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容

海浪危险性分析模块

3

2

1

风暴潮危险性分析模块

海冰危险性分析模块

海平面变化速率分析模块4

海岸带灾害风险模拟子系统



海浪危险性分析模块

 中国近海典型示范区各级海浪发生频次的时空分
布特征

 中国近海典型示范区浪高极值的时空分布特征

 中国近海典型示范区各级海浪危险性

模块功能：



海浪危险性分析模块

海浪： 由风引起的海面波动现象。主要包括风浪和涌浪。

风浪： 风直接作用于水面上产生的表明重力波。

涌浪： 由其他海区传来的或者当地风速迅速减小、平息，或者风向改变后，
海面上遗留下来的波动。

有效波高： 又称1/3大波波高。将某一时段连续测得的波高序列从大到小排列，取
排序后前1/3个波高的平均值即为有效波波高。

灾害性海浪：近岸海域有效波高大于等于2.5m，或近海海域有效波高大于等于4m的
海浪称为灾害性海浪。

海浪灾害危险评估：是指综合考虑历史上灾害性海浪的发生强度、发生频次、发生
频率、时间分布及空间分布等特征，给出的海浪灾害危险的定
量评价。

定义解读



海浪危险性分析模块

算法依据
《海浪灾害风险评估和区划技术导则》

测试数据：ECMWF ERA5海浪数据 1979-2018  逐时

海浪灾害危险分为四级，根据公式（1）计算每个格点的海浪灾害危险指
标Hw，并将其进行归一化处理，归一化后的危险指数表示为Hwn，确定
每个格点上的海浪灾害危险等级。



海浪危险性分析模块

输入输出

输入： 所要分析的目标年
计算： 通过读取逐月有效波高数据，获得逐月海浪

发生频次、浪高极值，再获得逐年的相应结果。
输出： 绘制年以及逐月的有效波高分别大于4米、6米、

9米的海浪发生频次、持续时间、极值的空间分布。

海浪灾害危险性分析流程图

1.程序 wave1.m

2. 程序categories_danger.m

输入： 所要分析的起止年
计算： 通过读取有效波高数据，计算各级海浪危险性
输出： 绘制选取时间段内各级海浪危险性等级。



海浪危险性分析模块

逐月、年有效波高分别大于4米、6米、9米的海浪发生频次的空间分布

中国近海典型示范区浪高极值的时空分布特征



海浪危险性分析模块

逐年、某时间段内中国近海典型示范区各级海浪危险性空间分布分析



风暴潮危险性分析模块

 中国沿海典型示范区各级风暴潮增水频次的时空
分布特征

 中国沿海典型示范区风暴潮超警戒水位的时空分
布特征

 中国沿海典型示范区风暴潮危险性时空分布特征

模块功能：



风暴潮危险性分析模块

热带气旋：生成于热带或副热带洋面上，具有有组织的对流和确定的气旋性环流
的非锋面性涡旋的统称，包括热带低压、热带风暴、强热带风暴、台
风、强台风和超强台风。

天文潮： 由月球、太阳等天体的引潮力所引起的潮汐。

风暴潮： 由热带气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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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戒潮位：防护区沿岸可能出现险情或潮灾，需进入戒备或救灾状态的潮位既定值。

风暴增水：风暴潮影响过程中海面非周期性异常升高现象称为风暴增水，简称增水。

风暴潮危险性：风暴潮的变化过程或现象，可能造成人员伤亡，或造成财产损失、
环境破坏，包括天文潮、风暴增水、近岸海浪及漫滩淹没等要素的
危险性大小及其综合。

定义解读



风暴潮危险性分析模块
《风暴潮灾害风险评估和区划技术导则》
《全国沿海地区警戒潮位值简本》
《中国海洋观测站(点)代码》
《中国风暴潮灾害史料集》
测试数据：44站水位观测数据 2019  逐时

算法依据



风暴潮危险性分析模块

输入输出

输入： 所要分析的目标年、验潮站编号
计算： 首先使用水位数据进行调和分析，获

得潮位和平均水位，再获得风暴潮增
水数据，计算得到不同等级风暴潮增
水的发生频次；由于警戒水位是验潮
站自身公布，而随着时间变动，警戒
水位会发生较大变化，因此，将警戒
水位设定为一个变动的数值，设定为
当年平均水位和最高潮潮位之和，由
此计算得到不同等级超警戒水位发生
频次。

输出： 绘制单个验潮站不同等级风暴潮增水
频次、超警戒水位频次的分布。

1.程序test_all.m

风暴潮灾害危险性分析流程图



风暴潮危险性分析模块

输入输出

基本与主程序1一致，输出的是某一时间段的
统计的结果。

2. 程序test_all_period.m

风暴潮灾害危险性分析流程图

3. 程序danger.m

输入： 所要分析的起止年
计算： 风暴潮灾害危险性指数是由风暴潮增

水指数和风暴潮超警戒指数按照一定
权重获得的，首先需要计算这两个指
数，再获得风暴潮灾害危险性指数，
然后对该指数进行均一化处理，获得
不同等级的风暴潮危险性。

输出： 绘制风暴潮危险性不同等级的分布。



风暴潮危险性分析模块

单个验潮站不同等级风暴潮增水
频次输出样例

单个验潮站不同等级超警戒水位
频次输出样例

不同等级风暴潮危险性的分布输出样例产品
（红色点表示I级，黄色点表示II级，绿色点
表示III级，蓝色点表示IV级，I级最强）



海冰危险性分析模块

 中国近海典型示范区历年海冰冰情等级

 中国近海典型示范区历年海冰持续时间

 中国近海典型示范区历年海冰危险性

模块功能：



海冰危险性分析模块

海冰： 所有在海上出现的冰统称为海冰，除由海水直接冻结而成的冰外，它
还包括来源于陆地的河冰。

严重冰期：指严重冰日至融冰日之间的间隔天数。

海冰厚度：指平整冰表面至冰底面的垂直距离。

海冰灾害：由海冰引起的影响到人类在海岸和海上活动实施和设施安全运行的灾
害，特别是造成生命和资源、财产损失的事件。如港口码头封冻、海
上设施和海岸工程损坏、水产养殖受损等。

海冰灾害风险：指海冰灾害发生及其造成损失的可能性。

定义解读



海冰危险性分析模块
《海冰灾害风险评估和区划技术导则》

测试数据：海冰模拟数据 1978-2008  逐日
算法依据



海冰危险性分析模块

输入输出

输入： 所要分析的目标年
计算： 根据选择分析的年份，读取当年11月到次年3

月的海冰密集度数据。通过选取的海冰数据，提
取出初冰日和无冰日，得出当年海冰的持续时间；
依照海冰的持续时间，将海冰分成5级。

输出： 绘制海冰冰情等级、持续时间的空间分布。

海冰灾害危险性分析流程图

1.程序seaice_test.m

2. 程序seaice_test_4gulfs.m

输入： 所要分析的起止年
计算： 海冰密集度读取、海冰整体的危险性趋势变化计算
输出： 绘制某时间段内4个海湾海冰整体的危险性趋势变化。



海冰危险性分析模块
中国近海逐年的海冰冰情等级、海冰密集度分布

中国近海海冰持续时间分布



海冰危险性分析模块
中国近海4个海湾某时间段内海冰冰情等级及趋势



海平面变化速率分析模块

 中国近海典型示范区海平面变化速率的空间分布

 中国近海典型示范区海平面变化速率置信度区间
的空间分布

模块功能：



海平面变化速率分析模块

海平面： 指一段时间内的水位平均值。

海平面上升：指在全球变暖背景下海水膨胀、极地冰盖和陆源冰川融合引起全球
平均海平面的升高，以及由于气温、海温、气压、海流、季风、径
流、降水以及地面沉降等的作用，导致的局地平均海平面升高。

海平面上升风险：指在一定条件下和一定时期内海平面上升可能发生的各种结果
的变动程度。

定义解读



海平面变化速率分析模块

测试数据：Aviso卫星高度计数据 1993-2019  逐月

输入输出

输入： 所要分析的起止年
计算： 根据选择分析的年份，读取海平面高度数据，对海

平面高度数据去掉季节变化处理，再进行海平面速
率和置信区间计算

输出： 绘制海平面变化速率和置信区间的空间分布。

1.程序sealevel_example.m



海平面变化速率分析模块

我国近海典型示范区海平面变化速率随空间的变化特征

海平面变化速率的可信程度



命令行操作流程



目录结构

脚本文件

参数设置

命令提交

运行过程

结果查看

分系统目录： /data/luoyong/H03
子系统目录：

算法脚本目录：/data/luoyong/H03/algorithm/SEAA

输入数据目录：/data/luoyong/H03/inputdata/SEAA

输出结果目录：/data/luoyong/H03/product/SEAA

模块目录：

算法脚本目录：/data/luoyong/H03/algorithm/SEAA/${模块缩写}

输入数据目录：/data/luoyong/H03/inputdata/SEAA/${模块缩写}

输出结果目录：/data/luoyong/H03/product/SEAA/${模块缩写}

模块 缩写

海浪危险性分析模块 WAVE

风暴潮危险性分析模块 STID

海冰危险性分析模块 SICE

海平面变化速率分析模块 LEVL

海岸带灾害风险模拟分析子系统



目录结构

脚本文件

参数设置

命令提交

运行过程

结果查看

各模块运行脚本：

提交脚本：run_${模块缩写}.sh
主程序脚本：${模块缩写}_runmatlab.sh

海岸带灾害风险模拟分析子系统



目录结构

脚本文件

参数设置

命令提交

运行过程

结果查看

参数文件：useconfig.json
参数名称 参数描述

analyseStrtYear 分析起始年

analyseEndYear 分析终止年

modelName 输入模式数据集名

modelProject 耦合模式计划类型

modelMip 模式时间频率

modelExp 耦合模式比较计划试验

modelEnsemble 耦合模式比较计划集合

modelGrid 耦合模式比较格点标签

modelDataDir 模式数据目录

inputDataDir 输入数据目录

productDir 输出目录

resultJsonFile 输出结果json

algorithmLogFile 输出日志json

algorithmFlowFile 输出流程json

海岸带灾害风险模拟分析子系统



目录结构

脚本文件

参数设置

命令提交

运行过程

结果查看

分析模块运行提交：

bash  run_${模块缩写}.sh useconfig.json

海岸带灾害风险模拟分析子系统



目录结构

脚本文件

参数设置

命令提交

运行过程

结果查看

分析模块运行：

作业查看： squeue

屏幕实时打印结果

海岸带灾害风险模拟分析子系统



目录结构

脚本文件

参数设置

命令提交

运行过程

结果查看

分析模块运行结果：

（1）系统四 VirealQuick 工具

（2）ncview 或者其他NetCDF格式文件查看工具

（3）专题图直接查看

海岸带灾害风险模拟分析子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