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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太平洋和南海热带气旋的气候特征分析

王东生　屈　雅

（国家气象中心，北京１０００８１）

提　要：对１９４９—２００５年共５７年西北太平洋上和南海中心风速≥８级的热带气旋

活动的若干特征进行了统计学分析，结果表明：５７年在西北太平洋和南海热带气旋年

平均发生频数为２７．４７个，登陆我国年平均数６．８９个，近１０年发生和登陆频数处于５７

年的低值区；７—９月是发生和登陆我国最多的月份，华南沿海是登陆最频繁的区域。

我国东北地区、华北、黄淮、江淮、江南、华南和西南地区东部均可出现ＴＣ暴雨，高频

区在东南沿海地区，中心在海南和广东东部沿海，次频中心位于广西沿海和福建东南

部沿海。此分析可为登陆热带气旋的暴雨预报提供气候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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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热带气旋（ＴＣ）是热带海洋上发生的强

烈天气系统。当其移近大陆或登陆后，会给

人类带来严重狂风、特大暴雨和风暴潮灾害。

我国是世界上 ＴＣ登陆最多、灾害最重的国

家之一。据近４年（１９９９—２００３）统计，我国

大陆平均每年因ＴＣ造成的经济损失达２４６

亿元，年平均死亡人数高达５７０人。如０６０４

号强热带风暴碧利斯（Ｂｉｌｉｓ）深入江西、湖南

和广西竟造成６１２人丧生、２０８人失踪，直接

经济损失２６６亿元。

多年来，国内外气象学者连续不断地对

热带气旋的结构、强度、路径、天气、灾害和气

候特征进行了很多研究［１６］，并取得了许多有

益成果。目前，全球气候研究热潮也推动了

热带气旋气候规律的研究。关于西北太平洋

热带气旋的气候特征也取得了一些新的结

果。陈敏等［７］对１９４９—１９９６年近５０年西北

太平洋热带气旋的气候特征进行了统计分

析，给出了热带气旋发生频数的年际变化、季

节分布、强度分布和路径类型。朱乾根等［８］

对１９４９—１９９６年登陆我国的 ＴＣ进行了统

计分析，发现了登陆 ＴＣ有５年左右的振荡

周期。但他们统计分析工作时间尚早，资料

年份较短。而近十几年来，由于人造地球卫

星和高速电子计算机技术的发展，热带气旋

探测资料的密度和精度以及预报准确率有了

显著提高。因此，在拥有更多更精确新资料

的基础上，对影响我国的热带气旋再进行统

计分析研究，以了解 ＴＣ的时空分布特征和

气候规律，这对于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和国家

经济建设有重大的意义。

本文利用中国气象局整编的《台风年鉴》

和《热带气旋年鉴》资料，用统计学方法统计

分析了１９４９—２００５年共５７年西北太平洋上

和南海热带气旋活动的若干特征。了解和认

识影响我国热带气旋的活动规律，做好预报

服务工作，以利于减灾和防灾。

１　西北太平洋和南海热带气旋的若干气候

特征

１１　热带气旋年际和月际分布特征

热带气旋中心最大风速达８级及以上定

义为一次热带气旋过程（以下简称 ＴＣ）。据

此，１９４９—２００５年５７年中，在西北太平洋和

南海 共 生 成 热 带 气 旋 １５６６ 个，年 平 均

２７．４７个；其中登陆我国有３９３个，年平均

６．８９个，占生成总数的２５．０９％。７１０２号风

暴（Ｗａｎｄａ）于１９７１年５月３日登陆海南乐

本—崖县沿海，成为登陆我国最早的ＴＣ，最晚

的是７４２７号ＴＣ（Ｉｒｍａ），于１９７４年１２月２日

登陆广东台山沿海。但移近我国近海的ＴＣ一

年四季均可出现，给沿海海区带来严重影响。

图１给出５７年西北太平洋和南海ＴＣ生

成频数和登陆频数。由图可见，每年在我国登

陆的ＴＣ与生成的成正相关，它们随时间变化

有５年左右的周期。从近１０年变化趋势来

看，ＴＣ生成和登陆处于５７年来的低值区，其

中除２００４年生成３０个ＴＣ高于多年平均值

（２７．４７个）外，其余９年均低于多年平均，最为

特殊的是１９９８年，仅生成１４个，是５７年极小

值，只有平均值一半。而１９９６—２０００年每年

登陆的ＴＣ也低于平均值（６．８９个），此后，登

陆ＴＣ开始增多，接近或超过多年平均值。

图１　１９４９—２００５年西北太平洋ＴＣ
生成频数和登陆频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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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１９４９—２００５年西北太平洋上每月生

成和登陆我国的ＴＣ（图２）可以看到，在西北

太平洋上全年每个月都有ＴＣ发生，其中７、

８、９、１０四个月为ＴＣ生成最多的月份，其中

８月份共生成３３４个，居５７年月ＴＣ发生总

数之首；１、２、３月发生最少，其中５７年２月只

发生１２个，较之最多的８月份是２月份的２７．

８

倍，表明西北太平洋和南海ＴＣ生成频数月际

图２　１９４９—２００５年西北太平洋每月ＴＣ生成

和登陆频数　　　　　　　　　

差异较大。

　　从图２中还可看出，１—４月份我国无登

陆气旋，７、８、９月份登陆我国的 ＴＣ分别为

１０７、１０２和１０１个，月总数相差不大，但占登

陆总数的７８．８％，揭示了７—９月份是ＴＣ登

陆最活跃的时段；登陆最少的为１２月份，５７

年仅２个。

１２　热带气旋登陆区域分布特征

１９４９—２００５年登陆我国沿海的 ＴＣ（包

括一个 ＴＣ多次登陆）为５６２次，年平均为

９．８５次。５７年登陆我国沿海不同区域的ＴＣ

频数如表１所示，从广西直至辽宁漫长的沿

海都有ＴＣ登陆，其中广东（包括香港、澳门）

是登陆气旋最多的地区，占总数的３３．８％，其

次是台湾、海南和福建，各占总数１８．５％、１６．

２％和１５．８％。由此可见，华南沿海地区是我

国登陆气旋最频繁的区域。

表１　１９４９—２００５年西北太平洋ＴＣ登陆我国沿海区域频数（单位：次）

登陆地点 广西 广东 海南 台湾 福建 浙江 上海 江苏 山东 辽宁 天津

登陆个数 ２２ １９０ ９１ １０４ ８９ ３５ ４ ４ １３ ９ １

２　热带气旋暴雨分布特征

以台风年鉴记录的ＴＣ影响时间、范围

以及全国基本站２４小时（０８时—０８时，下

同）降水资料为基础，普查了１９７１—２００３年

由热带气旋产生的强降水天数，经统计和分

析３３年的降水记录，得到ＴＣ降水时间分布

特征以及部分地区日降水量极值（表２）。

图３显示了１９７１—２００３年全国 ＴＣ日

降水量≥５０、≥１００和≥２００ｍｍ 总天数分

布。在图中，我国东北、华北、黄淮、江淮、江

南、华南以及西南地区东部都有 ＴＣ日降水

量≥５０ｍｍ，暴雨区覆盖了１９个省区和４个

直辖市（图３ａ），暴雨日数超过５０天的地区

分布在我国东南沿海，高频中心在海南省（８９

天）和广东东部沿海（８８天）；次频中心位于

广西南部沿海和福建东南部沿海，均超过５０

表２　部分省市ＴＣ日降水量极值

省（市） 地名 发生日期
２４小时降

水量／ｍｍ
影响ＴＣ编号

台湾 新寮 １９６７１０１７ １６７２ ６７１８号

河南 林庄 １９７５０８０７ １０６０ ７５０３号

江苏 响水 ２００００８３０ ７００ ００１２号

辽宁 黑沟 １９６２０８０７ ６５７ ６２０８号

海南 西沙 １９９５０９０６ ６３３ ９５１１号

湖北 都镇湾 １９７５０８０９ ６２９ ７５０３号

福建 风巢 １９５６０９１８ ５９３ ５６２６号

上海 圹桥 １９７７０８２１ ５９１ ７７０７号

浙江 市岭 １９５６０８０１ ５６４ ５６１２号

安徽 自来桥 １９７５０８１７ ５３９ ７５０４号

广西 北海 １９８１０７２４ ５０９ ８１０７号

江西 东乡 １９５３０８１７ ４９９ ５３１０号

北京市 枣树林 １９７２０７２７ ４７９ ７２０３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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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１９７１—２００３年 ＴＣ 降水 量 ≥

５０ｍｍ（ａ）、≥１００ｍｍ（ｂ）和≥

２００ｍｍ（ｃ）日数分布（单位：天

数）

天，浙江东部有４０天的弱中心。日降水量≥

１００ｍｍ的大暴雨日数分布（图３ｂ）有两个强

中心和一个弱中心，与日降水量≥５０ｍｍ的

分布状况几乎相同，只是中心值有差异；大暴

雨中心仍然在海南省（５５天）和广东东部沿

海（３６天），所不同的是在广西南部沿海（３７

天）有一个中心。日降水量≥１００ｍｍ日数分

布北界（１天），与日降水量≥５０ｍｍ日数北

界相比较，在长江以北地区两界近似，大暴雨

日界略偏东、偏南一点；而在西南地区东部，

它们差别显著，大暴雨日数只孤立出现在黔

西南和云东南，区域很小。日降水量 ≥

２００ｍｍ日数（图３ｃ）比上述两量级的降水日

数明显减小，但中心分布在浙江、广东、海南

和广西沿海地区，其中，西沙出现１４天，为最

多，广西北海和海南儋县分别出现１１天和

１０天，次多，广东深圳和浙江括苍山各出现８

天。该量级在内陆地区基本上为１天，并且

分布很零散，但江西庐山却为５天，与其特殊

地形特征密切相关。

图４、图５和图６分别为１９７１—２００３年

５—１０月每月 ＴＣ日降水量≥５０ｍｍ（ａ）、≥

１００ｍｍ（ｂ）和≥２００ｍｍ（ｃ）日数分布图。

５月份ＴＣ暴雨一般只波及到海南、广

东、广西、福建和浙江沿海地区，暴雨日数有

３个中心（图４ａ），分别在海南、广东东部沿海

和福建东南部沿海，中心值分别为４天、３天

和２天。在日雨量≥１００ｍｍ 日数图上（图

４ｂ），也有３个中心与暴雨区位置基本相同，

只是在海南的大暴雨中心日数比暴雨日多了

２天；广东东部沿海和福建东南部沿海均为２

天。日雨量≥２００ｍｍ区域零星分布在广西

南部沿海和海南南部沿海。

６月份，ＴＣ暴雨区明显扩大（图４ｄ），安

徽、江西、湖南、贵州、云南都可能出现ＴＣ暴

雨，但几率较小。３３年上述地区也仅是个别

站产生１～３天暴雨。高频中心主要在广东

东南部沿海，位于珠江口附近的阳江和上川

岛以及湛江均出现了１０天 ＴＣ暴雨。广西

南部沿海，海南大部也出现了６～９天暴雨。

日雨量≥１００ｍｍ的地区（图４ｅ）主要集中在

华南沿海，大值中心位于广东东部沿海、广西

南部沿海和海南达４～７天。同时，在浙江大

部、江西东北部也有１～２天。３３年中，日雨

量≥２００ｍｍ的特大暴雨西沙出现了４天，仅

出现一天的在雷州半岛、广西南部沿海和海

南北部，广东北部、福建东南部沿海以及江西

北部有个别站出现１天日雨量≥２００ｍ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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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１９４９—２００３年５月（ａ～ｃ）和６月（ｄ～ｆ）ＴＣ日降水量≥５０ｍｍ（ａ、ｄ）、≥１００ｍｍ

（ｂ、ｅ）和≥２００ｍｍ（ｃ、ｆ）降水日数分布（单位：天数）

特强暴雨。

７月份 ＴＣ暴雨区迅速向西向北扩展

（见图５）。江淮、黄淮、华北东部以及东北地

区都有ＴＣ暴雨出现。暴雨最大值位于广东

沿海，珠江口附近各有一个中心，其中北部中

心位于汕尾（２４天）和惠来（２１天）、南部中心

在上川岛（２１天）；另外，雷州半岛到广西南

部沿海也有一１５～１９天高值区。从日雨量

≥１００ｍｍ的日数分布图（图５ｂ）可见，长江

以北的河南、河北、山东、北京、辽宁、吉林和

黑龙江局地都有一天或两天大暴雨。南方地

区的最大中心位于广东东部沿海的珠江口附

近和广西北海地区，大暴雨日数都超过１０

天。日雨量≥２００ｍｍ的地点７月份比６月

份明显增多，河南、河北、浙江、江西、福建、辽

宁西部各有１～２站出现１天特强暴雨，其较

为集中的地区仍在广东、广西和海南，其中广

西南部沿海一些站日数达４～６天。

８月份是ＴＣ最活跃的月份，也是ＴＣ登

陆最多的月份，所以ＴＣ暴雨出现的频次高，

影响区域广，我国１９个省区和上海、重庆市

都有 ＴＣ 暴雨出现（见图５ｄ）。日雨量≥

５０ｍｍ的高频中心位于广东沿海，其中，广东

深圳、汕尾、海南琼中和广西涠州岛暴雨天数

为２９天、２７天、２７天和２２天，浙江东部也有

一１６～１８天的弱中心。安徽、江西和湖南大

部地区都有４～６天的暴雨。另外，山东半

岛、辽东半岛也有４～７天。该月日雨量≥

１００ｍｍＴＣ大暴雨覆盖区域最广（图５ｅ），超

过１０天的大暴雨日数三个中心依次在浙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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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１９４９—２００３年７月（ａ～ｃ）和８月（ｄ～ｆ）ＴＣ日降水量≥５０ｍｍ（ａ、ｄ）、≥１００ｍｍ

（ｂ、ｅ）和≥２００ｍｍ（ｃ、ｆ）降水日数分布（单位：天数）

闽东南和粤东北及粤东珠江口附近。另外，

山东半岛、山东与江苏交界处的沿海地区也

是大暴雨较多的地区。８月除沿海地区、河

南、湖北、安徽、江西和云南均出现１天日雨

量≥２００ｍｍ的特强ＴＣ暴雨外，其中庐山出

现了３天。但高频中心仍在华东和华南沿海

地区，其中以浙江东部５天为最大，这与８月

份副高脊线位置、ＴＣ登陆点偏北息息相关。

９月份与８月份相比，ＴＣ暴雨区明显向

东向南收缩（见图６ａ）。位于浙江东部沿海的

日雨量≥５０ｍｍ日数中心向北移，这可能与北

方南下的弱冷空气同ＴＣ在该地相遇有关；另

外，９月西行北上或转向ＴＣ较多，与影响地区

偏东也有关。位于珠江口附近的暴雨日中心

南移，与该月登陆ＴＣ位置偏南相一致。日雨

量≥１００ｍｍ日数也明显比８月份向东向南收

缩（图６ｂ），日雨量≥１００ｍｍ的中心主要在沿

海地区，位于浙江东部沿海、广东东部沿海和

海南，分别出现８天、９天和１２天；安徽南部、

江苏、山东半岛、辽东半岛以及吉林东部也有

１～３天的 ＴＣ大暴雨。超过两天日雨量≥

２００ｍｍ的地区主要在浙江东部沿海、广东东部

沿海和海南，海南岛最大出现５天。福建东部

沿海该月则未出现２００ｍｍ以上的特强暴雨。

　　１０月份 ＴＣ暴雨东退南压至江南东部

沿海和华南，两个中心位于广东东南部沿海

（１３天）和海南（１８天），在湖南中部有１天。

大暴雨地区则仅限于广东、广西东部和海南

以及浙江东部沿海、福建东部沿海，大值中心

出现在海南琼中（２３天），其它地区则在１０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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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１９４９—２００３年９月（ａ～ｃ）和１０月（ｄ～ｆ）ＴＣ日降水量≥５０ｍｍ（ａ、ｄ）、≥１００ｍｍ

（ｂ、ｅ）和≥２００ｍｍ（ｃ、ｆ）降水日数分布（单位：天数）

以下。日雨量≥２００ｍｍ的地区位于浙江、福

建、广东和海南的沿海地区，日数基本为１

天，东部沿海的局部地区２天。

４　热带气旋暴雨最大日雨量分布特征

因ＴＣ暴雨与环流背景、ＴＣ强度和地理

特征密切相关，故具有明显的地区特性。虽

然地区强降水之间无可比性，但可对我国

ＴＣ暴雨的分布特征有所了解和认识。

　　从１９７１年—２００３年ＴＣ最大日雨量分

布图可以看到（图７）：ＴＣ日雨量≥２００ｍｍ

的特强暴雨北起吉林，南到海南岛，西至云南

江城都有发生。日雨量≥３００ｍｍ的特大暴

雨仅出现在江南和华南局部地区，日雨量≥

４００ｍｍ的只出现在广东东部沿海、广西南部

沿海和海南岛；日雨量≥５００ｍｍ则更少，只

分布在广西沿海和西沙群岛。台湾省的新

寮、百新，河南省林庄曾出现日雨量≥１０００ｍｍ

图７　１９７１—２００３年ＴＣ暴雨最大日

雨量值分布图（单位：ｍ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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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极端值，因不是基本站故无记录。

５　小　结

通过对１９４９—２００５年西北太平洋上和

南海热带气旋的若干特征的统计分析，可得

到以下一些主要结果：

（１）１９４９—２００５年在西北太平洋上和

南海共生成热带气旋１５６６个，年平均２７．４７

个；登陆我国３９３个，年平均６．８９个，占生成

总数２５．０９％；近１０年ＴＣ生成和登陆处于

５７年的低值区。

（２）７—１０月是西北太平洋和南海热带

气旋生成最多的月份，８月份居首位；７—９月

登陆我国 ＴＣ 数接近，占登陆总数的７８．

８％，为最多；主要登陆在广东沿海地区，其次

是台湾、海南和福建。

（３）１９７１—２００３年热带气旋暴雨区覆

盖１９个省区和４个直辖市，高频区分布在我

国东南沿海，高频中心在海南和广东东部沿

海，次频中心位于广西沿海和福建东南部沿

海，均超过５０天。

参考文献

［１］　何立富，尹洁，陈涛，等．０５０９号ＴＣ“麦莎”的结构与

外围暴雨分布特征［Ｊ］．气象，２００６，３２（３）：９３１００．

［２］　梁建茵，陈子通，万齐林，等．热带气旋“黄蜂”登陆过

程诊断分析［Ｊ］．热带气象学报，２００３，１９（增刊）：４５５５．

［３］　钱燕珍，张寒．ＴＣ“森拉克”路径与预报难点分析［Ｊ］．

气象，２００４，３０（９）：１９２３．

［４］　陈联寿，孟智勇．我国热带气旋研究十年进展［Ｊ］．大

气科学，２００１，２５（３）：４２０４３２．

［５］　陈联寿，徐祥德，罗哲贤，等．热带气旋动力学引论

［Ｍ］．北京：气象出版社，２００２：２５２６．

［６］　李英，陈联寿．登陆热带气旋长久维持与迅速消亡的

大尺度对流特征［Ｊ］．气象学报，２００４，６２（２）：１６７

１７９．

［７］　陈敏，郑永光，陶祖钰．近５０ａ（１９４９—１９９６）西北太平

洋热带气旋气候特征的再分析［Ｊ］．热带气象学报，

１９９９，１５（１）：１０１６．

［８］　朱乾根，陈敏．西北太平洋登陆热带气旋统计特征．

第十二届全国 ＴＣ科学讨论会论会论文摘要文集

［Ｃ］．北京：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２００２：１５１７．

４７　　　　 　　　　　　　　　　　　 　气　　象　　 　　　　　　　　　 　　 　　　第３３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