别严重、严重、较重和一般

四个等级，分别对应Ⅰ、Ⅱ、Ⅲ和Ⅳ级，见表３。代表站的核定四色警戒潮位无黄色警戒潮位值的，无等

级Ⅳ；无橙色警戒潮位值的，无等级Ⅲ。

表３　警戒潮位值为四值时高潮位超警戒程度等级

等级 Ⅰ（特别严重） Ⅱ（严重） Ⅲ（较重） Ⅳ（一般）

最大高

潮位值

超过红色警戒潮位值

７０ｃｍ及以上

达到或超过红色警戒潮位

值，且超过值小于７０ｃｍ

达到或超过橙色警戒潮位

值，未达到红色警戒潮位值

达到或超过黄色警戒潮位值，

未达到橙色警戒潮位值

４．４　风暴潮灾度等级

４．４．１　代表站选择

风暴潮灾度计算中，依据代表性验潮站达到的风暴潮强度等级和高潮位超警戒程度等级进行计算，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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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站的选择依据如下：

ａ）　站点位置分布合理；

ｂ）　站点潮位资料时间序列较长；

ｃ）　站点代表的岸段既不重叠也不空缺。

代表站选择参见附录Ａ。

４．４．２　灾度计算及等级划分

综合考虑风暴潮强度等级和高潮位超警戒程度等级计算风暴潮灾度。由式（１）计算：

犎ｄ＝犐Ｓ×０．４＋犐Ｗ×０．６ ……………………（１）

　　式中：

犎ｄ———风暴潮灾度；

犐Ｓ ———风暴潮强度等级指数；

犐Ｗ ———高潮位超警戒程度等级指数。

其中犐Ｓ由式（２）计算得出：

犐Ｓ＝犛１×２０＋犛２×１６＋犛３×１２＋犛４×８＋犛５×４……………………（２）

　　式中：

犛１———风暴潮强度等级为Ⅰ级的站的个数；

犛２———风暴潮强度等级为Ⅱ级的站的个数；

犛３———风暴潮强度等级为Ⅲ级的站的个数；

犛４———风暴潮强度等级为Ⅳ级的站的个数；

犛５———风暴潮强度等级为Ⅴ级的站的个数。

犐Ｗ 由式（３）计算得出：

犐Ｗ＝犎１×２０＋犎２×１５＋犎３×１０＋犎４×５ ……………………（３）

　　式中：

犎１———高潮位超警戒程度等级为Ⅰ级的站的个数；

犎２———高潮位超警戒程度等级为Ⅱ级的站的个数；

犎３———高潮位超警戒程度等级为Ⅲ级的站的个数；

犎４———高潮位超警戒程度等级为Ⅳ级的站的个数。

依据犎ｄ计算结果将风暴潮灾度分为特别严重、严重、较重和一般四个等级，分别对应Ⅰ、Ⅱ、Ⅲ和

Ⅳ级，见表４。

表４　风暴潮灾度等级

等级 Ⅰ（特别严重） Ⅱ（严重） Ⅲ（较重） Ⅳ（一般）

灾度犎ｄ 犎ｄ≥８１ ５７≤犎ｄ＜８１ ３３≤犎ｄ＜５７ ０≤犎ｄ＜３３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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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犃

（资料性附录）

沿海各省代表站汇总

按照选择代表性验潮站的依据，沿海宜选择的站点见表Ａ．１。表Ａ．１括号中的代表站名称为该位

置可用替代站点名称。

表犃．１　沿海各省代表站汇总表

序号 名称 所属省（市） 序号 名称 所属省（市）

１ 东港 辽宁省 ２２ 健跳（三门） 浙江省

２ 老虎滩 辽宁省 ２３ 海门 浙江省

３ 鲅鱼圈 辽宁省 ２４ 坎门 浙江省

４ 葫芦岛 辽宁省 ２５ 温州 浙江省

５ 秦皇岛 河北省 ２６ 瑞安 浙江省

６ 京唐港 河北省 ２７ 鳌江 浙江省

７ 黄骅 河北省 ２８ 沙埕 福建省

８ 塘沽 天津市 ２９ 三沙 福建省

９ 潍坊（羊角沟） 山东省 ３０ 头（潭头、白岩潭） 福建省

１０ 龙口 山东省 ３１ 平潭 福建省

１１ 蓬莱 山东省 ３２ 崇武 福建省

１２ 烟台 山东省 ３３ 厦门 福建省

１３ 成山头 山东省 ３４ 东山 福建省

１４ 五号码头 山东省 ３５ 汕头（海门） 广东省

１５ 石臼所 山东省 ３６ 汕尾 广东省

１６ 连云港 江苏省 ３７ 港口 广东省

１７ 吕四 江苏省 ３８ 盐田 广东省

１８ 黄浦公园（吴淞） 上海市 ３９ 赤湾 广东省

１９ 芦潮港 上海市 ４０
黄埔（南沙、

泗盛围）
广东省

２０ 乍浦（澉浦） 浙江省 ４１ 三灶 广东省

２１ 镇海 浙江省 ４２ 北津 广东省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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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犃．１（续）

序号 名称 所属省（市） 序号 名称 所属省（市）

４３ 闸坡 广东省 ４８ 三亚 海南省

４４ 湛江（湛江、南渡） 广东省 ４９ 石头埠（铁山港） 广西壮族自治区

４５ 秀英 海南省 ５０ 北海 广西壮族自治区

４６ 清澜 海南省 ５１ 防城港 广西壮族自治区

４７ 东方 海南省

　　注：代表站名称标记的为水利部门台站，未标记的为海洋部门台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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