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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东地区大风气候事实分析

高松影　刘天伟

（辽宁省丹东气象台，１１８０００）

提　要：选取１９８０—２００５年丹东地区４个测站的地面自记风记录，分析了大风时空

分布特征，揭示了丹东地区大风的一些气候事实。丹东地区大风日数年际变化分３

个阶段，１９８０—１９９１年正常偏少但波动较大，１９９２—１９９８年偏多，１９９９年以后明显

减少；大风天气最多的季节是春季，以４月最多，其次是冬季，夏、秋季最少；大风最多

风向是ＮＮＷ，风向具有季节性差异；大风的空间分布与地形关系密切，沿海测站大

风日数多于山区，且南大风日数居多。同时依据大风主要影响系统和天气形势特征，

用天气学方法对大风进行了分型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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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大风是一种灾害性天气现象，它的影响

涉及到人们日常生活以及农业、交通、通讯、

军事等各行各业。大风出现不但伴随浮尘、

扬沙乃至沙尘暴等灾害性天气的发生，还会

引发其它灾害，如助长火灾的发生、发展等

等。丹东地处辽东半岛东南部，濒临黄海北

部，海域辽阔，海洋资源丰富，大风天气对海

上航运、渔业捕捞、滩涂养殖、海洋资源的开

发和利用影响很大。近年来，在城市规划和

自然资源利用如工业区与生活区的布局、风

能的开发利用等方面，对本地大风气候资源

的认识也逐步得到重视，因此认识和分析丹

东地区大风气候事实很有意义。

１　大风气候特征

选取丹东地区丹东、东港、凤城、宽甸４

个测站１９８０—２００５年逐日自记风记录（缺测

不计）资料，用气候资料统计整理方法［１］，分

析丹东地区大风的气候特征。

１１　大风日数

大风日定义：４个测站中有一个测站日

最大１０分钟平均风速达到６级（１０．８～１３．８

ｍ·ｓ－１）以上，定义为一个大风日。

１１１　年平均大风日数及年际变化

２６年丹东地区大风日数共计５６５个，年

平均大风日数为２１．７个。

从大风日数年际变化曲线（图１）看出，

有３个峰值分别出现在１９８０、１９８７和１９９８

年，大风日数在３０天以上；而在１９９１、２００１

和２００５年年大风日数均只有１１天，年际差

异较大；变化呈现３个不同阶段：１９８０—１９９１

年总趋势是正常偏少，但波动很大，出现了两

个明显的波峰；１９９２—１９９８年为偏多阶段，

年大风日数大多在年平均日数以上（１９９７年

略低）；１９９９年以后大风日数呈下降趋势，并

且继１９９１年后分别在２００１和２００５年出现

第２和第３个波谷。

图１　大风日数年际变化曲线（１９８０—２００５年）

１１２　大风日数的季节变化

从月平均大风日数年变化直方图（图２）

可看出，大风日数在３—５月的春季处于高峰

期，其中以４月份最多；在６—１０月的夏、秋季

处于低谷期；１１月至次年２月的冬季处于两

者之间。春季不但冷暖空气交替活动频繁，冷

锋活动和气旋生成最多，而且由于大陆回暖快

使得进入黄海、日本海的大陆高压变性加强，

当东北地区有低压或地形槽发展加深时，丹东

地区常出现南大风天气，因此大风日数最多；

夏季大陆在热低压控制下，同时副热带高压向

大陆西伸和向北扩展最强，丹东地区盛行偏南

风，但由于地面气压梯度小，风速不大，只有为

数不多的气旋、台风以及雷暴等强风天气系统

带来大风天气，大风日数持续偏少；秋季蒙古

高压开始活跃，副高东退南下，丹东地区处在

高压内，秋高气爽，大风日数仍处于低谷；１０

月以后，冷空气势力加强，冷锋过境和寒潮爆

发往往造成大风天气，大风日数开始增加；进

入１月，丹东地区常处在大陆冷高压内，低层

大气稳定，风速小，大风日数有所回落，但从２

月开始呈上升趋势直至进入春季。

图２　月平均大风日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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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３　大风日数的地理分布

丹东地区处于黄海北岸、鸭绿江右岸，长

白山—千山山脉的东南坡，地势从东南到西

北呈阶梯状；第一阶梯是沿江沿海的平原、丘

陵地带，第二阶梯是中部浅山区，第三阶梯是

长白山—千山山脉的山脊地带。复杂的地势

使得处于不同阶梯测站的大风日数有明显差

异，处在第一阶梯的丹东和东港测站大风日

数分别为３５０和２３６天，处在第二阶梯的凤

城测站为１６０天，处于第三阶梯的宽甸大风

日数仅２８天，大风日数从沿海向内陆递减，

这可能是因为山区地面粗糙度大，对前进气

流的摩擦阻力远大于沿海地区，使风速减小。

１２　大风风向

１２１　最多风向频率

通过对大风风向方位频率的统计，

ＮＮＷ为最多风向占３６．８％（图３），其次Ｎ

占１４．３％，ＮＮＥ占１２．６％，３个方位共为

６３．７％；这表明偏北风是丹东地区大风盛行

风向。

图３　大风不同风向频率图

１２２　大风风向的季节变化

大风风向在不同季节存在差异（见图４）。

春季大风风向多变，其中ＮＮＷ频率最高，其

图４　不同季节风向频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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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风向也占一定频率；夏季以南大风为主，

ＳＳＥ频率高达５０％；秋季偏北大风占优势；冬

季大风风向集中在ＮＮＷ，频率高达６５．６％。

这是因为在不同季节的大气环流背景下，地面

气压场形势不同，大风主要影响系统不同；另

一方面丹东地处黄海北部，因海陆热力差异，

季风现象十分明显：春季偏北风占优势，偏南

风开始建立；夏季盛行偏南风；秋季偏南风迅

速退出，偏北风又占主导；冬季盛行偏北风。

１２３　大风风向地理分布

处在不同地理位置各测站的大风风向有

所不同（图５），突出表现在东港测站ＳＳＥ大

风比其它测站明显偏多。原因是ＳＳＥ大风

产生后，因东港测站邻近海面摩擦力小，对风

速影响不大；但吹向处于丘陵和山区测站时

风速会明显减小；另外如南方气旋、台风等系

统主要给沿海地区带来ＳＳＥ大风天气，对山

区影响较小。

 

图５　４个测站风向频率图

１３　大风风速与持续时间

６级大风占大风总日数的８５．１％；７级

占１１．５％；８级仅占３．４％；无９级及以上大

风。２０ｍ·ｓ－１以上的大风仅两次，分别出现

在１９９４年８月１６日和１９９７年８月２１日的

东港测站，风向都是ＳＳＥ。

大风持续时间多为１至２天；３天的有４

次，分别出现在１９８７（２次）、１９８９和１９９３

年；时间最长的是１９８３年２月１７—２０日，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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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了４天。

２　大风主要影响系统和天气形势气候特征

依据大风主要影响系统特征和天气形势

的天气学分析，将大风分为５种类型，即冷锋

后部偏北型、高压后部偏南型、低压发展型、

台风型、中小尺度型［２］，一些局地且影响系统

不明显的大风归入其它型；分析表明，在同一

主要影响系统下，地面气压场配置不同，大风

风向也有所不同（见表１）。

表１　大风主要影响系统和地面气压场形势分布特征

大风类型
占大风总日数

百分率／％

主要影响系统和

地面气压场形势

所占百分

率／％

不同季节出现的百分率／％ 大风主风向

春 夏 秋 冬 ＳＥ ＳＷ ＮＷ ＮＥ 全风向

冷锋后部

偏北型
６６．５

气旋冷锋 ３４．３ ３９．５ ２．３ ２１．７ ３６．４

冷高压前沿冷锋 ４２．３ ３２．１ ０．０ ２５．１ ４２．７

西高东（南）低 ２３．４ ３５．２ ０．０ １４．８ ５０．０

高压后部

偏南型
１１．９

东（南）高西低 ５６．７ ６２．９ １８．４ １５．８ ２．９

东北高南低 ４３．３ ６９．０ ２４．１ ６．９ ０．０

低压

发展型
１５．０

东北低压 ５４．１ ５８．７ ２６．１ ６．５ ８．７ ４３．５ １７．４ １０．８ ２．２ ２６．１

华北气旋 ２０．０ ５２．９ ３５．３ ５．９ ５．９ ５２．９ １１．８ ０．０ ５．９ ２９．４

黄河气旋 ７．１ １６．７ ５０．０ ０．０ ３３．３ ６６．７ ０．０ ３３．３ ０．０ ０．０

江淮气旋 ８．２ １４．３ ８５．７ ０．０ ０．０ ７１．４ ０．０ １４．３ １４．３ ０．０

渤海低压 １０．６ ３３．３ ３３．３ １１．１ ２２．２ ５５．６ １１．１ １１．１ ０．０ ２２．２

台风型 １．２ ０．０ ８５．７ １４．３ ０．０ ５７．１ ０．０ ２８．６ １４．２ ０．０

中小尺度型 ３．５ ３５．３ ６４．７ ６４．７ ０．０ １７．６ １７．６

其他 １．９

２１　冷锋后部偏北型

冷锋 后 部 偏 北 型 占 大 风 总 日 数 的

６６．５％，居于首位。强冷空气堆积产生强气

压梯度风，地面迅速加压产生强变压风，冷空

气下沉动量下传，是产生这类大风的主要原

因［３］。

气旋冷锋大风多发生在蒙古气旋冷锋和

东北低压冷锋最为活跃的春季，其次为冬季。

冷锋过境产生的大风天气，持续时间多为一

天。

冷高压前沿冷锋大风主要发生在蒙古冷

高压强盛的冬季，占４２．７％。大风发生在冷

锋后部高压前沿梯度最大的地方，高压中心

强度多在１０５５ｈＰａ以上；冷空气沿经蒙古中

部、内蒙古至东北平原的西北路径南下，冷高

压长轴呈西北—东南向时，大风风向多ＮＷ

或ＮＮＷ；沿经蒙古东部、内蒙古至东北平原

南下进入黄渤海的东北部路径，冷高压长轴

呈东北—西南向时，大风风向多 ＮＮＥ 或

ＮＥ；冷高压强度愈强，大风风速愈大，持续时

间也长。１９８７年１１月２６—２８日地面蒙古

高压中心强度达１０８０ｈＰａ且高压母体稳定

少动，连同主冷锋与从母体分裂补充南下的

冷高压前沿副冷锋，丹东地区出现连续３天

的大风天气。

有时蒙古冷高压强度并不大，如果在高

压东部或南部有东北低压或倒槽、江淮气旋

等系统配合时，地面气压场出现西高东低（图

６ａ）或西高南低的形势（图６ｂ）时，其间气压

梯度加大也会造成ＮＷ 或ＮＥ大风。

值得注意的是，丹东地处长白山脉东南

坡，冬季冷的长白山脉由于冷空气的堆积，低

层有冷性高压生成，即长白山高压；当它与系

统冷高压叠加时反气旋环流得到加强，使处于

其东南部的丹东地区出现短暂的东北大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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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地面气压场示意图

２２　高压后部偏南型

高压后部偏南型大风占总日数的１１．９％，

多发生在大陆高压频繁入海的春季。春季大

陆回暖快，东移变性的冷高压进入日本海（高

压主体在１２５°Ｅ以东，中心在日本海）或黄海

（高压主体在４０°Ｎ以南，１２０°Ｅ以东，中心在

黄海）后失去热量得到加强；当高压西部有东

北低压（或地形槽）生成时，地面气压场出现东

高西低（图６ｃ）或南高西低（图６ｄ）形势时，大

风以ＳＷ为主；当高压主体在４０°Ｎ以北，南部

有倒槽、江淮气旋等系统配合，地面气压场出

现东北高南低形势（图６ｅ）时，大风以ＳＥ为

主。初夏６月份的高压后部偏南大风多数也

发生在上面类似的形势下。

盛夏的高压后部偏南大风发生在副高脊

线越过３５°Ｎ呈东北—西南向，并且高压稳

定，西部有低压活动的形势下。

秋季移动性入海大陆高压次数开始增

多，且在日本海合并于西太平洋高压内，当高

压西部有低压活动时，出现类似春季的南大

风天气。

冬季高压后部偏南大风主要发生在入海

大陆冷高压后部、气旋冷锋前部，仅占２．９％。

２３　低压发展型

低压发展型大风占总日数１５．０％，低压

主要包括东北低压、黄河气旋、江淮气旋、渤

海低压。低压的加深发展，气压梯度加大是

产生大风天气的主要原因。

据林明智等所作统计，北方气旋是一种

强风天气系统，其中的９１．０％会产生６级以

上大风天气［４］。

东北低压大风占低压发展型大风半数以

上，５８．７％产生在春季，中心强度一般小于

１０００ｈＰａ，闭合等压线在３圈以上，ＳＥ大风

最多占４３．５％，其次是ＳＷ占１７．４％。有些

发展强烈的东北低压，由于后部有副冷锋生

成或配合以冷高压，在东移过程中使得丹东

地区出现ＳＷ大风后，又出现偏北大风，这样

的全大风过程占２６．１％。

黄海北部是气旋发展的次高频率中心，

发展气旋活动的高频区也是大风的发生

区［５］。春夏两季是华北气旋、黄河气旋、江淮

气旋生成频数最高的季节，它们在进入黄渤

海后往往加深发展，给丹东特别是沿海地区

带来ＳＥ大风天气；其中华北气旋可带来２９．

４％的大风天气。

渤海低压大风占低压发展型的１０．６％，

其特点是风力大。通过天气形势的分析发

现，当东北低压冷锋东移至１１５°Ｅ以东，冷锋

尾部伸至４０°Ｎ以南时或河套倒槽顶部，南

方气旋暖切变进入渤海湾时，会在渤海诱发

出闭合的低压环流，给丹东沿海地区带来ＳＥ

大风。但由于渤海气旋生成迅速，对这类大

风天气的预报是个难点。

２４　台风型

２６年间共有７个台风在近海转向穿过

３５°Ｎ进入黄海，或经朝鲜半岛东北移出或进

入黄海北部折向西北在辽宁沿海登陆，其中

５个出现在８月份，两个分别出现在７月和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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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台风中心在１２５°Ｅ以东时丹东出现偏北

大风，在１２５°Ｅ以西出现ＳＥ大风。台风大

风虽然仅占１．２％，但极具灾害性
［６］，例如两

次出现在东港的２０．０ｍ·ｓ－１以上的ＳＳＥ大

风就是由台风造成的，它们分别为９４１５号和

９７１１号台风。

２５　中小尺度天气系统型

有３．５％的大风天气是中小尺度天气系

统造成的，这类大风的特点局地性强，持续时

间短，瞬时风速大，ＳＥ风向居多占６４．７％，

主要出现在夏季。常伴随强雷暴和中尺度切

变线暴雨强降水天气产生。１９８９年７月８

日一条东北与东南风向地面切变线使处在沿

切变线南侧的凤城出现了１２．０ｍ·ｓ－１的

ＳＳＥ阵性大风和２４３．８ｍｍ特大暴雨天气。

应该指出的是，大风天气并不是单一天

气系统的产物，特别是持续几天的大风天气

过程。１９８３年２月１７—２０日丹东地区连续

４天出现大风天气，就是在气旋与强冷高压

共同作用下产生。１７日蒙古气旋冷锋尾部

在渤海诱发低压产生并强烈发展，渤海低压

前部出现ＳＥ大风；１８日渤海低压东移进入

黄海北部继续发展，后部出现ＮＮＷ 大风；之

后丹东地区转入强蒙古冷高压前部，１９日高

压前沿冷锋和２０日副冷锋的补充南下又造

成丹东地区连续两天的ＮＷ 大风天气。

３　结　论

通过丹东地区大风时空分布的统计分析

和主要影响系统和天气形势的天气学分析，

揭示了丹东地区大风的一些气候事实。

（１）丹东地区大风年平均日数２１．７天；

年日数多的３９天，少的仅１１天，年际差异较

大。

（２）春季是丹东地区大风天气的频发季

节，尤其４月份达到峰值；夏季和初秋９月是

一年中大风出现最少的时期，１０月后大风日

数开始增加，冬季是大风多发期。

（３）大风日数的空间分布与地形有很大

关系，沿海测站大风日数明显多于山区，说明

风速受地形的影响。

（４）丹东地区大风最多风向是ＮＮＷ，不

过因季节不同存在差异，春季北风占优势但

风向多变，秋、冬两季偏北大风盛行，夏季南

大风盛行，季风现象明显；沿海测站南大风日

数明显多于山区。

（５）依据大风主要影响系统特征和天气

形势的天气学分析，将大风分为５种主要类

型；不同的影响系统、不同的气压场配置，大

风的天气现象和气候特征不同。

（６）大风反映了大气环流的演变特征，

在今后工作中进一步分析研究大风气候事实

形成的原因，无疑是件有意义的事。例如

１９９９年以后丹东地区大风日数逐年下降的

事实很值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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