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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风影响期间，近岸海
域还会出现一种特殊的现象——风
暴潮，它是指强烈的大气扰动（如强
风和气压骤变等）导致的海面异常
升降。风暴潮若恰巧赶上了天文大
潮高潮位，会使沿岸区域内的海水
水位暴涨，造成严重危害。

“天文潮的潮位，叠加大气扰
动引发的风暴增水，就是实际的总
潮位。2014 年的超强台风‘威马
逊’和强台风‘海鸥’都引发了严重
的风暴潮。‘威马逊’影响期间，铺
前湾湾底的沟边村一带出现高达4
米多的高潮位，‘海鸥’登陆的9月
16日恰逢天文大潮，海口秀英验潮
站监测到高达3.48米的高潮位。”
王青颜说。

2024年第 11号超强台风“摩
羯”9月6日16时20分前后在海南
文昌翁田登陆。当天上午，海南省
海洋预报台同时发布风暴潮和海浪
红色警报。“摩羯”过境时，海南岛近
岸海域出现了34厘米至300厘米
的风暴增水，但由于当时天文潮处
于低潮位，海口秀英验潮站最终监
测到3.05米的高潮位，超当地红色
警戒潮位29厘米。近日，台风“潭
美”给我省多地带来强降雨，但其影
响期间未出现灾害性风暴潮过程。

从历史记录看，风暴潮对沿海地
区的危害是多方面的，其引发的海水
倒灌可能会冲毁房屋、道路，冲走车
辆，淹没农田，导致农田盐碱化；掀起
的海浪可能会损坏渔船、码头等。

“要预防风暴潮，把灾害损失降
到最低，首先要加强监测预报，提前
让沿海地区的人民群众做好防范工
作。”王青颜介绍，自然资源部和我
省在海南相关海域建立了一批海洋
观测站（验潮站），利用验潮仪等设

备监测潮位。
台风登陆海南
之前，海南省海
洋预报台会及
时发布海浪和
风暴潮预警信
息。

当然，在沿
海地区建设防潮设施，也是十分必
要的。民国《文昌县志》记载：“回澜
沙堤，在水一图南文村前，村人因海
沙筑以捍海潮，西接龙江园，东至龙
头顶，长二里余。”此处提到的“回澜
沙堤”就是一种简易的防潮设施。

据了解，目前，我省已在海口江
东新区、海口美兰区演丰镇北港岛、
万宁小海等容易受到风暴潮危害的
区域，建成一批防潮堤、防潮墙。

走进北港岛，可看到沿海岸线
延伸的防潮堤，将环岛公路与海域
隔开。2014年超强台风“威马逊”
引发的特大风暴潮，曾给北港岛带
来重创。为了在台风等灾害发生时
有效阻挡海潮海浪冲击海岸带，在
政府部门的支持下，北港村于2017
年建起了 4.5 公里长的环岛防潮
堤。这条防潮堤高出路面约1.5米，
高出海平面2米多。“上次超强台风

‘摩羯’把我们岛上的树木和路灯基
本上都吹倒了，但因为有防潮堤的
阻挡，海水没有漫入村庄，仅冲坏了
部分路基，我们正在组织人员修
复。”北港村党支部副书记陈奕存告
诉记者，相较于“威马逊”，“摩羯”引
发的风暴潮对北港岛海岸线造成的
损坏较小，这得益于防潮堤发挥了
防护作用。

潮动物

招潮蟹

招潮蟹是广泛分布于全
球热带、亚热带潮间带的蟹
类。招潮蟹的雄蟹拥有大小
悬殊的一对螯，它经常在涨
潮、退潮时舞动大螯，因此
得名。

报潮鸡

唐大中二年（848 年），李
德裕被贬为崖州司户，他在前
往海南的途中作诗《谪岭南道
中作》云：“五月畲田收火米，
三更津吏报潮鸡。”三更时公
鸡打鸣，海中涨潮，津吏听见
鸡鸣去通知乡民涨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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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20日
（农历九月十八
日）前后，我国
辽宁、上海、福
建等地近岸海
域迎来高潮位，
致部分航线停
航。中央气象
台专家分析认
为，造成这一现
象的主要原因
是天文大潮。
一涨一退，周而
复始，潮汐是大
海的“呼吸”，海
南人临海而居，
很早就形成了
对潮汐的朴素
认识，也善于在
生产生活中利
用潮汐。

我们现在知道，潮汐的形成与
日、地、月三者的相对位置有关，但在
科学技术尚不发达的古代，我国古人对
潮汐的认识经历了从形而上推断到实地
考察求证的过程。

先秦时期，我国民间流传着潮神传说，
认为潮水涨落是因为有神在海中施法。东汉
时期的科学家王充驳斥了这种迷信的说法，他
认为海水之所以会“腾为涛”，是因为海水和月
亮同为阴，两者同气相求，即“涛之起也，随月
盛衰”，这就是元气自然潮论。这一观点影响
深远，也体现在了后来的文学作品中，比如唐
代诗人张若虚《春江花月夜》中的名句“春江潮
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

比张若虚生存年代稍晚的浙江人窦叔蒙
写成了我国现存最早的潮汐学专著《海涛志》，
他依据王充的潮月同步理论，依据天文历和月
亮的圆缺情况，编制了列出各种月相时高潮时
辰的潮汐表——《窦叔蒙涛时图》。尽管窦叔
蒙对潮汐周期的推算已十分准确，但《窦叔蒙
涛时图》仅是一份天文潮汐表，未经实地验证，
有明显的局限性。

进入宋代后，我国出现了多位注重实地考
察的潮汐科学家，比如燕肃、余靖。余靖为韶
州曲江（今属广东韶关）人，曾到今上海、广东
东莞等地“验潮”。他说：“朔望前后，月行差
疾，故潮势大；月弦之际，月行差迟，故潮之去
来亦合沓不尽。”

关于海南潮候的记载，最早见于南宋周去
非所著《岭外代答》：“琼（指海南）海之潮，半月
东流，半月西流。潮之大小，随长短星，初不系
月之盛衰，岂不异哉！”“长短星”之说来自天文
历，是指每个月都有一个长星日和一个短星日，
比如“正月七日长星，二十一日短星；二月四日
长星，十九日短星……”周去非的这一表述，说
明他已经认识到，海南潮汐的成因比较复杂。

明代海南名士王佐对潮汐颇有研究，他也
曾去海边“验潮”，并在《海南潮候后论》中说，
海南的潮候并不系于月之朔望和上下弦；一年
当中，一至十月和十一月下旬及十二月间，每
至长短星日，就会出现潮涨潮落。除此之外，
还有“偷潮”，即“自琼以西”这一区域，十一月
初一至十五日，潮汐的涨落并不系于长短星
日；而且秋冬季和春夏季的涨潮时间不太一
样。唐胄在正德《琼台志》中引述了王佐之说，
并作了补充完善。他认为，潮汐的发生也受到
海岸带地势的影响，因为临高、儋州等地十月
间的潮汐现象无法用“长短星”之说解释。

先贤们对潮候的判断，不一定非常准确，但
已在生产实践中发挥作用。“明清时期，海南渔业
有了较大发展，官府不仅收集民间的潮候资料，
也进行观测记录，为渔业生产提供保障。”海南学
者林日举告诉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明清时期，
琼州府安排专人负责观测记录风向、潮汐的变化
情况，其下辖州县也会对本地的风候、潮候进行
观察记录，这些成果见于各州县的方志中。当
时，海南官方修纂的志书，大都设“气候”栏目，在

“气候”栏目中附有“风候潮候”或“潮汐”等子栏
目，可见对潮汐的观测记录已形成惯例。

说到涨潮、退潮，大家都不陌生，那到底
什么是潮汐，又是什么引发了潮汐呢？
1687年牛顿提出万有引力定律后，这一自
然现象的成因开始被破解。

我国物理海洋和环境海洋学家冯士筰
认为，潮汐是指海水在天体（主要是月球和
太阳）引潮力作用下产生的周期性运动，通
常铅直方向的涨落称为潮汐，水平方向的流
动称为潮流。而在实际运行中，潮汐的频率
和强度也受到地球引力、海底地形、洋流等
因素影响。

纵观世界各地，潮汐都有一定的变化规
律，这也是人们可以制定潮汐表“预报”潮汐
的原因。根据潮汐涨落的周期和潮差（高潮
潮位和低潮潮位之差）等情况，大致可以把
潮汐分为正规半日潮、不正规半日潮、正规
全日潮、不正规全日潮4种类型。

所谓正规半日潮，是指一个太阴日（约
24时50分，下同）内，有两次高潮和两次低
潮，且从低潮到高潮和从高潮到低潮的潮差
几乎相等；正规全日潮是指一个太阴日内只
有一次高潮和一次低潮，且从低潮到高潮和
从高潮到低潮的潮差几乎相等。不正规，则
主要指涨潮时、落潮时、潮差等的规律性不
明显。

“环海南岛近岸海域潮汐复杂多样，4
种类型均有分布，其中以正规全日潮和不正
规全日潮为主。不正规全日潮主要分布于
海南岛东部、南部和西部近岸海域，正规全
日潮主要分布于西部、北部近岸海域，不正
规半日潮主要分布于北部、东北部近岸海
域，正规半日潮主要分布于北部、南部近岸
海域。”海南省海洋监测预报中心首席预报
员王青颜表示，相较于浙江杭州湾等地，海
南岛近岸海域的潮差较小，常年在1米至2
米，西部的儋州、临高一带偏高，个别月份可
达3米多。

中国沿海地区潮差分布的趋势是东海
沿岸最大，渤海、黄海次之，南海最小。在南
海片区，潮差最大的地方是北部湾顶部，比
如广西北海港一带的潮差可达7米。

人们常说的天文大潮，是指海洋同时受
到月球和太阳较强引潮力作用产生的潮汐
现象。当日、地、月三者近似在一条直线上
时，月球潮汐和太阳潮汐两个涨潮区重合
时，会形成天文大潮。

潮汐与渔业生产直接相关，
老渔民大都善借“潮力”。今年58
岁的李兴丰是海口市传统浅海捕
捞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家住海口
市演丰镇河港村。他13岁开始跟
随家人捕鱼，不仅积累了丰富的
海上作业经验，还会预测潮水的
涨落和海上气候的变化。“我一般
晚上七八点钟出海，利用大海退
潮的时机，顺水推舟。”李兴丰说，
河港村一带的渔民大都是用长8
米多、宽2米多的小船在近海捕
鱼。近海潮水涨退比较明显，掌
握潮汐规律和鱼群出没规律，才
能捕到更多鱼。

将目光移至海南西部临高、
儋州一带的渔村，你可能会在海
边看到一些用石头堆成的拦水
坝，它们像分布在海滩上的“田
埂”，分隔出一块块“海田”。其
实，它们不是田，而是用来捕鱼的
渔冲。据当地村民介绍，渔冲相
对封闭，涨潮时海水漫过拦水坝
将鱼虾带入其中，退潮后可直接
在渔冲里捕捞。

除了渔业生产，在船只抗风
浪性能有限的年代，通过琼州海
峡这一天堑，也需要密切关注潮
汐变化。“参横斗转欲三更，苦雨
终风也解晴。云散月明谁点缀？
天容海色本澄清。”宋元符三年
（1100年），谪居海南3年的苏轼
获赦北归，这是他在离琼时写下
的诗作《六月二十日夜渡海》。东
坡一生两次通过潮汐状况复杂的
琼州海峡，皆顺风顺水，这让人不
禁想问，出发前他是否做过“功
课”？

对此，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副
会长、海南省苏学研究会理事长
李公羽表示，东坡往返渡海，都在
农历六月，这个时间段琼州海峡
多台风天气，他能顺利通行，感谢

“山川之神实相之”，但其实是重
视对海况、风浪的预测，规避恶劣
天气影响。这在离琼时体现得更

明显：他农历六月初离开儋州，十
三日在澄迈通潮阁写下《渡海
帖》，随后去琼州府（今海口），六
月十八日返回澄迈。二十日夜，

“苦雨终风也解晴”，说明六月二
十日前几天，琼北一带连日狂风
暴雨，二十日夜半三更，趁着天气
转好，他抓紧登船，渡海而去。

古人渡海，一般会看潮汐表。
东坡渡海前是否看过潮汐表，已无
从知晓，但琼州海峡两岸的人们刻
潮时于石碑上，却是事实。清咸丰
《琼山县志》记载，东汉伏波将军马
援曾在琼州海峡两岸立潮信碑，

“勒石两岸，示人渡海”。
反映余靖、王佐等人观测成

果的潮汐表，曾长期在琼州海峡
两岸使用，但效果不太理想。明
万历年间任海南道副史的程有守
在琼山（今属海口）天妃庙前立潮
信碑，以方便渡海者。该碑即清
代方志所载的“天后庙碑”。清乾
隆二十八年（1763年），曾任定安
县令的倪邦良在待渡前往徐闻
时，偶然看到一张舟师所用流水
簿，感觉内容比“天后庙碑”上的
潮汐表更准确，于是简化绘成《倪
邦良流水指掌图》。

1949年12月，中国人民解放
军第四野战军第十五兵团10万
大军挺进雷州半岛，解放海南岛
战役的号角吹响。这场彪炳史册
的战役打响前，为了顺利渡海，解
放军曾认真研究海上风向和潮汐
变化。央视文献纪录片《解放海
南岛战役》提到，解放广西后，第
十五兵团第40军军长韩先楚曾
派侦察科长郑需凡搜集与渡海有
关的书籍，郑在旧书摊上买到一
些气象、海情资料、清朝提督用过
的《航海手册》和潮汐表。抵达海
边后，韩先楚等人向渔民讨教潮
汐变化规律，询问风向、流速。雷
州半岛各县、各港湾还成立了气
象水文观察组（站），逐日将观测
到的情况上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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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海南岛战役打响前，广东渔民
（右）向解放军战士介绍海上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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