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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风“登陆”及“擦边”刍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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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针对台风登陆预报业务及防台减灾工作中的“登陆”和近年来广为使用的“擦边”等的模糊表征问题，本文从登陆和

擦边的基本词义出发，结合台风特殊的水平结构，分析了台风在近岸区域移动时台风与海岸线间的相对位置特征，给出了“登

陆”和“擦边”的具体判别办法，以避免实际业务中可能出现的用词用语的混乱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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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登陆是台风（泛指热带气旋，下同）监测、预报和

预警业务及防台减灾工作中的重要而特殊的环

节［１］。目前我国的台风应急响应，特别是台风救灾

机制，很大程度上与台风的登陆及其登陆地点有关，

救灾款和物资也在很大程度依据中央气象台业务定

位确定的登陆地点（并兼顾各地上报的灾情）进行调

拨。实际中，当台风在两省交界处登陆时，“争抢”台

风登陆点的情形时有发生。如：０６０８号超强台风

“桑美（Ｓａｏｍａｉ）”在浙闽交界处（浙江苍南、福建沙

埕）登陆时，就曾对登陆点发生过激热的争论［２］，《热

带气旋年鉴》整编组还为此召开过专题讨论会，与会

专家注意到（后经实地考察）浙江省苍南县的最南端

是个“半岛”，其西侧即为福建省福鼎市的沙埕港，并

经对观测资料的仔细研判后确定：台风桑美于２００６

年８月１０日１７时２５分在苍南南部（即沙埕港东面

的“半岛”）登陆，并随后进入沙埕［３］。

事实上，在台风移到近岸海域并有可能登陆时，

将大大影响台风预报结论及预警信号发布的策略和

措词。在“宁空勿漏”、“不怕十防九空”和“不怕防而

不来、就怕来而不防”等以人为本的防台指导思想

下，预报的登陆的时空区间过大等“过度预警”倾向

也不同程度的存在。实际业务中，“…但也不排除在

某地登陆的可能性…”等用语时常被使用。

近年来，“擦（边）过”或“紧擦着”等词在台风登

陆预报的实际业务中也经常使用。如：“…有５个编

第３８卷 第６期

２０１２年６月
　　 　　　　　 　　　

气　　　象

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ＭＯＮＴＨＬＹ
　 　　　　　　 　　

Ｖｏｌ．３８　Ｎｏ．６

Ｊｕｎｅ　　２０１２

 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２００９ＣＢ４２１５００）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４０９２１１６０３８１）共同资助

２０１１年９月３日收稿；　２０１２年２月２６日收修定稿

作者：雷小途，主要从事台风预报理论及关键技术研究．Ｅｍａｉｌ：ｌｅｉｘｔ＠ｍａｉｌ．ｔｙｐｈｏｏｎ．ｇｏｖ．ｃｎ



号热带气旋擦边过…”［４］、“强热带风暴韦帕扫过鞍

山…”１）、“…台风是擦着平潭岛而过…”２）、“…在我

国台湾宜兰北部登陆后擦过浙闽沿海…”［５］；再如：

中央气象台２０１１年８月５—７日发布１１０９号“梅花

（Ｍｅｉｆａ）”的台风预警稿３
）：“…也有可能紧擦着这一

带沿海北上…”、“…将于７日凌晨擦过舟山群岛东

部近海北上…”、“…可能于８日上午登陆或擦过上

述沿海北上…”、“…可能于８日凌晨到上午擦过或

登陆上述沿海北上…”和“…可能于８日凌晨到上午

擦过或登陆山东半岛东部…”。

然而，何谓“擦”？相距多远才算擦？是台风中

心“擦”还是台风环流“擦”？是台风内核或眼“擦”还

是台风外围“擦”？似乎并不清晰。与之相联系的问

题是：怎样算是登陆了？是台风中心一触陆地即为

登陆，还是台风环流或台风眼完全在陆地上了才叫

登陆？台风环流一半在陆地上一半在海上、台风中

心沿着海岸移动是算登陆还是算擦过？等等似也并

不明确。为避免用词用语的混乱，本文对台风登陆

和擦过进行了初步的讨论。

１　关于登陆

“登”，象形字、本义“上车”，引申为“上（从下而

上）、升（到达）”和“踏、踩”；“陆”，会意字，从“阜”表

示与地形地势的高低上下有关，从“穉”土块很大、兼

表字音，本义“陆地”，指高出水面的土地［６］。“登

陆”，其基本词义为：渡过海洋或江河到达陆地，军事

上特指作战军队由空中或水域成功登上敌方的陆地

（如二战时著名的“诺曼底登陆”），商业上比喻商品

等打进某市场（如这种新型空调已经在上海市场登

陆）［６］。因此，当台风自海上移至陆地时，即称之为

台风登陆。

台风登陆是台风生命史中一个新的起点，在近

岸地区的海、陆和岛屿地形作用下，会在台风涡旋内

产生一系列的中尺度强风和暴雨过程。过去探测手

段简单、站点稀少、仪器受到强风破坏，资料奇缺，对

台风登陆过程（包括近海台风向海岸的趋近及台风

中心和环流登上海岸）的研究非常困难［７］；加之，早

期台风被视为点涡，因此，台风的登陆问题被简化

（一级近似）成台风中心（点）的登陆问题。实际业务

中，将台风路径（不同时刻台风中心点位置Ａ、Ｂ之

间的连线）和海岸线的交点（Ｃ，如图１所示）视作台

风（中心）的登陆点［８］。

图１　台风登陆位置预报

误差计算示意图

（ＡＢ为预报的台风过海岸线前后

的路径，ＡＢ与陆地岸线的交点Ｃ

即为预报的登陆位置，Ｃ与实况

登陆点Ｄ的距离即为台风登陆位置

的预报误差；登陆时间则依据ＡＣ

与ＣＢ的距离线性插值确定）

Ｆｉｇ．１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ｎｇｅｒｒｏｒｓｏｆｔｈｅｆｏｒｅｃａｓｔ

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ｙｐｈｏｏｎｌａｎｄｆａｌｌ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ＡＢ：ｔｈｅ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ｔｒａｃｋｏｆｔｙｐｈｏｏｎ

ｄｕｒｉｎｇｌａｎｄｆａｌｌｉｎｇ，Ｃ：ｔｈｅｆｏｒｅｃａｓｔ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ｔｙｐｈｏｏｎｌａｎｄｆａｌｌ，

Ｄ：ｔｈｅｒｅａｌ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ｔｙｐｈｏｏｎｌａｎｄｆａｌｌ，

ＣＤ：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ｅｒｒｏｒｓｏｆｆｏｒｅｃａｓｔ）

　　值得注意的是，海岸线具有分数维特征
［８］，台风

路径（ＡＢ）与海岸线的交点（Ｃ）的精确计算具有相

当的不确定性。因此，台风登陆前后的观测资料，特

别是地面风场和气压场等资料，是直接确定台风登

陆点的重要依据。然而，由于实测资料的分辨率等

原因，目前的实际业务（如台风的ＢｅｓｔＴｒａｃｋ资料整

编等）中，台风在我国的登陆地点，一般精确到县或市

（如广东徐闻，即广东省徐闻县。登陆地点也可跨县

或市，如台湾新港—花莲。除台湾、舟山、香港和海南

外，我国沿海岛屿不作为登陆地点处理）［９１０］。

　　另一方面，众所周知台风是一类天气尺度的系

统，其水平尺度（外围或外边沿的大小，实际业务中

常用地面６级风圈或最外围闭合等压线半径等表

征）一般在５００～１０００ｋｍ。成熟台风的（水平）典型

结构特征（如图２所示），自台风中心沿半径方向向

外依次是台风眼、云墙（最大风速区）和外区（外螺旋

雨带）：（１）眼区，是台风结构中很奇特的特征，这里

１）侯冰冰．“米雷”与鞍山擦身过带来中到大雨．鞍山日报，２０１１年６月２７日第Ａ０６出版

２）贾君洋．台风擦过浙闽无恙．中国水利报，２００８年９月１９日第００１版

３）中央气象台，台风预警，２０１１年第４１４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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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弱、少云、干暖，与眼区外的狂风暴雨形成鲜明对

比，其形状大部分呈圆形、椭圆形、多边形和开口（未

闭合）形，其半径一般为１０～７０ｋｍ；（２）云墙，围绕

着眼区的一环状云雨带（即内雨带），是成熟台风最

明显的标志，台风的最大风速和最强烈的对流及降

水就出现在该区域，其宽度一般１０～２０ｋｍ；（３）外

（围螺旋雨带）区，从台风边缘向内到云墙之间的区

域，该区域通常存在一条或几条螺旋云雨带［１１］。因

此，台风登陆问题，实质上包括：台风中心（点）的登

陆、台风眼区的登陆、台风云墙的登陆和台风外区的

登陆。除台风中心（点）外，眼区、云墙和外（螺旋雨

带）区等的登陆均有一个开始登陆和登陆完成的过

程，如：眼区触及陆地谓之眼区开始登陆，眼区完全

离开海域进入陆地谓之眼区完全（全部、整体）登陆，

期间即为眼区登陆过程，严格意义上的“眼区登陆”

应该是指“从眼区触及陆地至眼区完全登上陆地的

整个过程”。

　　毋容质疑，台风中心位于台风眼区内。理论上，

台风眼区内海平面气压最低处即为台风中心；实际

业务中，由于资料分辨率等原因，很难（甚至不太可

能）找到真正的气压最低所在地（有可能是眼区内的

任何位置），因此，准确确定台风的中心位置（包括登

陆点）并非易事。为操作简便，通常是将眼区的几何

中心（显然该处的气压并不一定最低）视作台风中

心。然而，由于地球曲率和探测手段等原因，雷达回

波和卫星云图等探测到的台风眼区与海平面气压场

（或流场）中心位置往往并不完全相同，当前的业务

定位误差平均约为２０～３０ｋｍ
［１２１３］，当台风眼区不

清晰时误差往往会更大些。正因为如此，在实际业

务中要严格区分台风中心（点）的登陆与台风眼的登

陆，有时是十分困难的。因此，台风的登陆可以简化

（二级近似）为台风眼区的登陆问题。

然而，在眼区不清晰的情况下，要严格区分台风

的云墙和眼区也是相当不容易的。但是，由于云墙

通常仅１０～２０ｋｍ宽，因此可以近似地用台风中心

图３　台风登陆过程示意图

（ａ）台风外区开始登陆，（ｂ）台风眼区开始登陆，（ｃ）台风中心登陆，

（ｄ）台风眼区登陆完成，（ｅ）台风外区登陆完成

Ｆｉｇ．３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ｓｏｆｔｙｐｈｏｏｎｌａｎｄｆａｌｌｉｎｇ
（ａ）ｏｕｔｅｄｇｅｌａｎｄｆａｌｌｂｅｇｉｎｓ，（ｂ）ｅｙｅａｒｅａｌａｎｄｆａｌｌｂｅｇｉｎｓ，

（ｃ）ｔｙｐｈｏｏｎｃｅｎｔｅｒｌａｎｄｆａｌｌ，（ｄ）ｅｙｅａｒｅａｌａｎｄｆａｌｌｆｉｎｉｓｈｅｄ，（ｅ）ｏｕｔｅｄｇｅｌａｎｄｆａｌｌｆｉｎｉｓｈｅ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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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近的最大风速（圈）所在地视为台风的云墙位置、

视为眼区的外包络线。实际业务中，当眼区不清晰

时，可将台风的登陆问题（二级）近似地视为台风中

心附近最大风速圈的登陆问题。

此外，内、外雨带及台风环流与周围环境系统等

的严格区分也并非易事。实际业务中，可将台风中

心附近最大风速半径（圈）近似地视为台风云墙和外

（螺旋雨带）区的分界线、台风外边沿（外围）近似地

视为台风与环境系统的分界线，即：最大风速半径

（圈）至６级风（或最外围闭合等压线）圈所围的区域

可视为台风外（螺旋雨带）区。当台风的外边沿（外

围）全部登上陆地后，即表明台风环流完全登陆了。

　　因此，严格意义上的台风登陆是指“从台风外围

（外边沿）触及陆地（如图３ａ）至外围完全登上陆地

（如图３ｅ）的整个过程”；台风主体（眼区及云墙）登

陆是指“从台风眼区触及陆地（如图３ｂ）至眼区完全

登上陆地（如图３ｄ）的整个过程”；目前业务上所指

的登陆，实质上是指台风中心（点）的登陆（如图

３ｃ），显然这是台风登陆问题的最简化的表述。鉴于

目前探测资料的分辨率和台风定位误差等原因，实

际业务中使用台风主体登陆，即台风眼区完全登上

陆地（如图３ｄ）才算台风登陆为宜。考虑到台风眼

区也有一定尺度，因此，如果台风眼区跨越两地（分

辨到县或市）之间，则定义台风在该两地交界处登

陆。

２　关于“擦边”

“擦”，形声字，从手、察声，本义为“摩擦”，引申

为“揩、抹、拭、涂、挨近”；“边”，形声字，从
!

、
"

声，

本义为“山崖的边缘”，引申为“物体的周围部分（外

缘）、国家或地区交界处”等；“擦边”的基本词义是：

图４　台风“擦边”示意图

（ａ）台风在Ａ地擦边而过，（ｂ）台风在ＡＢ两地间擦边而过 （实线为台风路径）

Ｆｉｇ．４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ｓｏｆｔｙｐｈｏｏｎｔｏｕｃｈｉｎｇａｎｄｇｒａｚｉｎｇｔｈｅｌａｎｄｅｄｇｅ

（ａ）ｔｙｐｈｏｏｎｔｏｕｃｈａｎｄｇｒａｚｅａｔｐｏｉｎｔＡ，（ｂ）ｔｙｐｈｏｏｎｔｏｕｃｈａｎｄｇｒａｚ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ｐｏｉｎｔｓＡａｎｄＢ，ｔｈｅｂｏｌｄｌｉｎｅｄｅｎｏｔｅｓｔｈｅｔｒａｃｋｏｆｔｙｐｈｏｏｎ

图５　台风登陆并沿海岸移动和台风登陆后即出海的示意图

（ａ）台风在Ａ地登陆并沿海岸从Ａ地移向Ｂ地，（ｂ）台风在Ａ地登陆并随即从Ａ地出海

Ｆｉｇ．５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ｓｏｆｍｏｖｅａｌｏｎｇｔｈｅｃｏａｓｔｌｉｎｅａｎｄｏｕｔｔｏｓｅａａｆｔｅｒｔｙｐｈｏｏｎｌａｎｄｆａｌｌ

（ａ）ｍｏｖｅａｌｏｎｇｔｈｅｃｏａｓｔｌｉｎｅｆｒｏｍＡｔｏＢａｆｔｅｒｔｙｐｈｏｏｎｌａｎｄｆａｌｌａｔＡ，

（ｂ）ｍｏｖｅｏｕｔｔｏｓｅａａｆｔｅｒｔｙｐｈｏｏｎｌａｎｄｆａｌｌａｔ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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擦过边缘，如打乒乓球时擦着球台边沿的球称之为

“擦边球”［６］。因此，当台风擦着陆地的边缘（海岸

线）而过时，即为台风擦（陆地）边。

可见，台风“擦边”实质上就是台风擦海岸线而

过的客观表征问题。如前所述，考虑到台风水平结

构的特征，台风自海上移近海岸时，若其眼区触及陆

地（海岸线，下同）即为登陆（开始）。因此，当台风的

外沿触及陆地（海岸线）后即移离陆地（如图４ａ）时，

可以称之为“台风擦Ａ地而过（或台风在Ａ地擦边

而过）”；当台风的外围移入陆地后沿海岸线自Ａ地

移行至Ｂ地（但台风的眼区未登上陆地，如图４ｂ）

时，可谓之“台风擦海岸线 ＡＢ而过（或台风在 ＡＢ

两地之间擦边而过）”。

　　此外，如果台风眼区在Ａ地登上陆地后沿海岸

从Ａ移至Ｂ地，但其整个环流（外区）并未完全登上

陆地（如图５ａ）时，可称之为“台风在Ａ地登陆并沿

海岸从Ａ地移向Ｂ地”。如果台风眼区在Ａ地登上

陆地后随即移出陆地（眼区位于海上，如图５ｂ），可

称为“台风在Ａ地登陆并随即从Ａ地出海”。

３　结　语

众所周知，实际台风的尺度和结构相差悬殊（大

台风的尺度往往是小台风的数倍）［１０］。与小台风相

比，当大台风的中心距离海岸较远时，其外区即开始

触及陆地。因此，相同移速的条件下，大台风的登陆

过程较小台风持续的时间长，大台风“擦过”海岸时

台风中心距离海岸线相对要远。综上所述：

（１）台风“擦过”（海岸）某地的“擦”是指：台风

在近海移过，期间台风的外区（包括外边沿至眼区之

间的环形区域）触及但眼区未触及陆地的移动状态。

台风“擦过”海岸（某地或某区间），是指台风外区环

流“擦”，一旦眼区触及陆地即为“登陆”，即不存在眼

区或台风中心“擦过”海岸的情况。台风“擦过”海岸

时，台风与海岸相距的距离并不固定，因此也不存在

“相距多远才算擦”的问题。

（２）严格意义上的台风登陆是一个过程，具体

是指：从台风外区（外边沿）触及陆地至外围完全登

上陆地的整个过程。目前业务上所用的登陆，是指

台风中心（点）的登陆，是台风登陆问题的最简化的

表述。鉴于目前探测资料的分辨率和台风定位误差

等原因，实际业务中使用台风主体（眼区）登陆（即从

台风眼区触及陆地至眼区完全登上陆地的整个过

程）为宜。

（３）当台风环流一半在陆地上一半在海上时，

既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登陆”（没有完成整个登陆过

程）、也不是“擦过”，而是“沿着海岸线移动”，具体表

现为：台风眼区登上陆地并沿海岸从一地移至另一

地，但其整个环流（外区）并未完全登上陆地。

此外，台风登陆的实际业务预报中，还有许多基

础性问题，如：预报的登陆区间（海岸线上两地的距

离）取多大适宜？多长时效的登陆预报可信？登陆

预报的发布时效是否应当根据不确定性的大小可调

节？如何调节？等［１４１５］，仍有待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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