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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８年西北太平洋热带气旋活动特征分析

王　瑾１　柯宗建２　江吉喜１

（１．国家卫星气象中心，北京１０００８１；２．国家气候中心）

提　要：对２００８年西北太平洋及我国南海热带气旋的活动特征进行总结，并从多方

面分析其成因。结果指出：２００８年西北太平洋热带气旋活动的主要特征为生成总数

少，源地集中，位置偏西；登陆数多、时间早；登陆地点偏南、时间集中等。其原因主要

在于：在热带气旋的多发期副热带高压面积偏大、强度偏强、西伸脊点异常偏西，且脊

线偏南，造成西北太平洋热带地区盛行偏东风，不利于热带扰动的生成和发展；同时，

也使得在其南侧生成的热带气旋易在偏东气流的引导下登陆我国南方。另外，季风

槽、垂直风切变、海表温度和热带辐合带上的对流活动等因子的异常分布都不利于热

带气旋在西北太平洋东部海域生成，直接导致这一年热带气旋生成总数明显偏少，源

地显著偏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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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热带气旋（ＴＣ）是影响我国的重要灾害

性天气系统之一，伴随登陆 ＴＣ而来的狂

风、暴雨、风暴潮往往给人民的生命财产带来

严重威胁。已有研究表明，ＴＣ的活动具有

季节、年际和年代际变化［１３］，这种变化不仅

表现在生成个数上，还表现在生成源地和路

径变化上，而ＴＣ活动的这种变化受到诸多

因素的影响，丁一汇等［４］从年际变化的角度

出发研究了西太平洋台风发生频率和副热带

高压、极涡、西风带、热带环流系统之间的关

系。孙秀荣等［５］研究发现在强夏季风年西北

太平洋地区ＴＣ频数偏多，弱夏季风年同期

ＴＣ频数异常偏少而后期趋于正常，正常夏

季风年ＴＣ频数基本正常。还有研究表明在

全球变暖的气候背景下，ＴＣ的生成、路径和

强度也在发生明显变化［６７］，可见研究ＴＣ发

生的气候规律，揭示影响其发生发展的各种

气候因子，对提高ＴＣ短期气候预测水平有

重要意义。２００８年西北太平洋和我国南海

ＴＣ的活动具有很多显著特征，本文对这些

特征进行了研究总结，并从天气气候学角度

对其成因作了分析和探讨，以期为ＴＣ的短

期气候预测提供一些有益思路。

１　资料

本文所用资料包括：（１）２００８年ＴＣ资料

为国家气象中心中央气象台实时业务资料；

（２）ＴＣ历史资料和副热带高压各项指数资料

来自国家气候中心气候系统诊断预测室；（３）

大气和海洋资料取自美国国家环境预报中心

（ＮＣＥＰ），其中海表温度从１８５４年１月至今，

分辨率为２．０°×２．０°；射出长波辐射（ＯＬＲ）从

１９７４年６月１日至２００９年２月２８日，分辨率

为２．５°×２．５°；其他资料的时间长度均为１９４８

年１月至今，分辨率为２．５°×２．５°。

２　概况及特征

２００８年西北太平洋（包括我国南海，下

同）共生成 ＴＣ（不包括热带低压，下同）２２

个，是自２００４年以来生成数连续偏少的第４

年（２００５—２００７年生成的 ＴＣ分别为２３、２４

和２５个），其中台风１１个、强热带风暴３个、

热带风暴８个。另外，南海有６个热带风暴

以上强度的ＴＣ生成。

２１　生成总数少，５月生成数显著偏多，７、

８、１０月明显偏少

　　全年西北太平洋共生成２２个ＴＣ，明显少

于常年平均（１９７１—２０００年平均，下同）２７个

（表１）。其中，５月生成４个，较平均值１．０３个

显著偏多；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７月仅生成

２个，明显少于同期的４．２６个。另外，８月和

１０月也分别比平均值少了１．６３个和２．９３个。

２２　生成源地集中，位置偏西

　　以中央气象台对ＴＣ开始编号时的位置

定为生成源地，与平均生成位置相比［８］，２００８

年ＴＣ生成源地相对集中，且位置偏西。除

南海生成６个ＴＣ外，菲律宾以东至关岛以

西洋面共生成１３个，关岛附近及其以东洋面

全年仅生成３个。也就是说，２００８年有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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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ＴＣ都是在１４０°Ｅ附近及其以西洋面上生

成的，较常年平均位置明显偏西。其中，１０°

～２０°Ｎ，１１０°～１３５°Ｅ是ＴＣ的多发地，共生

成１１个，占全年生成总数的一半。

表１　西北太平洋热带气旋生成月频数表

月份 １—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合计

２００８年 ０ １ ４ １ ２ ４ ５ １ ３ １ ２２

常年平均 ０．９４ ０．７３ １．０３ １．６７ ４．２６ ５．６３ ５．０７ ３．９３ ２．４７ １．３ ２７．０３

２３　登陆个数多，时间早

２００８年共有１０个ＴＣ登陆我国（表２），

约占全年生成数的４６％，比平均值２６％明显

偏多，登陆比例为有观测资料以来最高。且

初台登陆时间早，０８０１号ＴＣ“浣熊”４月１８

日登陆我国海南省文昌市，为新中国成立以

来登陆我国最早的台风，比历史最早记录

（１９７１年５月３日热带风暴在海南乐东登

陆）提前半个月，比常年第一个台风的平均登

陆时间６月２９日提早两个多月。

２４　登陆时间集中，地点偏南

在１０个登陆ＴＣ中，有８个的登陆时间

集中在７月１７日至１０月３日这两个半月，占

全年登陆数的８０％，其中，９月最多，为３个。

另外，从登陆地点来看，除了有４个ＴＣ登陆

台湾或福建外，其余６个都集中在华南地区

（气候均值为５个
［９］），并且全年没有在浙江及

其以北地区登陆的ＴＣ，登陆地点明显偏南。

广东省是本年度受ＴＣ影响最为严重的省份，

有５个在该省登陆（包括二次登陆）。

表２　登陆我国的热带气旋月频数表

月份 １—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合计

２００８年 ０ １ ０ １ ２ ２ ３ １ ０ ０ １０

常年平均 ０ ０ ０．１３ ０．７ １．９ １．８７ １．６３ ０．３ ０．１３ ０．０３ ７

３　成因分析

ＴＣ的生成和发展受诸多因素的影响，

下面从生成和登陆两方面对影响ＴＣ活动的

几个主要因子作详细分析。

３１　生成总数少、源地偏西的主要原因

３１１　副热带高压的活动特征

ＴＣ的生成和移动主要受其外围大型环

流场的影响，对于西北太平洋ＴＣ而言，与其

关系最为密切的是西北太平洋副热带高压

（简称副高，下同）。副高的位置和强度等特

征的演变对ＴＣ的生成、发展和移动都有重

要影响。一般副高强度偏弱、西伸脊点偏东、

脊线位置偏北，有利于ＴＣ的活动；反之，则

会抑制ＴＣ的生成和发展。

　　从图１副高各项指数的逐月变化可以看

出，与常年同期相比，２００８年副高的面积在

１—５月接近常年同期或偏小，其中３、４月明

显偏小，６—１１月面积较常年同期明显偏大

（图１ａ）；副高强度的月变化与其面积的月变

化基本一致，６月之前副高较常年同期偏弱，

之后以偏强为主要特征，尤其在秋季（９—１１

月）强度异常偏强（图１ｂ）；副高脊线位置在

上半年除了４月接近常年同期外，其余５个

月均较常年同期偏北，而下半年除了９月份

较常年同期偏北外，其余月份接近常年同期

或偏南，尤其是８月异常偏南，较气候值偏南

近６个纬距（图１ｃ）；副高的西伸脊点在２—６

月间明显偏东，７月接近常年同期，之后转为

较常年同期明显偏西（图１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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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西北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各项指数的逐月变化 （ａ）副高面积指数；（ｂ）副高强度指数；

（ｃ）副高脊线位置；（ｄ）副高西伸脊点；实线为２００８年，虚线为１９７１—２０００年平均

　　通过对副高各项指数的对比分析，发现

２００８年上半年副高呈强度偏弱、脊线位置偏

北、西伸脊点偏东的特点；而下半年（尤其是

７—１０月），副高整体表现为面积大、强度强、

脊线位置偏南、且西伸明显的特点。上述因

素导致２００８年在ＴＣ的多发期（７—１０月），

西北太平洋热带地区盛行偏东气流，不利于

ＴＣ的生成和发展，造成这一年ＴＣ的生成总

数明显偏少。

３１２　季风槽特征

季风槽是越赤道西风气流与东北信风所

形成的气旋切变区，它两侧气流的加强可以

增加低层的相对涡度，从而有利于 ＴＣ的生

成［１０］。同时，季风槽又与西北太平洋副高的

演变密切相关［１１］，每年７—１０月伴随副高的

西进北抬—东退南落，季风槽也相应的经历

从南到北推进，然后又南撤的过程（图２，粗

虚线）。而从其东西伸展来看，一般它会加强

东伸至１５０°Ｅ附近，这里基本上是宽广的洋

面，暖的海温加上活跃的对流活动，配合高层

是南亚高压反气旋环流东部的气流幅散区，

形成了有利于ＴＣ生成、发展的条件。可见

季风槽的位置和强弱也是影响ＴＣ的形成位

置和生成个数的原因之一。

　　总的说来，２００８年７—１０月季风槽位置

明显偏西、偏北（图２，粗实线）。其中，７月和

８月季风槽位于我国大陆和南海海域；９月加

强东伸，延伸至１３０°Ｅ附近，但较常年同期仍

明显偏西；１０月，季风槽减弱明显，西退至印

度洋一带，比正常情形下偏西４０多个经度，

整个西北太平洋热带地区被单一的偏东气流

控制，缺少气旋性涡旋生成的条件。因此，在

上述季风槽异常偏西、偏北的情况下，ＴＣ也

主要在西北太平洋西部海域生成，造成２００８

年ＴＣ生成位置明显偏西。同时，由图２可

见，７—１０月间，西北太平洋１４０°Ｅ以东的低

纬海洋几乎完全被偏东气流控制，缺乏初始

扰动生成以及ＴＣ发展的有利条件，导致在

这个 ＴＣ生成的重要海域，２００８年生成的

ＴＣ异常偏少，进而直接影响了ＴＣ全年的生

成总数。

３１３　垂直风切变

弱的垂直风切变是ＴＣ生成的重要条件

之一。通常，在西北太平洋的东部海域（５°～

１５°Ｎ，１５０°～１８０°Ｅ）（图３ａ），气候意义上，

７—１０月对流层低层为东风，高层２００ｈＰａ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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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８５０ｈＰａ流场和季风槽

（ａ）７月；（ｂ）８月；（ｃ）９月；（ｄ）１０月。其中，实线为２００８年季风槽的位置，虚线为１９７１—２０００年季风槽的平均位置

弱东风，整层垂直风切变较小，有利于ＴＣ的

生成。而２００８年７—１０月间，低层东风和高

层西风同时加强，使得这一海域垂直风切变

明显增大，不利于 ＴＣ生成和发展，造成这一

海域少有 ＴＣ生成，进而导致 ＴＣ的生成总

数明显偏少。而在西北太平洋的西部海域

（５°～１５°Ｎ，１２５°～１５０°Ｅ）（图３ｂ），通常，在

７—１０月随着夏季风的加强，低层来自印度

洋、孟加拉湾和南海的西风一直向东延伸到

西太平洋，高层则位于加强的南亚高压东南

侧偏东气流的控制下，表现为低层弱西风，高

层东风的形式。而２００８年在台风的多发期，

低层西风减弱、高层东风也减弱，表明在西部

海域整层风切变明显偏弱，形成了有利于

ＴＣ生成的条件。

　　综上，在２００８年，西北太平洋东部海域

的垂直风切变比常年平均显著偏大，而西部

海域的垂直风切变却明显偏小。因此，和东

部海域相比，这一年西北太平洋的西部海域

垂直风切变的分布更易于 ＴＣ的生成。而

东、西部海域垂直风切变的这种异常分布，也

是造成ＴＣ生成数偏少、源地偏西的主要原

因之一。

３１４　海表温度

一般扰动能够形成暖心结构的基础是有

高的海表温度，因此海温也是ＴＣ生成的基

本条件之一。首先从ＥＮＳＯ事件的影响来

看，２００７年８月爆发的ＬａＮｉｎａ事件在同年

１１月达到峰值之后，于２００８年春天迅速减

弱，并在同年５月结束。在中东太平洋海表

温度不断回暖的过程中（图略），西太平洋海

温较常年同期略偏高或相当。但从局部海温

来看（图４），西北太平洋东部（１５０°Ｅ～１８０°）

的低纬地区基本为负的海温距平，不利于扰

动的生成和发展。而 西部 海域 （１２５°～

１５０°Ｅ）大部分都是正的海温距平，受到海气

８４　　　　 　　　　　　　　　　　　 　气　　象　　 　　　　　　　　　 　　 　　　第３５卷　



图３　７—１０月西北太平洋东、西部海域纬向风的垂直分布
（ａ）东部海域５°～１５°Ｎ，１５０°Ｅ～１８０°；（ｂ）西部海域５°～１５°Ｎ，１２５°～１５０°Ｅ

实线为２００８年，虚线为１９７１—２０００年平均，单位：ｍ·ｓ－１

图４　２００８年７—１０月西北太平洋

海表温度距平（单位：℃）

相互作用的影响，这一区域的对流活动也相

应更强，从而有利于 ＴＣ在西部海域生成。

可见海温也是造成２００８年ＴＣ生成总数少、

源地明显偏西的因子之一。

３１５　热带对流活动

在热带洋面上，射出长波辐射（ＯＬＲ）可以

反映热带对流活动的强弱。热带辐合带上强

的对流活动，有利于ＴＣ生成
［５］和登陆［１２］。由

２００８年６月１日—１０月１５日热带辐合带上

（５°～１５°Ｎ）ＯＬＲ的时间经度剖面图（图５）可

见，２００８年６—１０月间西北太平洋热带洋面

上的对流活动东西分布明显不均，其中强的对

流活动（ＯＬＲ值低于２２０Ｗ·ｍ－２）主要位于

１５０°Ｅ以西的海域，尤其集中在１１０°～１４０°Ｅ，

对流活动非常旺盛，相应的ＴＣ多在此海域生

成；而１５０°Ｅ以东海域，在ＴＣ的多发期，ＯＬＲ

值普遍高于２２０Ｗ·ｍ－２，热带对流活动非常

弱，也少有ＴＣ活动。因此，热带辐合带上的

对流活动在西北太平洋东、西部海域分布的异

常不均也是导致ＴＣ生成总数显著偏少、源地

明显偏西的原因之一。

图５　２００８年６月１日—１０月１５日

西北太平洋热带辐合带（５°～１５°Ｎ）

上ＯＬＲ时间经度剖面图（其中实心表

示登陆ＴＣ，空心表示未登陆Ｔ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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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登陆数多、登陆地点偏南的原因

ＴＣ的移动主要受引导气流操纵，对于

西北太平洋的ＴＣ来说，主要受副热带高压

和西风带环流的影响［１３］。２００８年西北太平

洋ＴＣ频繁登陆我国南方与副高强度和脊线

位置密切相关。从图１中副高各项指数的变

化可知，２００８年７月之后，副高范围明显偏

大、强度显著增强，西脊点强烈西伸至我国内

陆，同时其脊线位置也较常年同期偏南，我国

南方大部地区和东部海域都为副高的控制

区，菲律宾东部海域生成的ＴＣ在副高南侧

偏东气流的引导下，向西北偏西或西北方向

移动，而在南海生成的 ＴＣ，由于位置偏西，

会随着副高的加强西伸，纷纷西进，导致

２００８年盛夏和初秋ＴＣ频频登陆我国南方。

可见副高异常强大和脊线位置偏南是造成

ＴＣ登陆地点偏南的主要原因。另外，由图５

可知，热带辐合带在西北太平洋西部海域旺

盛的对流活动不仅有利于激发 ＴＣ的生成，

还对其频繁登陆我国起到了积极作用。

４　小结

本文对２００８年ＴＣ的活动特征进行了

总结，并从大尺度环流场着手，分析了影响

ＴＣ活动的主要气候因子在ＴＣ多发期（７—

１０月）的异常特征，主要结论如下：

（１）２００８年西北太平洋ＴＣ具有生成总

数少、源地集中、位置偏西；登陆数多、时间

早、登陆地点偏南等特点。

（２）２００８年在ＴＣ的多发期，西北太平

洋副热带高压范围大、强度强、西伸脊点异常

偏西，且脊线位置偏南，不利于热带扰动的生

成和发展；同时，也使得在其南侧生成的ＴＣ

易在偏东气流的引导下向偏西方向移动，登

陆我国南方。

（３）季风槽、垂直风切变、海表温度和热

带辐合带上对流活动的异常分布都不利于

ＴＣ在西北太平洋东部海域生成，这是导致

ＴＣ生成总数少和源地偏西的主要原因。其

中季风槽位置偏西、偏北和西北太平洋东部

海域垂直风切变的异常偏大对ＴＣ的异常活

动产生了重要影响。

（４）热带辐合带上的对流活动对ＴＣ的

生成和登陆有很好的指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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