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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位于华南地区西部，南濒北部湾、面向东南亚，

背靠大西南，是中国大西南地区的交汇地带和最便捷的出

海通道，是环北部湾经济区的前沿地带，区位优势突出，

港口资源、海洋矿产资源、海洋生物资源、滨海旅游资源

丰富。随着向海经济的快速发展，广西沿海地区海洋灾害

风险日益突出，海洋防灾减灾形势十分严峻。

2019 年 , 广西壮族自治区海洋局切实履行海洋观测

预报、生态预警监测和防灾减灾体系建设的工作职能，积

极组织开展了海洋灾害预警报和海洋自然灾害影响评估工

作。自治区和沿海三市各级党委、政府积极发挥抗灾救灾

主体作用，提早部署，科学应对，最大限度地减轻了海洋

灾害造成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为使各级政府和社会公众全面了解广西海洋灾害影响

情况，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减轻海洋灾害的影响，促进沿海

地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广西壮族自治区海洋局组织编

制了《2019 年中国海洋灾害公报》，现予以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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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况1  概况

2019 年，广西海洋灾害主要以风暴潮、海浪、海岸侵蚀和海平

面变化等灾害为主，未发生海啸和赤潮灾害。各类海洋灾害给广西

沿海经济社会发展和海洋生态带来了诸多不利影响，共造成直接经

济损失 2.33 亿元，无人员死亡（或失踪）（见表 1），为灾害偏轻

年份。造成直接经济损失的灾害种类主要为风暴潮。

与近五年（2015-2019 年）海洋灾害直接经济损失相比，2019

年广西海洋灾害直接经济损失高于平均值。近五年广西海洋灾害平

均直接经济损失1.29亿元（见图1），低于2010-2019年平均值4.76

亿元。

图 1   2019 年海洋灾害直接经济损失及近年对比

表 1   2019 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海洋灾害灾情信息表
死亡（含失踪）人口

（人）
海洋渔业损失

（亿元）
海岸基础设施损失

（亿元）
农业损失
（亿元）

直接经济损失
（亿元）

0 1.10 0.77 0.45 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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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风暴潮灾害2  风暴潮灾害

灾害概况

2019 年，广西沿海风暴潮灾害总体为偏轻年。全年出现了 2 次

风暴潮灾害过程，灾害死亡（含失踪）人数 0 人，造成直接经济损

失 2.33 亿元（见表 2）。

表 2   2019 年广西风暴潮灾害发生过程及损失统计表

灾害过程
发生时间

死亡
（含失踪）
人口（人）

直接经济
损失

（亿元）

死亡（含失
踪）人口

合计（人）

直接经济
损失合计
（亿元）编号 名称

1904
“木恩”台风

风暴潮
7 月 3 日 -5 日 0 0.12

0 2.33

1907
“韦帕”台风

风暴潮
8 月 1 日 -3 日 0 2.21

历次风暴潮过程

1904 号“木恩”台风风暴潮  1904号台风“木恩”（热带风暴级），

于 2019 年 7月 02 日 20 时在南海西北部海南岛附近（北纬 18.9 度、

东经 111.5 度）生成，生成后向偏西西北方向移动。“木恩”于 03

日 00 时 45 分前后在海南省万宁市和乐镇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

近最大风力 8 级 (18 米 / 秒 )，中心最低气压 992 百帕，于 03 日

12时进入北部湾海面，于04日 07时前后登陆越南北部太平省沿海，

08 时减弱为热带低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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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木恩”影响，7 月 3-4 日，广西沿海各主要潮位站分别出

现49~73厘米的风暴增水过程，在4日18至19时，铁山港站、北海站、

涠洲站和防城港站出现超蓝色警戒潮位的高潮位，钦州站出现超黄

色警戒潮位的高潮位。“木恩”台风风暴潮过程各主要潮位站最大

风暴增水和超警戒潮位情况见图 2。

图 2  “木恩”台风风暴潮过程各主要潮位站最大风暴增水和超警戒潮位情况

本次灾害过程造成防城港市直接经济损失 0.12 亿元，未造成人

员伤亡。农林、牧渔业方面直接经济损失385万元，工业、交通运输、

城镇、电力、通讯方面直接经济损失 560 万元、其它方面直接经济

损失223万元。“木恩”台风风暴潮期间广西沿海受影响情况见图3、

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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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木恩”台风风暴潮防城港“山心沙”岛受影响前后增水对比

图 4    “木恩”台风风暴潮广西沿海部分岸段受影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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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7 号“韦帕”台风风暴潮    

1907 号台风“韦帕”（热带风暴级），于 2019 年 7 月 31 日 08

时在南海西北部海南岛附近海域（北纬18.6度、东经113.8度）生成，

生成后向西北方向移动。“韦帕”于 8 月 1 日 01 点 50 分前后在海

南省文昌市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23米 /秒），

中心最低气压 985 百帕。登陆后，“韦帕”在海南岛东北部回旋少

动，后向偏北方向移动。“韦帕”于 8 月 1 日 17 点 40 分二次登陆

广东湛江，后向偏西方向移动，于 1 日 22 时进入北部湾海面，之

后沿着广西沿海一带西行，于2日21时前后登陆广西防城港市沿海，

3日 14 时在越南境内减弱为热带低压。

受台风“韦帕”影响，8 月 2-3 日，广西沿海各主要潮位站分

别出现 27-68 厘米的风暴增水过程，在 2 日 18-19 时，铁山港站、

北海站、涠洲站和钦州站出现超黄色警戒潮位的高潮位，防城港站

出现超蓝色警戒潮位的高潮位。“韦帕”台风风暴潮过程各主要潮

图 5    “韦帕”台风风暴潮过程各主要潮位站最大风暴增水和超警戒潮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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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站最大风暴增水和超警戒潮位情况见图 5。

本次灾害过程共造成广西沿海直接经济损失 2.21 亿元。防城港

市受灾较重，直接经济损失 1.40 亿元，其中农林牧渔业直接经济

损失为 0.85 亿元（农作物受灾面积 3.47 万公顷），工业交通方面

损失 0.11 亿元（公路中断 17 条，供电中断 49 条次，通讯中断 14

条），水利设施损失 0.25 亿元（损坏堤防 36 处，损坏水闸 21 座，

损坏灌溉设施 88 处）。本次灾害造成北海市直接经济损失 0.81 亿

元，其中合浦县百曲围海堤沙冲堤段部分低矮堤段出现海水漫堤（见

图 6）。

图 6     1907 号“韦帕”台风风暴潮北海合浦廉州湾北岸岸段受灾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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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广西风暴潮应急演练
2019 年 12 月 6 日，年度广西风暴潮应急演练在防城港市举办，演练采用视频

和实战演练相结合的方式。演练模拟超强台风即将进入广西沿海，并将在防城港市
沿海登陆，该市沿海将出现超过红色警戒潮位的风暴潮过程。自治区海洋局紧急召
集沿海三市应急成员单位召开防御风暴潮视频会商会议，会议决定防城港市启动风
暴潮应急 I 级响应。接到命令后，防城港市风暴潮应急实战演练指挥部成员单位立
即开展各项应急处置工作，由此拉开预警预报、应急撤离、应急安置、应急救援、
终止响应及灾害评估五个科目的实战演练。

此次演练旨在检验我区对风暴潮灾害防御应急处置能力，特别是检验临灾应急
中各级政府的组织、协调、指挥力，成员单位的履职响应力，社会群众的自救互救
力，以及应急管理系统在应对处置突发事件中的综合指挥协调能力，有效检验了《广
西壮族自治区风暴潮海啸灾害应急预案》《防城港市风暴潮海啸灾害应急预案》的
科学性、实用性和可操作性 , 并通过演练不断提高我区海洋灾害防御应急反应能力，
确保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应急演练现场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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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海浪灾害3  海浪灾害

灾害概况

2019 年，广西沿海出现波高≥ 3.0 米大浪的天数共 5 天，全年

最大波高 3.3 米。全年未造成灾害性海浪损失。全年波高≥ 3.0 米

大浪天数逐月分布见表 3。

表 3   2019 年广西沿海波高≥ 3.0 米大浪的天数逐月分布

月份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总数

天数 0 0 0 0 0 0 4 1 0 0 0 0 5

西南大浪

2019 年，受西南季风影响，广西沿海持续 3 天及以上出现波高

≥2.0米的时段为5月17至19日、6月21至23日、6月26至29日、

7 月 5 日至 9 日和 7 月 12 至 15 日，共 19 天，其中出现波高≥ 3.0

米的天数共 3天。2019 年广西沿海持续西南大浪统计情况见表 4。

出现时段
5 月

17-19 日
6 月

21-23 日
6 月

26-29 日
7 月

5-9 日
7 月

12-15 日

波高≥ 2.0m 天数 3 3 4 5 4

波高≥ 3.0m 天数 0 0 0 2 1

最大波高 2.0 米 2.2 米 2.5 米 3.0 米 3.3 米

表 4    2019 年广西沿海持续西南大浪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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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风大浪

2019年，受台风影响，广西沿海出现波高≥3.0米的天数共2天，

出现日期分别为 7月 4日、8月 2日（见表 5）。

表 5    2019 年广西沿海热带气旋大浪统计

出现日期 7 月 4 日 8 月 2 日

持续天数 1 1

致灾因子 1904 号台风“木恩” 1907 号台风“韦帕”

最大波高 3.2 米 3.1 米

寒潮大浪

2019年，广西沿海未出现寒潮大风引起的波高≥3.0米的大浪。

“防灾减灾日”主题活动
2019 年 5 月 12 日是我国第十个防灾减灾日，5 月 6 日广西防灾减灾宣传周启动

仪式暨主会场主题宣传活动在南宁市民族广场举行，自治区减灾委及各成员单位布
置了各种防灾减灾宣传摊位，宣传日常生活中可能遇到的灾害及应对措施。自治区
海洋局作为减灾委员会成员单位，在现场通过制作宣传海报、发放宣传资料、现场
讲解等方式让市民了解各类海洋灾害的相关内容，普及海洋防灾减灾科学知识。

市民在观看海洋防灾减灾科普宣传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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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海啸灾害4  海啸灾害

2019 年，广西未发生海啸灾害。

5  赤潮灾害5  赤潮灾害

2019 年，广西沿海未发生赤潮灾害。

赤潮灾害应急演练
2019 自治区和钦州市先后开展了赤潮灾害应急演练。其中，自治区赤潮应急演

练于 12 月 6 日下午在防城港市举行，演练采用桌面演练和视频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演练以模拟“防城港东西湾附近海域发生约 30 平方公里的有毒米氏凯伦藻赤潮，

现场海域出现鱼类、贝类等海洋生物死亡情况”为原型背景，分别对灾情报告、调

查汇报、召开应急会商会、各部门应急响应、灾后评估与终止响应五个科目。

现场演练水样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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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海岸侵蚀6  海岸侵蚀

广西沿海三市均存在不同程度的海岸侵蚀现象，其中北海涠洲

岛侵蚀较为严重，石螺口至滴水村岸段和后背塘至横岭岸段作为广

西海岸侵蚀重点监测岸段多年连续现场监测，监测岸段总长共8.236

千米。

2019 年，涠洲岛后背塘至横岭岸段年最大侵蚀距离 2.9 米，年

平均侵蚀距离与 2018 年持平；涠洲岛石螺口至滴水村岸段年平均

侵蚀距离 0.31 米，侵蚀距离较 2018 年增加。监测岸段侵蚀情况见

图 7和表 6。

图 7    石螺口至滴水村岸段侵蚀情况（2019 年 10 月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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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2019 年海岸侵蚀重点监测岸段侵蚀情况

岸段名称
起点位置

（经纬度）
终点位置

（经纬度）
岸线类型

监测岸线长度
（千米）

平均侵蚀
距离

（米）

石螺口至滴水村
21.034° N
109.087° E

21.013° N
109.090° E

砂质海岸 2.529 0.31

后背塘至横岭
21.063° N
109.101° E

21.051° N
109.139° E

砂质海岸 5.707 0.04

7  海平面变化7  海平面变化

2019年，广西沿海海平面较常年高58毫米，比2018年高24毫米，

为广西沿海 1980 年以来的第二高位（第一高位为 2012 年）。1980

年以来广西沿海海平面变化情况见图 8。

图 8    1980 年至 2019 年广西沿海海平面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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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广西沿海 2 月、4 月和 5 月海平面较常年同期分别高

104 毫米、120 毫米和 116 毫米，其中 4 月和 5 月海平面均为 1980

年以来同期最高；与 2018 年同期相比，2 月和 4 月海平面分别上升

108 毫米和 127 毫米，7月和 10 月海平面分别下降 30 毫米和 34 毫

米。各月平均海平面变化见图 9。

图 9     月平均海平面变化

海平面上升对海洋生态系统影响

海平面上升长期的累积效应直接造成沿海低洼地带被淹没、海

岸防护工程功能降低和生态环境破坏，加大海岸灾害风险，引起滨

海湿地变迁，影响生态系统健康状况。

红树林  2019 年，广西山口、北仑河口红树林生态系统都维持

健康状态。南流江带来的泥沙不断淤积形成新的红树林适宜生境，

2014~2019 年南流江口红树林自然扩散了一定面积（见图 10），最

大扩散距离大于 500 米，呈向好趋势。但海平面上升加大海洋灾害

影响强度，导致我区局部红树林边缘出现根系裸露甚至植株倒伏死

亡现象（见图 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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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南流江河口红树林自然扩散（左、右图分别为 2014、2019 年影像）

图 11     受海浪冲刷而根系裸露的秋茄林

图 12     北仑河口红树林受海浪冲刷根系裸露甚至倒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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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山口红树林受海浪冲刷影响

海平面上升、海堤固化海岸线导致潮间带萎缩，加剧外来入侵

生物互花米草与红树林的空间竞争（见图 14）。广西的互花米草

集中分布于廉州湾和铁山港湾沿岸，2014 年以来互花米草不断向

西扩散，目前已越过钦州湾入侵到防城港市企沙港湾（见图 15）。

2014~2019 年间，互花米草扩散较快的区域主要有铁山港西北角的

白沙头港湾（增至50公顷）、合浦县沙田镇南部海域（增至64公顷）、

铁山港区营盘镇东部海域（增至 53 公顷）。

图 14     互花米草入侵影响红树林的生存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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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入侵防城港市企沙港湾的互花米草斑块

海草床  海平面上升引起海草生境水深变化。2019 年，广西海

草床监测区域的海草床面积为 167.57 公顷，较 2018 年有所增加；

北海铁山港海草床和防城港珍珠湾海草床生态系统综合评价均呈现

为健康状态（见图16）。但在海平面上升和人类活动的共同影响下，

广西海草生态系统压力仍然很大。

图 16     水下的矮大叶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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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名    词    解    释

海洋灾害

海洋自然环境发生异常或激烈变化，导致在海上或海岸带发生

的严重危害社会、经济、环境和生命财产的事件，称为海洋灾害。

本公报涉及的海洋灾害包括风暴潮、海浪、海啸、赤潮、海岸

侵蚀以及海平面变化。

风暴潮

由热带气旋、温带气旋、海上飑线等风暴过境所伴随的强风和

气压骤变而引起叠加在天文潮位之上的海面震荡或非周期性异常升

高（降低）现象，称为风暴潮。分为台风风暴潮和温带风暴潮两种，

广西沿海风暴潮种类为台风风暴潮。

海浪

海浪是由风引起的海面波动现象，主要包括风浪和涌浪。按照

诱发海浪的大气扰动特征来分类，本公报将广西沿海大浪类型分为

西南季风引起的西南大浪、热带气旋引起的热带气旋大浪和寒潮大

风引起的寒潮大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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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啸

海啸是由海底地震、火山爆发或巨大岩体塌陷和滑坡等导致的

海水长周期波动，能造成近岸海面大幅度涨落。

赤潮

赤潮是海洋中一些微藻、原生动物或细菌在一定环境条件下暴

发性增殖或聚集达到某一水平，引起水体变色或对海洋中其他生物

产生危害的一种生态异常现象。

海岸侵蚀

海岸侵蚀是海岸在海洋动力等因素作用下发生后退的现象。

海平面变化

海平面变化是由海水总质量、海水密度和洋盆形状改变引起的

平均海平面高度的变化。在气候变暖的背景下，冰川融化和海水变

热膨胀，全球海平面呈上升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