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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近海海上溢油应急预报系统开发与应用*

牙韩争**,董德信,朱冬琳,陈 波
(广西科学院,广西北部湾海洋研究中心,广西近海海洋环境科学重点实验室,广西南宁 530007)

摘要:为解决目前海上溢油漂移扩散计算复杂,不适用于应急处理业务化应用的弊端,通过数学模式,结合

Windows可操作界面,构建广西近海海上溢油应急预报系统,并以钦州湾为例对系统进行应用。结果表明,涨
潮、落潮时刻发生溢油时,油膜向茅尾海和钦州湾外湾方向漂移距离分别约为17.5

 

km和17.9
 

km。涨潮时刻

发生溢油时,油膜扩散面积较落潮时小,扫海面积则先小后大。风对溢油漂移扩散结果有显著的影响,不同风

向下的油膜漂移方向、影响区域有明显的区别。该系统具有方便、准确以及操作界面友好的特点,可为广西近

海海上溢油事故防范、预警预测、应急处理、生态环境损害评估等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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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广西是我国西南地区唯一的沿海省份,也是我国

西南出海口的重要通道。近年来,随着中国—东盟贸

易合作的加强以及广西经济的快速发展,广西沿海港

口船舶进出港更为繁忙,船舶碰撞、搁浅等事故发生

的可能性大大提高,溢油事故发生的可能性不断加

大。同时,广西沿海工业发展迅速,一些大型石油化

工落户广西,岸上溢油进入海洋造成污染的可能性加

大。广西北部湾是一个半封闭式海湾,水交换能力

差,拥有着丰富的海洋资源,拥有红树林、珊瑚礁、海
草床等典型生态系统,拥有中华白海豚、儒艮等珍稀

濒危物种,一旦溢油事故发生,极有可能对海洋生态、

环境造成极大的影响。开展广西近海海上溢油漂移

扩散特性研究,构建便捷的溢油应急预报系统,对广

西近海海上溢油事故防范、应急处理,保护广西海洋

生态环境具有重要意义。海上溢油漂移扩散规律的

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Blokker[1]通过单组分油

建立溢油风化模型,提出油膜扩展理论,但其只考虑

重力和溢油量的影响,结果不能真实地反应溢油变化

情况。Fay[2]在已有研究基础上作出改进,提出油膜

扩展同时受惯性力、重力、黏性力及表面张力4个因

素的作用,并将溢油扩展分为惯性力扩展、黏性力扩

展和表面张力扩展3个阶段,形成目前最为经典的三

阶理论。Mackay等[3]在Fay理论的黏性力扩展阶

段中考虑风作用,建立了油膜扩展与风之间的经验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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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该理论后来成为溢油风化研究的基础。Liu等[4]

结合Fay溢油三阶段理论,将油膜扩展与水体运动

结合,提出油膜扩展与时间之间的变化公式[4]。Lehr
等[5]修正Fay理论,建立了油膜变化的椭圆模型,将
油膜的扩展在风向上拉长。Johansen等[6]根据拉格

朗日跟踪法对“油粒子”模型进行改进,使之可直观地

反映油膜在风、波浪等作用下破碎、分离的真实情况。
杨红等[7]结合拉格朗日追踪法和随机运动理论模拟

长江口南港水道溢油情况,模拟结果与实际情况吻合

较好。类似的还有黄娟等[8]和李怀明等[9]学者的研

究。目前,溢油漂移扩散理论的研究相对成熟,各界

学者也提出较多的溢油模型,如 MIKE
 

SA 模型、

IKU风化模型、美国的 ADIOS风化模块及 OIL-
MAP

 

模型系统、英国的 OSIS风化模块等[1012]。国

内关于溢油扩散机理的研究也取得了较多成果,在渤

海、长江口水域、珠江口、北部湾等海域均有较多的应

用[1314]。然而,以往的研究过程中,针对广西近海的

海上溢油漂移扩散研究鲜有报道,且目前所采用的主

流溢油模型计算复杂,并不适用于应急处理业务化应

用。本研究试图构建适用于广西近海的海上溢油应

急预报系统,并以钦州湾为例对系统进行应用,为北

部湾海上溢油事故防范、应急处理、海洋生态环境保

护等提供科学依据。

1 系统结构

  系统结构主要有模型计算程序和可视化界面两

个部分(图1)。模型计算程序包括模型默认的参数、
用户自定义参数,以及核心计算程序代码组成。模型

默认的参数主要为模型一些经验参数,如风漂移系

数、溢油扩展系数、质量转移系数等,这些经验参数简

化了客户端参数输入,使得用户更容易使用系统,同
时保证了计算的准确性。用户自定义参数,如溢油时

间、溢油量等,根据用户需要输入到系统中,使计算更

为接近实际。核心计算程序根据模型默认的参数和

用户自定义参数,完成溢油漂移、蒸发、乳化、溶解等

过程的计算。

  模型可视化界面基于 Windows操作系统以及客

户端浏览器,主要用于用户输入自定义参数、地图展

示以及计算结果输出等。用户将自定义参数输入后,
数据将会保存至服务器内,用户发出计算指令后,模
型计算程序将根据输入的数据进行计算。计算完成

后,服务器将计算结果返回至用户端的模型界面,供
用户查看、导出数据。

图1 系统结构示意图

Fig.1 Schematic
 

diagram
 

of
 

system
 

structure

2 系统主要功能和特点

2.1 系统功能

  (1)通过有访问权限的客户端浏览器,用户可方

便地将溢油开始时间、结束时间、溢油量等参数输入

至系统内。同时,参数输入界面右侧地图展示界面将

显示溢油的计算区域,并且在地图上标识出溢油源的

位置,方便用户检查溢油位置是否准确。

  (2)根据用户输入的计算参数,模型对假定的溢

油情况进行计算。计算完成后,系统将计算结果返回

至图形界面,用户可在图形界面中查看漂移轨迹、扩
散范围、扩散面积,以及油膜厚度、乳化率等溢油信

息,其结果有助于准确寻找油膜的位置和动态,及时

将溢油情况提供给应急救援队伍,以利于开展应急救

援行动或发出溢油预警和应急部署。

2.2 技术特点

  与国内其他同类研究和应用成果相比较,本研究

系统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技术特点:

  (1)系统内置配置有默认的地形、岸线数据以及

大部分模型参数,从而能在保证一定计算精度的同

时,降低模型的操作难度,这使得即使是非专业人员

也能使用本系统,极大提高了系统的便捷性。

  (2)系统布置于服务器上,将数据处理、计算过程

移至高配置的服务器上,用户通过指定网络上具有访

问权限的PC端浏览器即可进行操作计算,因此,系
统对客户端PC要求较低,无需安装、无需布置,只要

打开浏览器操作即可,极大减轻了客户端的压力,同
时大大提高了计算速度。

  (3)图形界面采用图像叠加的方式进行图像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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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将底图设为固定的图像预先保存至服务器内,而
系统计算时只计算油膜涉及的范围。系统出图时对

地图进行调用,同时将油膜与底图行进叠加展示,从
而避免了模型计算范围过大而影响计算速度的弊端,
极大地提高了系统的计算效率。

3 计算方法

3.1 水动力模型

  水动力模型主要为溢油模型提供潮流数据,其计

算结果的准确性对溢油模型计算结果有显著的影响。
系统采用FVCOM海洋数值模式为溢油模型提供水

动力场,该模式由美国麻省大学海洋科学技术学院陈

长胜博士领导的研究小组与美国伍兹霍尔海洋学协

会的罗伯特C比尔兹利博士合作开发,其原始方程

主要包含动量方程、质量连续方程以及温度、盐度和

密度方程。在物理和数学上用 MellorYamada
 

2.5
阶垂向湍流闭合模型及Smagorinsky水平湍流闭合

模型对方程组进行闭合。在垂向上适用σ坐标系或

通用垂向s坐标系对不规则底部地形进行拟合,在水

平上利用无结构三角形网格对水平计算区域进行空

间离散。

  模型结合了有限元方法的自由几何拟合特性和

有限差分方法的离散结构简单及计算高效的特性,从
而能综合这两种方法的优点。利用有限体积积分格

式,能更好地保证复杂几何结构的河口海湾及海洋计

算中的质量、动量、盐度、温度及热量的守恒性。模型

输入输出基于标准化NETCDF格式,使得该模型计

算结果能方便地被其他计算程序调用,具有较好兼容

性,在数值处理方法和岸线地形拟合上的优势使其在

河口海岸地带得到了广泛应用。模型求解方程组及

具体操作方法见文献[1516]。

3.2 溢油模型

3.2.1 概述

  溢油模型采用经典的“油粒子”模型进行计算。
“油粒子”模型采用拉格朗日法确定平流过程,并采用

随机走动法模拟扩散过程,实现了确定性和随机性的

结合。通过追踪油粒子随水体平流和湍流扩散运动

的过程,模拟油膜的形状变化和漂移轨迹,同时通过

扩展、扩散、溶解、乳化和蒸发来计算溢油在水体表面

的扩展和风化过程。

3.2.2 漂移

  油粒子漂移是潮流运动及风拽力共同作用的结

果,其漂移速度与潮流流速及风速有关。油粒子漂移

速度可用以下权重公式计算[17]:

  Uoil =Vs +Cwind·Uwind , (1)
式中,Uwind 为水面以上10

 

m处的风速,Cwind 为风漂

移系数,一般取值在0.03~0.04,Vs 为表面流速度。

3.2.3 扩展

  油粒子扩展是重力、惯性力、黏性力和表面张力

等共同作用的结果,根据修正的Fay重力黏力公式,
油膜扩散计算式为[17]

  
dAoil

di  =Ka·Aoil
1/3·Voil

Aoil  
1/3

, (2)

其中,Aoil =πRoil
2,Voil =πRoil

2hs 。式中,Aoil 为油

膜面积,Roil 为油膜半径,Voil 为油膜体积,t为时间,

Ka 为扩展系数,hs 为油膜厚度。

3.2.4 扩散

  油粒子扩散与水流紊动有关,根据随机扩散理

论,假设各方向扩散具有同一性,一个时间步长内油

粒子在a 方向的扩散距离可表示为[7]

  Da =R 6·Ca·Δt, (3)
式中,Da 为时间步长内溢油在a 方向上的扩散距

离,R 为-1~1的随机数,Ca 为a 方向上的扩散系

数,Δt为时间步长。

3.2.5 蒸发

  油膜蒸发速率与油分气温、水温、溢油面积、风
速、太阳辐射和油膜厚度等因素有关,油膜蒸发速率

可用以下公式表示[18]:

  dQdt=-kEAoilXMP/RT , (4)

其中,kE =-k·Aoil
0.045·Sc-2/3·Uwind

0.78。式中,

dQ
dt

为油膜蒸发率,kE 为质量转移系数,k 为蒸发系

数;Sc 为蒸汽Schmidts数,X 为摩尔分数,M 为摩

尔质量,P 为饱和蒸汽压力,R 为气体常数,其他符

号同上。

3.2.6 乳化

  溢油在水流紊动作用下油膜的影响逐渐增大,逐
渐被紊动能量撕裂成油滴,形成水包油的粒子,从而

形成一种油水相交乳化物。油膜乳化可用油膜含水

率来表示,其计算式为[7]

  Yw =
1
KB
(1-e

-KAKB(1+Uwind)
2

t)KA , (5)

其中,KB =1/YWF,YWF 为油膜最终含水率,Yw 为乳

化物的含水量,KA 为经验参数,取值约为4.5×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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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7 溶解

  溢油的溶解主要发生在低碳轻质油组分,溶解量

通常很小,其溶解率用下式表示[18]:

  
dVds

dt =Ks·Cds·X·M
ρ
·Aoil , (6)

式中,dVds

dt
为油膜溶解速率,Ks为油膜溶解系数,取

值约为2.36×10-6e,其他符号含义同上。

4 钦州湾海上溢油扩散应用案例

4.1 溢油工况设计及参数选取

  溢油时间选择涨潮和落潮时两个时刻。地点选

择钦州港附近海域,溢油事故通常发生于港口航道等

航运较繁忙区域。溢油量根据《船舶油污染事故等级

标准》中重大溢油事故的划分标准,取为10
 

t,并假设

为瞬时溢出。气象条件根据钦州龙门站历史统计资

料,选择年平均风速5
 

m/s,风向为常方向N向。横

向扩散系数取0.10
 

m/s2,纵向扩散系数取0.25
 

m/s2。模拟时长设为24
 

h,并假定油膜最终扩展厚

度为0.01
 

mm[19]。各溢油计算工况及参数如表1所

示,根据上述模型及参数,对钦州湾海上溢油漂移扩

散进行模拟。

表1 模型参数设定

Table
 

1 Model
 

parameter
 

setting

项目Item 参数设定Parameter
 

setting 项目Item 参数 设 定 Parameter
 

set-
ting

溢油量Spill
 

volume 10
 

t 风向 Wind
 

direction N、E、S、W、静风
N,E,S,W,static

 

wind

溢油位置Oil
 

spill
 

location 108°37'40″,21°41'45″, 风速 Wind
 

velocity 5
 

m/s

溢油时刻Oil
 

spill
 

time 涨潮、落潮Flood
 

tide,ebb
 

tide 气温Air
 

temperature 25℃

溢油方式Oil
 

spill
 

way 瞬时Instantaneous 水温 Water
 

temperature 25℃

最终扩展厚度
Final

 

extended
 

thickness 0.01
 

mm 纵向扩散系数
Longitudinal

 

dispersion
 

coefficient 0.25
 

m/s2

模拟时长Simulation
 

duration 24
 

h 横向扩散系数
Transverse

 

dispersion
 

coefficient 0.10
 

m/s2

4.2 溢油轨迹分析

  静风情况下,当涨潮时刻发生溢油时,北向涨潮

流控制溢油运动,油膜随着潮流向西北偏北方向移

动,由钦州湾湾颈中部进入茅尾海。涨潮期间,钦州

湾湾颈中部流速较大,油膜漂移至龙门附近时移动速

度可超过0.5
 

m/s,进入茅尾海后潮流运动减弱,油
膜漂移速度随之下降,约为0.2~0.3

 

m/s。由于“油
粒子”漂移具有随机性的特点,多次计算发现油膜飘

移至钦州湾湾颈时还可能从七十二泾进入茅尾海,使
得七十二泾一带岛屿受不同程度的影响。整个计算

时段内,溢油向茅尾海方向漂移的距离可达17.5
 

km
之远。带潮流反转后,油膜基本沿涨潮的路径从钦州

湾湾颈中部退出茅尾海(图2)。

  当落潮时刻发生溢油时,油膜受南向潮流的影响

向钦州湾外湾方向移动,大致方向沿着深水航道,影
响区域主要为深水航道附近,其原因可能与航道处水

动力条件好,潮流流速大,有利于物质的输运有关。
一个落潮周期内,油膜可向钦州湾外湾方向漂移最远

距离约17.9
 

km,随后潮流涨潮时又从南向北移动

(图2)。

4.3 溢油扩散特征分析

  溢油进入水体后,油膜在潮流及自身重力的作用

下快速扩展,油膜面积扩散速度较快,油膜面积曲线

斜率较高,但此时油膜面积并不大。随着时间的推

移,油膜面积不断扩大,但油膜面积曲线斜率不断下

降,扩散速度越来越慢。当油膜扩散至一定面积,厚
度达到设定的下限(0.01

 

mm)后,油膜面积不再扩

大,此时,油膜面积曲线不再上升。

  相比于落潮时刻,涨潮时刻发生溢油时相同时间

内油膜扩散面积相对要小(表2),原因在于涨潮时溢

油发生后,油膜向茅尾海方向漂移,经过的七十二泾

区域海域面积较小,水流集中,不利于油膜扩散;进入

茅尾海后,海域面积扩大,水流分散,油膜扩散得以加

强,油膜扩散面积增加较快。落潮时发生溢油,油膜

扩散面积不断增大,且比涨潮时稍大(表2),这与溢

油发生时油膜向更开阔的海域移动,更有利于扩散有

关。扫海面积表现为开始时落潮大于涨潮,随着时间

推移,逐渐变为涨潮大于落潮(表2),原因在于涨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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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发生溢油,油膜经过的七十二泾油膜面积较小,扫
海面积并不大,进入茅尾海后,油膜面积扩展加强,从
而扫海面积增加比较明显;而落潮时发生溢油,虽然

油膜扩散面积较大,到移动路径基本沿着深水航道,
所以后期扫海面积并没有涨潮时大。

图2 不同时刻溢油漂移轨迹

Fig.2 Drift
 

track
 

of
 

spilled
 

oil
 

at
 

different
 

time

表2 不同时刻溢油扩散计算结果

Table
 

2 Computational
 

results
 

of
 

diffusion
 

of
 

spilled
 

oil
 

at
 

dif-
ferent

 

time

潮况
Tide

 

condition

扩散面积

Diffusion
 

area
 

(km2)
扫海面积

Sweeping
 

area
 

(km2)

6
 

h 12
 

h 18
 

h 24
 

h 6
 

h 12
 

h 18
 

h 24
 

h

涨潮
Flood

 

tide 2.88 3.92 6.87 9.64 8.58 22.3962.4770.46

落潮
Ebb

 

tide 3.52 4.81 7.76 10.2410.5219.3637.6955.85

4.4 风对溢油漂移扩散的影响

  有风情况下,油膜进入水体后,其漂移路径、扩散

特征受潮流及风的共同影响。风作用对钦州湾溢油

漂移扩散有显著的影响,不同风向下的油膜漂移方

向、影响区域有明显的区别(图3)。N风情况下,溢
油将沿着钦州湾颈中部进入茅尾海,受西北潮流及北

风的影响,溢油几乎没有触及七十二泾一带的岛屿;

E风情况下,油膜受风的影响表现得尤为明显,东风

推动下,油膜明显偏向西向移动,影响至龙门一带海

域及岸线;S风情况下,溢油受南风和西北向流的影

响,移动路径更偏向北向,使得七十二泾一带的岛屿

受到明显的影响,同时,因为有南风的作用,进入茅尾

海后,油膜移动更偏向茅尾海东部。W 风作用下,油
膜几乎紧贴钦州港附近岸线移动,进入七十二泾东部

区域,受岸线影响明显,油膜移动距离很短,影响面积

较小。

  可见,风对溢油的影响通常比较显著,一般5
 

m/

s左右的风即可对油膜漂移扩散产生明显的影响。
风对溢油的影响主要通过表面风生流的形式出现。
在风力的作用下,表层水受风摩擦的影响产生一定的

水流动,而这部分的风生流将带动漂浮于水面的薄油

运动,从而对溢油结果产生显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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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不同风向下涨潮时24
 

h溢油影响范围

Fig.3 Influence
 

scope
 

of
 

spilled
 

oil
 

affected
 

by
 

different
 

wind
 

direction
 

at
 

flood
 

tide
 

within
 

24
 

h

5 结论

  本研究利用计算机代码,结合 Windows可操作

界面,构建广西近海海上溢油应急预报系统。系统自

带了风漂移系数、溢油扩展系数、质量转移系数等经

验参数,同时允许设定溢油时间、溢油量等自定义参

数,简化计算的同时,保证了一定的计算精度。通过

预先计算的水动力模型计算结果作为背景场,驱动溢

油模型计算溢油漂移扩散过程。以钦州湾为例,涨潮

时刻发生溢油时,溢油将向西北偏北方向移动,由钦

州湾湾颈中部进入茅尾海;而落潮时刻发生溢油时,
溢油主要沿着深水航道向钦州湾外湾方向移动。溢

油在进入水体后,同时进行扩展及漂移过程。涨潮时

刻发生溢油时,受钦州湾湾颈水流集中影响,油膜扩

散面积相对较小,进入茅尾海后则明显增加。涨潮时

发生溢油,扫海面积相对落潮时先小后大,主要原因

在于涨潮时溢油开始阶段油膜面积较小,进入茅尾海

后油膜面积增加较快,且进出茅尾海油膜移动路径少

有重合。风对钦州湾溢油漂移扩散结果有显著的影

响,不同风向下油膜漂移方向、影响区域有明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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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别。

  系统计算结果基本能反映溢油进入水体后的漂

移扩散特征。系统具有方便、准确以及良好的人机互

交等特点,可为广西近海海上溢油事故防范、预警预

测、应急处理、生态环境损害评估等提供科学依据,也
可以为广西近海海上溢油应急预警预测提供技术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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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y
 

surveys
 

show
 

that
 

the
 

sediment
 

concentration
 

in
 

the
 

estuary
 

during
 

the
 

nonstorm
 

period
 

is
 

small,
 

the
 

dynamic
 

of
 

tidal
 

current
 

is
 

not
 

strong,
 

and
 

the
 

velocity
 

of
 

residual
 

current
 

does
 

not
 

exceed
 

10
 

cm/s.
 

The
 

di-
rection

 

of
 

normal
 

wave
 

and
 

strong
 

wave
 

are
 

both
 

southward
 

waves
 

during
 

normal
 

season
 

and
 

wet
 

season,
 

which
 

have
 

adverse
 

effects
 

on
 

the
 

shoals
 

of
 

our
 

side
 

of
 

the
 

estuary.
 

Storm
 

surge
 

is
 

beneficial
 

to
 

the
 

deposition
 

on
 

the
 

west
 

side
 

of
 

the
 

estuary
 

and
 

erosion
 

on
 

the
 

east
 

side
 

of
 

the
 

estuary.
 

In
 

terms
 

of
 

human
 

disturbance,
 

due
 

to
 

the
 

construction
 

of
 

a
 

large
 

number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reclamation
 

projects,
 

dyke
 

building
 

and
 

island
 

linking
 

projects
 

on
 

the
 

Vietnamese
 

side,
 

the
 

current
 

direction
 

of
 

the
 

estuary
 

has
 

been
 

partially
 

changed,
 

especially
 

in
 

the
 

west
 

of
 

Zhushan
 

Port,
 

the
 

deep
 

waterline
 

of
 

the
 

main
 

waterway
 

is
 

biased
 

towards
 

China,
 

which
 

cannot
 

be
 

reversed
 

in
 

a
 

short
 

time.
 

Meanwhile,
 

the
 

erosion
 

of
 

river
 

channel
 

and
 

beach
 

on
 

our
 

side
 

is
 

aggravated
 

by
 

the
 

decrease
 

of
 

incoming
 

water
 

and
 

sand,
 

artificial
 

sand
 

mining
 

and
 

mangrove
 

deforesta-
tion.

 

Maintaining
 

the
 

stability
 

of
 

the
 

tidal
 

inlet
 

at
 

Beilun
 

Estuary
 

is
 

a
 

common
 

choice
 

for
 

winwin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Vietnam.
Key

 

words:Beilun
 

Estuary,
 

tidal
 

inlet,
 

stability,
 

human
 

activity,
 

natural
 

factor

责任编辑:符支宏

(上接第682页Continued
 

from
 

page
 

682)

Development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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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ang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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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ill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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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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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xin,ZHU
 

Donglin,CHEN
 

Bo
(Guangxi

 

K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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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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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vironmental
 

Science,Guangxi
 

Beib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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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Center,
 

Guangxi
 

Academy
 

of
 

Sciences,Nanning,Guangxi,530007,China)

Abstract:
 

At
 

present,
 

the
 

calculation
 

of
 

drift
 

and
 

diffusion
 

of
 

offshore
 

oil
 

spills
 

is
 

complicated,
 

and
 

it
 

is
 

not
 

suitable
 

for
 

the
 

application
 

of
 

emergency
 

treatment.
 

In
 

order
 

to
 

solve
 

this
 

problem,
 

based
 

on
 

the
 

mathemati-
cal

 

model
 

and
 

Windows
 

operational
 

interface,
 

an
 

offshore
 

oil
 

spill
 

emergency
 

forecasting
 

system
 

in
 

Guangxi
 

is
 

constructed
 

and
 

applied
 

to
 

Qinzhou
 

Bay
 

as
 

an
 

example.
 

The
 

results
 

show
 

that
 

when
 

oil
 

spills
 

occur
 

at
 

the
 

time
 

of
 

flood
 

tide
 

and
 

ebb
 

tide,
 

the
 

drift
 

distances
 

of
 

oil
 

film
 

toward
 

Maowei
 

Sea
 

and
 

outer
 

bay
 

of
 

Qinzhou
 

Bay
 

are
 

about
 

17.5
 

km
 

and
 

17.9
 

km,
 

respectively.
 

The
 

area
 

of
 

oil
 

spill
 

film
 

diffusion
 

in
 

flood
 

tide
 

is
 

smaller
 

than
 

that
 

in
 

ebb
 

tide.
 

The
 

sweeping
 

area
 

in
 

flood
 

tide
 

is
 

smaller
 

first
 

and
 

then
 

larger
 

than
 

diffusion
 

area
 

in
 

ebb
 

tide.
 

Wind
 

has
 

a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the
 

results
 

of
 

oil
 

spill
 

drift
 

and
 

diffusion,
 

and
 

there
 

are
 

obvious
 

differences
 

in
 

the
 

direction
 

and
 

area
 

of
 

oil
 

film
 

drift
 

under
 

different
 

wind
 

directions.
 

The
 

system
 

has
 

the
 

char-
acteristics

 

of
 

convenience,
 

accuracy
 

and
 

good
 

operation
 

interface.
 

It
 

can
 

provide
 

scientific
 

basis
 

for
 

the
 

pre-
vention

 

of
 

offshore
 

oil
 

spill
 

accidents,
 

early
 

warning
 

and
 

prediction,
 

emergency
 

treatment
 

and
 

assessment
 

of
 

damage
 

to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n
 

Guangxi.
Key

 

words:Guangxi
 

offshore,marine
 

oil
 

spill,oil
 

spill
 

model,drift
 

diffusion,emergency
 

predi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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