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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AA的 G NOM E溢油模型在湄洲湾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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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湄洲湾试用GNOME溢油模型模拟溢油扩散．先用EFDC建立潮流场，并选用主导风形成常 

风场，一并输入 GNOME建立起溢油模型，模拟涨、落潮过程叠加不同风况下敏感海域的溢油扩散． 

模拟结果：初始溢油量为 100 t，扩散到第6小时，8种不同条件下挥发油量都为 7．7 t，附岸和漂浮 

油量和为92．3 t，其中漂浮油量为6．4～92．0 t，相应附岸油量为85．9～0．3 t；溢油扩散最大范围为 

1．3～30．0 km ，90％置信 区间为 2．0～56．0 km ，最大距 离为 1．2～14．6 km；与前人模拟溢油扩散 

结果相比基本一致．经分析，溢油扩散主要受3个方面影响：(1)岸线走向：当岸线靠近油膜漂移的 

路线时，大量油膜附着在岸上，扩散范围较小；(2)风况与流场关系：如果两者方向一致，油膜会扩散 

较远；(3)风区长度：风区越长，油膜扩散范围越大．总之，建立GNOME溢油模型较好地模拟了溢油 

扩散趋势，对溢油应急响应具有参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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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全球化带来的石油工业、交通运输业的 

发展，石油开采、炼制和水上运输量的逐年增加，每年 

都有相当数量的石油由于突发事件进入海洋．石油人 

海后对海洋环境带来的严重污染，对海洋生物资源、 

渔业、海岸环境和人类自身都会造成严重危害．溢油 

污染已成为全球重大的环境问题和社会问题． 

石油进入海洋后，在海上将经历扩散、蒸发、溶 

解、乳化、氧化、降解、生解等十分复杂的变化过程． 

欧美等国家从20世纪60年代就开始对海上溢油进 

行预测研究，至今已建立了很多模型。。。J．目前，国 

内外研究者使用较多的是跟踪粒子流的方法：将整 

个溢油团看作若干个体积很小的“油质点”组成，利 

用油质点群的扩展、漂移过程模拟溢油油膜的扩展 

和漂移 J．而为溢油应急决策支持的需要，许多发 

达海洋国家在计算机技术和地理信息系统技术的基 

础上利用溢油模型建立了溢油预报系统，如美国 

ASA的 OILMAP模型、英国的 OSIS模型、挪威的 

OSCAR模 型、美 国大气 海洋局 的 GNOME模 型 

等 ． 

我国溢油预测模型多属于改进型．如赵文谦等 

(1990、1992)的溢油行为预测组合模型_j 4。，娄安刚 

等(1994)的海面溢油轨迹的分析预报模型等 ．国 

家海洋局海洋环保所与比利时北海数学模型管理署 

合作，建立了辽河油田浅海开发区“溢油行为可视 

系统 OILSYS”[61．大连海事大学的殷佩海等(1996) 

研制的“大连地区海上溢油应急反应专家系统” ． 

熊德琪(2002)在国外先进的溢油应急信息系统基 

础上开发了“大连海域溢油模拟信息系统” ．俞济 

清等(2002)在 OILMAP基础上，结合自己开发的舟 

山港风场软件和舟山港水动力模型，对中国舟山港 

的溢油扩散进行了预报 J．国家海洋局第三海洋研 

究所的汤军健等(2002)建立的溢油模型对湄洲湾 

溢油进行了预测 ⋯̈． 

然而，大部分溢油模型，往往缺乏便捷的操作界 

面或使用手册，通常也只能供数值模式开发者做最 

有效的应用；而绝大部分成熟的溢油软件，往往费用 

昂贵⋯J．本研究拟用的 GNOME模型是免费的溢油
～  

软件，有友好的用户界面，前后处理比较方便 ，模拟 

速度快，采用目前国际上常用的欧拉-拉格朗日油粒 

子法，模拟效果较好，已广泛应用于美国的溢油预 

测．而在国内该软件还鲜有使用，目前国内只有陈家 

兴等(2010)利用GNOME模型在内河水域进行了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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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模拟。。 ；台湾的陈志朋(2004)对 GNOME模型进 

行了较详细的介绍⋯ ；陈筱华(2009)利用 GNOME 

模型进行了桃园外海漏油扩散研究，以甄别溢油事 

故责任人  ̈．基于以上原因，本研究选用 GNOME 

模型，以湄洲湾作为试验海区，来验证该模型在中国 

近海的适用性． 

1 研究方法与内容 

1．1 GNoME模型简介 

GNOME模型是由美国国家海洋与大气局(NO— 

AA)反应和恢复办公室(OR&R)紧急反应部(ERD) 

开发的溢油模 型软件，可从如下 网址 http：／／re— 

sponse．restoration．noaa．gov／software／gnome／gnome． 

html免费下载． 

1．1．1 基本功能 GNOME模型是从 20世纪 70 

年代 NOAA开发的现场溢油模型(OSSM)演化而来 

的．它利用风向、风力、洋流、潮水 、溢油量和溢油性 

质等资料来模拟溢油的扩散． 

GNOME模型既可以模拟风、洋流及其他因素 

的变化造成的溢油扩散和漂移(最佳推测)，也可以 

模拟洋流和风观测、预报中出现的不确定性造成的 

溢油扩散轨迹的分布，并估计其分布的90％置信区 

间，从而估计潜在的威胁 14]．GNOME模型使用简单 

化的三相蒸发算法计算几种不同油的挥发性 ，可以 

设置柴油、汽油、煤油／喷气发动机燃料、4 燃料油、 

6 燃料油、中质原油和无风化油等7种． 

1．1．2 基本原理 GNOME模型采用标准欧拉一拉 

格朗日法模拟油粒子的漂移扩散 ，在物理区域模 

拟的欧拉(连续)流场内，用拉格朗 日法追踪溢油粒 

子漂移．其方程为： 
— — } rto+ ￡ —  

s=5o+I r0( (to)，Y(to)，to)dt (1) 
， tO 

式中：s。为t。时刻的油膜初始位置，经过时间步长 

△￡后漂移到新位置 S；ro为 t 时刻的油膜漂移速 

度，它是空间和时间的函数；而油膜初始位置不一定 

在潮流场模型网格节点上，其速度用其周围的网格 

节点速度内插而得． 

而在空间每个网格的节点速度在某时刻为： 
— — + ——+ — } 

V= + (2) 

式中： 为 t时刻该节点上的潮流速度； ，为 

GNOME模型采用的简单的线性风生流， 为 t时 

刻节点上的风速， 为经验系数． 

1．1．3 GNOME模型的优点 (1)可读取各种网格 

的流场数据，应用性较广．GNOME模型是与网格无 

关的溢油轨迹模型，它本身不模拟流场，但可以基本 

读取所有的直角网格、正交曲线网格和三角形网格 

的流场数据．GNOME模型可以使用时间序列的风 

数据文件 ，或者直角网格模型的风场．在读取风场和 

流场数据后，模拟速度快 ，故应用性较广．本研究采 

用 EFDC模型为 GNOME模型提供潮流场，EFDC模 

型具体介绍见下节．(2)模拟结果后处理方便． 

GNOME模型可输出油粒子扩散的图片和动画，并 

可估计出某时刻的附岸、漂浮、蒸发、分解等不同状 

态的溢油量；目前最新版本可以溯源模拟，推i见 神 

秘”溢油的最初发生点，以排查溢油肇事人的嫌疑 

者；可利用其后处理 GNOME Analyst软件把油粒子 

扩散范围生成油膜扩散浓度等值线图；还可以将运 

行得到 的轨迹动态变化 图输 出至 GIS软件 (如 

MOSS、ARC／INFO和 Arcview等)进行查看、修改， 

或者与已有的电子地图(包括栖息地 、港口、湿地 、 

取水口等敏感位点信息)整合．(3)可进行实时溢油 

预测，指导溢油应急反应．在具备精确的海区电子地 

图情况下，配合准确、实时的现场溢油、风况、洋流数 

据(包括现场取样、卫星、航拍资料)，在诊断模式中 

修改相应参数，使其与实际情况相符合，可将其应用 

． ． 于实时溢油预测，并对溢油应急反应进行指导．(4)可 

建立溢油地理信息档案．NOAA在船运密集的海区， 

建立了许多地理信息档案支持美国海岸防护海洋安 

全办公室的工作；每个地理信息档案包含了实际海 
。 

区的潮、流、岸线等基础信息，GNOME模型可以在 

标准模式下使用地理信息档案包含的信息进行该区 

域溢油轨迹的简单预测．NOAA已建立了几十个地 

理信息档案，主要分布在美国周围的北冰洋区、大西 

洋区、墨西哥湾区和太平洋区四个区域，以及波斯湾 

和阿拉伯湾区．但是由于地理信息档案只是包含了 
一 般的气象水文信息，而没包含具体时间的相关信 

息 ，不能进行实际的预测．在真实的溢油过程 中， 

NOAA反应组在诊断模式下使用 GNOME模型，输 

入实时潮汐、流、风等数据，进行溢油轨迹预测． 

1．2 EFDC模型简介 

EFDC模型是 由美国弗吉尼亚海洋研究所的 

Hamfick等根据多个数学模型集成开发研制的综合 

模型  ̈’ ．它是一个多任务、高集成的环境流体动 

力学模块式计算程序包，用于模拟水系统一维、二维 

和三维流场、物质输送(包括温 、盐、非粘性和粘性 

泥沙的输送)、生态过程及淡水人流．其模拟范围为 

河口、河流、湖?白、水库、湿地及 自近岸到陆架的海 

域，可以同时考虑风、浪 、潮、径流的影响，并可同步 

布设水工建筑物．本模型原理和很多计算方法与广 

泛应用的Blumberg—Mellor模型、美国陆军工程兵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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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Chesapeake Bay模型相同；在水平向采用 、Y正 

交曲线坐标系，垂向采用 坐标系，基本方程简要 

介绍如下，动量方程为： 

a (mHu)+a (m Huu)+a (m Hvu)+ 

a；(mwu)一(， +vO m 一 a m )Hv= 

一 m HO (g +P)一m (Oxh—zO )Oxp+ 

a (mH—A a tt)+Q (3) 

a (mHv)+a (m Huv)+a (m Hvv)+a (mwv)一 

(， + a m 一uO m )Hu =一m a (g +P)一 

m (Oyh—zO H)a +a；(mH～A 0 “)+Q (4) 

=一gH(p—P0)po =一gHb (5) 

连续性方程为： 

a (， )+a (m 月 )+a (m 日 )+ (mw)=0 

(6) 
rI rI 

a ( )+a (m Hf udz)+a (m Hf vdz)=0(7) 

式中：U为正交曲线坐标系下 方向的水平速度分 

量； 为正交曲线坐标系下 Y方向的水平速度分量； 

m 、m 均为水平坐标变换因子，且 m=m m ；W为坐 

标变换后 z方向的速度；H为水深，H=h + ， 为 

瞬时水位，h为平均海平面到海底的距离；p为实际 

压力，p。为参考密度 为科氏力参数；g为重力加速 

度；b为浮力； 为垂向涡粘系数；Q 和Q 分别为水 

平方向和垂直方向动量方程的源汇项． 

该模型采用由Mellor和 Yamada(1982)提出并 

由 Galperin等 (1988)后来改进 的二阶湍封 闭模 

型 ，求得垂向涡粘系数 4 和涡动扩散系数 ． 

表达式如下： 

A =ql=0．4(1+36R ) (1+6R )_。(1+8R )ql 

(8) 

A6= 6ql：0．5(1+36R。)～qZ (9) 

R ： g
—

H O~b 12 (10) 

q it／ 

式中：4 为垂向涡粘系数，q为紊动强度，Z为紊动 

长度，A 为涡动扩散系数，尺。为 Richardson数，咖 

和 是稳定函数以分别确定稳定和非稳定垂向密 

度分层环境的垂直混合或输运的增减． 

1．3 湄洲湾作为GNOME溢油模型试验海区的选择 

根据《福建省湄洲湾石化基地发展规划 (2006 
～ 2020)》 ，将以湄洲湾南岸的泉港石化区为龙 

头，带动泉惠石化区和湄洲湾北岸的东吴石化区 

(图1)共同发展，把湄洲湾建设成为国家级石化产 

业基地，使其成为国家规划新建的六大石化基地之 
一

． 而相应的液体化工原油码头主要位于肖厝和斗 

尾 ，其中斗尾港区已建青兰山3×10 t级原油泊位， 

通过海底输油管道把原油输送到 肖厝港区，而 肖厝 

港区已建成 1×10。t级原油及成品油码头．因此可 

以预料，随着石化基地、码头和输油管线的建设，湄 

洲湾内来往运输石油船舶会越来越多，船舶碰撞溢 

油风险和输油管道漏油概率会不断增大．如果发生 

溢油事件，必然会对湄洲湾海洋生态环境造成严重 

影响．而湄洲湾存在一些较大的敏感生态环境 目标， 

如湄洲岛生态保护区、山腰盐场和湾顶的养殖区等， 

故本研究选择湄洲湾作为试验 GNOME模型的海 

区，进行事故发生后的溢油扩散模拟试验． 

1．4 湄洲湾溢油模型的建立 

1．4．1 模型的建立 本研究利用美国环保署推荐 

的水动力模型 EFDC，建立湄洲湾的潮流场；在进行 

潮位和潮流验证满足规范要求后 ，转换成 GNOME 

模型需要的潮流场．风况对溢油的影响也很大，本模 

型取常风场，选择常年主导风向东北风和夏季主导 

风向西南风，风速取其平均风速，东北风风速为7．3 

m／s，西南风风速为 4．6 m／s．把得到的潮流场和风 

场导人 GNOME模型后，建立起湄洲湾 GNOME溢 

油模型． 

1．4．2 溢油模型的参数设置 流场扩散不确定比 

例：平行流向的比例为 30％，垂直流向的比例为 

10％；油污扩散系数为l×10 In ／s[23j；风场不确定 

量：风速大小为 1 m／s，角度为 10。；附岸油膜半再漂 

浮期(refloat half life)取为30 rain，表示 30 min后粘 

附到岸上的油粒子的一半再次漂浮到水中 ；溢油 

位置的设置：溢油位置设在 肖厝液体化工码头前沿 

和斗尾液体化工码头前沿(图 1)；溢油类型：本研究 

假设是石化原油船舶溢油，选用中质原油，溢油吨数 

为 100 t． 

2 模拟结果与分析 

2．1 模拟结果 

由于湄洲湾为正规半 13潮 ，为了模拟涨落潮 

溢油扩散的最大范围，本研究模拟了东北风和西 

南风风况下在高潮和低潮时刻分别在肖厝、斗尾 

液体化工码头前沿发生溢油事件 ，共 8种情况下 

第 6小时的溢油扩散范围．扩散范围的最大面积 

和距离见表 1，而不同条件下溢油第 6小时附岸 、 

漂浮和蒸发分解等不同状态的溢油量见表 2．溢油 

初始总量为 100 t，根据质量守恒定律溢油总质量 

在扩散过程一直维持不变；但由于GNOME模型油 

挥发性算法比较简单，而本研究油性质不变和溢 

油经历扩散时间相同，则每种情况下的挥发溢油 

量相同，均为 7．7 t；则剩余附岸和漂浮 2种状态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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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量总和为92．3 t，只是随着油膜附着到岸和再悬 互变化．简单描述如下： 

浮进人海中的过程的进行，2种状态油膜量不断相 

图 1 湄洲湾区位及石化基地、液体化工码头及其他主要敏感目标 

Fig．1 Geographic position of Meizhou Bay，China，and the petroleum bases， 

liquid chemical docks，and main sensitive objects 

肖厝液体化工码头前沿溢油情况：东北风低潮 

溢油时，由于东北风与涨潮流向基本相反，油膜很难 

飘向湾内，大部分油膜被风吹到肖厝液体化工码头 

附近岸上，达 85．9 t，扩散范围很小约为 1．3 km ，影 

响距离最小约为 1．2 km，局限在溢油点附近海域 

(图2a、表 1)．东北风高潮溢油时，由于东北风与落 

潮流向基本相同，故溢油往南漂移范围较大，但由于 

地形的走向，东北风会把很大一部分油膜吹到峰尾 

附近岸上，达43．9 t，略小于漂浮的溢油量，扩散范 

围较大约为21．2 km ，会影响到峰尾以南海域(图 

2b、表 1)．西南风低潮溢油时，由于西南风与涨潮流 

向基本相同，与图2a相比，溢油可以往湾内漂移较 

远到达湄洲湾湾顶海域，但由于岸线影响西南风会 

把很大一部分油膜吹到秀屿附近岸上，不过扩散范 

围仍较大，约为l6．7 km (图2c、表1)．西南风高潮 

溢油时，由于西南风与落潮流向基本相反，西南风的 

顶托作用使油膜不容易到达峰尾附近岸上，油膜反 

而有向东吴漂移的趋势，但由于距离东吴较远，附在 

岸上油膜很少，大部分仍漂浮在海中，影响范围最大 

约为23．0 km ，90％置信区间最大约为 37．4 km ， 

溢油扩散距离也最大达 12．0 km(图2d、表 1)． 

斗尾液体化工码头前沿溢油情况：东北风低潮 

溢油时，由于东北风有效风区较长，对表面流影响较 

大，使油膜在涨潮时基本沿着斗尾所在的东周半岛 

近岸向西南漂移，大部分油粒子浮在岸上，达 

79．1 t，扩散影响范围较小约为 8．2 km (图 3a、表 

1)．东北风高潮溢油时，由于东北风与落潮流向基 

本相同，溢油往西往南漂移，但由于地形的走向，东 

北风会把很大一部分油膜吹到斗尾以南的东周半岛 

沿岸上，达73．6 t，扩散范围达 l4．7 km (图3b、表 

1)．西南风低潮溢油时，这时西南风与涨潮流向基 

本相同，油膜往东北部漂移较远，接近 肖厝，整个溢 

油扩散范围呈东北西南走向，扩散范围较大约为 

24．3 km ，同时 90％置信区间也很大达 54．9 km ， 

扩散距离最大约为 14．6 km；而由于油膜漂移方向 

离岸较远，故绝大部分油膜都漂浮在水上，漂浮油膜 

量最大约为92．0 t(图3c、表 1)．西南风高潮溢油 

时，在西南风与落潮流合力的作用下，油膜先向湾外 

漂移，然后有向湄洲岛东北漂移的趋势，扩散范围最 

大约为 30．0 km ，90％置信区间也最大约为 56．0 

km ，绝大部分的油膜漂浮在水上，漂浮油膜量约为 

88．9 t(图3d、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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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不同条件下溢油第6小时不同状态的溢油量 

Tab．2 Predicted oil weight at 6 h after oil spill under different conditions 

图2 不同情况下肖厝海域溢油第6小时溢油油膜扩散范围分布 

Fig．2 Oil diffusion extent at 6 h after a Xiaocuo oil-．spill under different cond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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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不同情况下斗尾海域溢油第 6小时溢油油膜扩散范围分布 

Fig．3 Oil diffusion extent at 6 h after a Douwei oil—spill under different conditions 

另外，这里有必要对图2和图3中油膜扩散范 

围图简单说明，图中含量是利用 GNOME Analyst软 

件根据泰森多边形分析法。‘ 对油粒子扩散结果 

处理转化得到的，为相对含量．从油膜扩散范围图可 

以看出，中间含量最大，往外变小，图中虚线为油膜 

扩散的90％置信界限，范围最大，为可能的扩散范 

围． 

2．2 结果分析 

为了验证模拟结果，与汤军健等(2002)用拉格 

朗日法采用概率预测模式模拟的斗尾溢油扩散结果 

进行比较  ̈．汤军健等模拟的东北风下发生溢油， 

涨潮过程油膜全部进入山腰湾南部海域，落潮过程 

油膜主要集中向斗尾所在的东周半岛南岸扩展，这 

与本研究模拟的东北风下低潮时刻和高潮时刻溢油 

扩散范围(图3a、b)基本一致；而GNOME模型考虑 

了油膜附岸作用，大部分油粒子会附在岸上；但本研 

究模拟的落潮过程溢油往南扩散范围更大一些．汤 

军健等模拟的西南风发生溢油，认为油膜更易扩展 

开，溢油往东北可以扩散到接近峰尾和东吴海域；本 

研究模拟的扩散范围也类似于这种结果，而且往湾 

内和湾外扩散范围更大．只是由于模拟的方法和结 

果表现方法不一致，不便于完全比较 ，但是模拟溢油 

扩散的总趋势还是基本一致的． 

本研究与汤军健等的模拟结果不同的主要原因 

可能有：(1)GNOME模型模拟了潮流和风况等的不 

确定性造成的溢油扩散，并估计分布 90％置信区 

问，这可能会导致扩散范围较大；(2)GNOME模型 

考虑了油膜的附着到岸和再悬浮作用，这可能与实 

际比较相符合；(3)GNOME模型考虑了油的挥发 

性，本研究溢油类型选用中质原油；(4)一些参数设 

置不一致，如流场扩散不确定比例、油污扩散系数 

等． 

从以上模拟结果可以看出，溢油模拟的扩散范 

围可能主要与以下 3个因素关系比较密切：(1)岸 

边地形走向．如果岸线靠近油膜漂移的路线，就会有 

很多油膜浮在岸上，相应剩余漂浮在水中的溢油量 

较少，扩散范围和油膜浓度较小．(2)风况与流场作 

用关系．如果两者作用方向一致，油膜会漂移扩散较 

远；如果相反，会互相抵消一部分漂移能量，油膜漂 

移扩散较近．(3)有效风区长度越长的，风对油膜扩 

散范围影响也越大． 

3 结论 

(1)通过建立潮流场并采用常风场输入 

GNOME模型构建了湄洲湾 GNOME溢油预测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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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好地模拟了湄洲湾敏感海域溢油扩散范围．所模 

拟结果对制定溢油应急预案具有参考作用． 

(2)在发生溢油事故后，如果能得到实际溢油 

情况、实时风况资料 、潮流资料等实时边界条件，在 

输入本模型后，可以进行实际溢油扩散范围的预测， 

对实际溢油事故应急响应具有一定指导意义． 

(3)模拟采用长期统计的风资料，所模拟结果 

可能仅代表长期的平均意义下的结果，实际预测应 

根据实时风场的资料进行计算，或者通过建立风场 

模型提供风场边界． 

(4)由于缺乏实际的溢油扩散资料，很难进行 

溢油结果的真正验证，这里只是简单与其他人模拟 

的结果进行比较．如果能搜集到溢油扩散的航拍资 

料和卫片资料，可对本模型的结果进行较好的验证， 

使预测的结果更可信，对溢油事故应急反应更具有 

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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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O Dong—bo，Jl Hou—de，YANG Shun—liang，REN Yue—sen 

(Fujian Institute of Oceanography，Xiamen 361013，China) 

Abstract：The current study simulated the spread of an oil spill in Meizhou Bay
， China．using the GNOME com— 

puter program，an oil-spill trajectory model developed by the United States National Oceanic and Atmospheric Ad— 

ministration(NOAA)．Tidal current field modeled by the environmental fluid dynamics code(EFDC)and the c0n— 

stant wind field established by the annual dominant wind(NE，7．3 nr／s)and the summer dominant wind f SW
．  

4．6 m／s)were used as parameters for GNOME to develop a Meizhou Bay 0il—spill mode1． Some DarameteI_s used in— 

clude：the current uncertainty rate(30％ in the down—current direction and 10％ in the crosS-CUrrent directi0n)： 

diffusion coefficient(1×10 cm ／s)；the refloat half-life of the coast oil slick(30 min)：and wind uncertaintv 

(wind speed：1 m／s，wind direction：10。)．The sea areas adjacent to the Xiaocuo Petrochemical Port and Douwei 

Petrochemical Port were selected as the two initial oil—spill locations and 100 tons of medium crude were set as the 

initial spill to model the oil—spill diffusion process under different wind conditions during fl0od tide／ebb tide
． The 

model predicted that at 6 h of oil spreading，the evaporated and dispersed volume under different conditions was al
—  

ways 7．7 tons，and the beached and floating oil．spill volume was 92．3 tons in which the floating range was 6
． 4 ～ 

92．0 tons，and the amount beached was 85．9～0．3 tons．The maximum scatter extent was appIl0ximate1y 1
． 3～ 

30．0 km with a 90％ confidence of 2．0～56．0 km 
，
and the maximum scatter distance appr0ximately 1．2～14

．
6 

km．These predictions were highly similar to a previous study using a Lagrangian probability model of Meizhou Bav
．  

Analytically，the spreading and transport of the oil—spill is possibly related to three main factors： (1)the c0astline 

trend：if the coastline is near the oil spreading route
， there will be more oil particles stuck to the shore and 1ess oiX 

will float over the sea leading to less range of scatter；(2)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ind and current：if both are in 

the same direction，oil spill will spread farther；(3)the wind fetch length：longer wind fetches the farther the oil 

spill will scatter．In summary ，we successfully simulated oil—spill spreading for Meizhou Bay by setting up a GNOME 

model that will provide a useful reference fl0r establishing protocols for oil-spill crisis resD0nse
． 

Key words：marine environmentaI science；GNOME oil—spill model；modeling；oil diffusion；Meizh0u Ba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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