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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１２１１号台风海葵强度强，在近海及登陆前后中、日、美三个国家的业务定强差别较大。云图分析“海葵”强度强，近

海后云顶亮温长时间在－７０℃以下。雷达资料表明“海葵”登陆前后，结构对称，眼区清晰，范围增大。登陆点附近沿海测站出

现了长时间的强大风，过程１３级及以上阵风共持续了２６ｈ，东矶、大陈、石浦最大风速的极大值分别是：４６．９、３９．４和３６．８ｍ

·ｓ－１。风场垂直分布差别５００ｍ以内普遍在７～８ｍ·ｓ－１。这些陆基观测资料表明“海葵”可能达到了强台风标准，中央气

象台定强是合理的。近海或登陆台风强度的确定在使用Ｄｖｏｒａｋ技术的基础上，还应更多地参考陆基探测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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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热带气旋（ＴＣ）强度及结构与造成影响的大小

有直接关系（陈联寿等，１９７９）。许映龙等（２０１０）研

究指出与ＴＣ路径预报相比，过去２０年来，全球ＴＣ

强度业务预报进展都非常缓慢，目前业务预报中广

泛应用的方法主要是一些气候持续法和统计动力模

式。由于观测资料缺乏，对ＴＣ强度变化的物理机

制认识不够深入，近海及登陆ＴＣ强度变化受地形

等下垫面情况变化影响而变得异常复杂，６０％以上

减弱，但也有ＴＣ强度增强的（于玉斌等，２００６；高拴

柱等，２０１２）。对于ＴＣ强度预报，首先是 ＴＣ强度

的确定（雷小途，２００１）。通常台风强度是根据卫星

云图分析来确定的，也就是Ｄｖｏｒａｋ定强技术（Ｈｏｌ

ｌａｎｄ，１９９３）。该方法是一种基于台风对流云型，台

风眼的形状、台风中心与浓密云区的相对位置，以及

外围螺旋云带和中心强对流云带等特征的判断和一

系列规则基础上，利用可见光和红外云图进行 ＴＣ

强度估计的统计方法。在全球 ＴＣ业务中Ｄｖｏｒａｋ

定强技术被广泛应用，但其在实际应用中很大程度

取决于预报员的经验和主观判断（Ｃｈｅｎｅｔａｌ，

２０１１）。余晖等（２００６），余锦华等（２０１２）分析了热带

气旋强度资料的差异性，从气候持续法的角度对定

强提出了订正。梁进等（２０１０）对比了中美两套不同

时期的资料，得到Ｄｖｏｒａｋ技术和飞机探测技术同

时使用时，两者相差最小。

近海及登陆ＴＣ的定强和强度预报准确性直接

影响风雨预报和防灾减灾，ＴＣ进入近海或登陆前

后，观测手段更加丰富，把多源观测资料用于台风强

度的确定和预报，使近海和登陆台风定强技术和强

度预报更加准确（张勇等，２０１１；张玲等，２０１３；吴雪

等，２０１３），如把雷达回波资料应用到台风定强等的

尝试（刘丽君，２００３），预报业务实践中一直有这样的

尝试（钱燕珍等，２０１３）。

２０１２年第１１号强台风海葵（Ｈａｉｋｕｉ）８月３日

０８时在日本冲绳县东南约１３６０ｋｍ的西北太平洋

洋面上生成，５日１７时加强为强热带风暴，６日１７

时加强为台风，７日１４时加强为强台风，８日凌晨３

时２０分在浙江省象山县鹤浦镇登陆，登陆时中心气

压９６５ｈＰａ，近中心最大风力１４级（４２ｍ·ｓ－１），８

月９日１２时在安徽省境内减弱。这个台风有近海

急剧加强的特点（于玉斌等，２００８），７日１２时，近中

心最大风力从３５ｍ·ｓ－１，增大至４０ｍ·ｓ－１，然后

１７时增强到４８ｍ·ｓ－１，短短６个小时增加了１３ｍ

·ｓ－１，中心气压由９６５ｈＰａ减少到了９４５ｈＰａ，增强

非常剧烈。美国联合台风警报中心（ＪＴＷＣ）和日本

台风东京台风中心（ＲＳＭＣＴｏｋｙｏ）的定强，最强的

时候都是３３ｍ·ｓ－１，是台风级别的强度，明显小于

中央气象台发布的强度级别。表１是这两个中心和

中央气象台关于“海葵”登陆前后各个时次的定强。

从７日０８时到８日２０时，中央气象台的定强大于

其他两个中心的定强，同一个时次台风定强相差最

大时达１５ｍ·ｓ－１，差距非常大。从２０１２年截至９

月的中央台台风业务定强看，１２０８、１２０９、１２１０和

１２１４等热带气旋都有近海急剧加强的现象，尽管这

三家的定强也有一定差异，但差异不大，其中１２０８、

１２０９和１２１４定的最强的都是美国，这与美国定强的

标准是１ｍｉｎ平均最大风速有关（Ｃｈｅ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４）。

由于中国和日本的定强标准分别是２和１０ｍｉｎ最

大平均风速，通常来说同一个台风、同一时次定强美

国会偏大，中国其次，最小的是日本。那么为什么

“海葵”近海后定强差异如此之大，到底哪家更合理

一些？因此有必要利用实测资料进行检验。

表１　“海葵”登陆前后强度（近中心最大风力，单位：犿·狊－１）

犜犪犫犾犲１　犜犺犲犻狀狋犲狀狊犻狋狔狅犳“犎犪犻犽狌犻”犫犲犳狅狉犲犪狀犱犪犳狋犲狉犾犪狀犱犻狀犵

（犿犪狓犻犿狌犿狑犻狀犱狀犲犪狉犮犲狀狋犲狉，狌狀犻狋：犿·狊－１）

时间 中国 日本 美国

６．０８ ３０ ２８ ２８

６．１４ ３０ ３０ ３１

６．２０ ３３ ３０ ３３

７．０２ ３３ ３０ ３３

７．０８ ３５ ３０ ３３

７．１４ ４２ ３０ ３３

７．２０ ４８ ３３ ３１

８．０２ ４５ ３３ ３１

８．０８ ３８ ２８ ３１

８．１４ ３３ ２３ ２６

８．２０ ２５ ２０ ２１

　　本文试图从“海葵”登陆前后多种观测资料分析

“海葵”的强度。并用风场的垂直剖面、时间动态论

证登陆和登陆前后这些资料对台风强度的确定有参

考价值。

１　资　料

本文所使用的观测资料主要包括：卫星云图、雷

达回波、自动站资料、风廓线雷达资料以及凉帽山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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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资料，这些资料部分是本地的高密度、高频率的观

测。

自动气象站主要是宁波的沿海和海岛站，舟山

和台州的部分海岛站等，时间间隔有逐分钟和逐小

时资料。数据质量控制，国家基本站和国家一般站

均按照《地面气象观测规范》的要求进行；无人值守

常规中尺度站，主要通过采集系统的阈值限制以及

特殊情况下的人工判别检验等方法。风速最大的两

个站东矶和大陈岛，东矶距离大陆海岸线约３３ｋｍ，

岛走向总体呈东西向。自动站虽位于次高山头（稍

高一点的山头位于其西边），但仰角小，完全符合观

测规范。大陈站距离大陆海岸线约２３ｋｍ，岛的走

向总体呈 ＮＮＥ—ＳＳＷ 走向，观测环境除位于其西

南方的望夫樵山，小小扇形的仰角约４°外，其他方

位几乎无阻挡。

宁波境内只有一座边界层风廓线雷达（图略），

根据中国气象局和浙江省气象局的观测要求目前采

用低模式和高模式的扫描方式，探测高度在９６～

３２７３ｍ（相当于７００ｈＰａ以下），共５２层。

　　凉帽山高塔气象观测系统位于宁波市大榭开发

区凉帽山岛（图略），利用宁波至舟山２２０ｋＶ高压

输电塔，建在最高３７０ｍ输电高塔上。凉帽山高塔

气象梯度观测系统自下而上共有１７套气象观测设

备，从地面到高空形成了９个层面的观测，能同时开

展气温、湿度、二维、三维风速风向、水汽、二氧化碳

等气象要素的监测，能够捕捉到高空３２０ｍ以下的

气象要素的连续变化。我们对其数据进行了简单的

质量控制，包括临近站点的时空一致性检查，异常点

剔除；缺测点在绘图时采用上一个时次观测数据代

替等方法。

文中提到的各观测站的位置、海拔高度和使用

的观测仪器如表２所示。

表２　各测站的海拔高度和使用的观测仪器

犜犪犫犾犲２　犜犺犲犲犾犲狏犪狋犻狅狀狅犳狅犫狊犲狉狏犪狋犻狅狀狊狋犪狋犻狅狀狊犪狀犱狋犺犲狅犫狊犲狉狏犪狋犻狅狀犻狀狊狋狉狌犿犲狀狋狊

观测站 海拔高度／ｍ 经度／Ｅ 纬度／Ｎ 观测仪器

雷达站 ４５８．４ １２１°３０′ ３０°４′ ＣＩＮＲＡＤＷＳＲ９８Ｄ多普勒天气雷达

风廓线雷达 ５ １２１°１２′ ３０°６′ Ｌａｐ３０００边界层风廓线雷达

凉帽山高塔 ２５ １２２°１′ ２９°５４′ ＣＡＷＳ１０００ＧＷＳ梯度自动观测系统

大陈岛 ８４．４ １２１°５４′ ２８°２７′ 无锡ＺＱＺＣＩＩＢ自动站，国家基本站

东矶岛 ７６．０ １２１°５５′ ２８°４３′ 无锡ＺＱＺＦ自动站，无人值守

大壳岛 ２８．５ １２１°４１′ ２９°９′ 无锡ＺＱＺＡ自动站，无人值守

杨柳坑 ４７．７ １２１°５６′ ２９°４′ 无锡ＺＱＺＡ自动站，无人值守

石浦 １２９．２ １２１°５７′ ２９°１２′ ＶＡＩＳＡＬＡＭＩＬＯＳ５２０，国家基本站

檀头山 ４８．２ １２２°２′ ２９°１１′ 无锡ＺＱＺＦ自动站，无人值守

宁海 ２５．０ １２１°２６′ ２９°１９′ ＶＡＩＳＡＬＡＭＩＬＯＳ３０１，国家一般站

南韭山 ４１．７ １２２°１１′ ２９°２６′ 无锡ＺＱＺＦ自动站，无人值守

梁横山 １２７．０ １２２°１７′ ３０°６′ 无锡ＺＱＺＡ自动站，无人值守

桃花岛 １６４．０ １２２°１７′ ２９°５０′ 无锡ＺＱＺＡ自动站，无人值守

徐公岛 １５１．０ １２２°１７′ ３０°３８′ 无锡ＺＱＺＡ自动站，无人值守

大戢山 ９２．９ １２２°１０′ ３０°４９′ 无锡ＺＱＺＡ自动站，无人值守

２　登陆点附近的风场变化

把离登陆点较近，但又有分钟资料的石浦气象

站和宁海气象站资料，做２ｍｉｎ平均风速和本站气

压的时间动态序列（如图１）。石浦气象站风速在登

陆前跳跃性增大，之后迅速减小，然后再增大，再缓

慢减小。“海葵”登陆前８日０１时，石浦气象站最大

平均风速达到了３８ｍ·ｓ－１，之后风速迅速减小，最

小出现在８日０３时１７分和５时１６分前后，风速接

近５ｍ·ｓ－１。本站气压呈明显的Ｖ字型分布，最低

值出现在８日０３时０７分前后，再加上风向的观测

结果，可见台风中心确实在附近经过。

石浦西略偏北的宁海站，风速也有一个强劲增

大，迅速减小，再增大后慢慢减小的过程。风速最大

值相对较小只有２１ｍ·ｓ－１。宁海是８日０７时５２

分出现了最小风速，接近静风，本站气压最低出现在

０４时２０分前后。这些表明台风登陆后向西偏北方

向移动，眼区扩大，强度明显减弱。

统计出现１４级以上阵风的沿海自动站和海岛

站极大风速出现时间，由南到北先后出现，最南的大

陈岛是７日２２时出现，东矶、杨柳坑出现的时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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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日２３时，檀头山、石浦出现的时间是８日００时，

南韭山最晚是８日０１时，这说明“海葵”移近近海

后，移向偏北分量增多，强度非常强，同时也印证了

７日２０时以后，中央气象台的定强明显大于其他两

个中心的定强（如表１）有一定的合理性。

　　杨柳坑８日０３时的２ｍｉｎ平均风速是２．１ｍ·

ｓ－１，风向是北北西，所以０３时２０分中央气象台定

在杨柳坑所属的象山县鹤浦镇登陆与实况是相符

的。

３　台风海葵登陆前后的观测分析

３．１　云图分析

选择ＪＴＷＣ、ＣＭＡ、ＲＳＭＣＴｏｋｙｏ三家定强最

强的起始时间的云图（图２ａ、２ｂ、２ｃ），从这三张图分

析，台风密闭云区都成圆环状，外围螺旋云带丰富、

层次分明，结构对称，眼区清晰呈正圆形，云顶亮温

低，内核区最低值普遍在－７０℃以下，图２ｃ是７日

２０时的云图，云顶亮温极值最低，接近－７４℃，这说

明这个时次前后台风强度最强，在近海以后，强度还

在加强。分析图２ｄ、２ｅ、２ｆ，台风靠近陆地后，陆地对

台风的结构造成了一定的破坏，亮温上升，８日１４

时，亮温最低在－５０℃左右，台风强度明显减弱。但

是密闭云区和螺旋云带都还比较完整，结构也基本

对称，范围也没有明显减小，这预示着台风登陆后减

弱速度将偏慢。

３．２　雷达回波分析

图３是宁波雷达站观测到的“海葵”登陆前后的

两张回波图，由图３可见，“海葵”登陆前后，结构非

常完整，主要体现在：眼区清晰，呈圆形，直径在

５０ｋｍ 左右；密闭云区范围大，半径大小超过

１００ｋｍ；螺旋云带丰富而有层次；图３ｂ中台风的范

围明显比图３ａ大，除了观测点距离台风近了，观测

到的台风显得更加大以外，还可能因为登陆前后，台

风范围变大。南侧由于观测雷达位置偏北的关系，

呈现出稍弱小一些，从回波图上分析，这个台风登陆

前后结构是对称的，台风进入近海后范围有所增大。

３．３　区域自动站观测强阵风分析

据自动气象探测业务系统１ｈ极大风速资料，６

日００时，“海葵”离象山沿岸５２０ｋｍ左右，沿海海

面已经出现了８级阵风（三个及以上自动站达到这

个标准，以下同，徐公岛：１９．２ｍ·ｓ－１），至１０日０２

时，沿海海面还有８级风（嵊泗：１７．６ｍ·ｓ－１）；过程

８级及以上大风共持续了９８ｈ。

６日０９时，“海葵”离象山沿岸约４６０ｋｍ，沿海

地区已经出现了９级阵风（徐公岛：２３．１ｍ·ｓ－１，９

日０９时沿海海面还有９级风（桃花岛：２３．２ｍ·

ｓ－１），９级及以上大风共持续了７２ｈ。

６日１６时，“海葵”离象山沿岸约４２０ｋｍ，沿海

地区已经出现了１０级阵风（东矶：２５．４ｍ·ｓ－１），９

日０２时还有１０级风（东矶：２６．６ｍ·ｓ－１）出现，１０

级及以上大风持续了５８ｈ。

７日０２时，“海葵”离象山沿岸约３６０ｋｍ，沿海

地区已经出现了１１级阵风（大陈岛２９．８ｍ·ｓ－１），

８日１６时还有１１级及以上阵风（大戢山：３４．４ｍ·

ｓ－１），１１级及以上大风共持续了３８ｈ。

７日１０时，“海葵”离象山沿岸约３１０ｋｍ，沿海

地区已经出现了１２级阵风（大陈岛３４．４ｍ·ｓ－１），

８日１４时还有１２级风（大戢山：３６．９ｍ·ｓ－１），１２

级及以上大风共持续了２９ｈ。

７日１１时出现１３级风（大陈岛４０．２ｍ·ｓ－１）；

８月１２时出现了１３级风（蚂蚁岛：３８．１ｍ·ｓ－１），

过程１３级及以上大风共出现了２６ｈ。７日１４时至

８日１４时个别地方还出现了大于等于１５级的大

风：南韭山４８．７ｍ·ｓ－１、梁横山４７．２ｍ·ｓ－１、石浦

５０．９ｍ·ｓ－１、东矶５６．０ｍ·ｓ－１、大陈５３．０ｍ·ｓ－１

（图４），这一时段，正好是中央气象台的定强明显大

于其他两个中心定强的时段，从自动站强阵风分析，

中央气象台的定强较合理。从东矶和大陈的阵风分

布看，超过４０ｍ·ｓ－１的时间达到了１２ｈ，特别是东

矶岛８日０６—０９时极大风速又超过了４０ｍ·ｓ－１。

从以上自动站观测表明，台风离近海还有一定

距离时，自动站的风力已经很大了；大风出现的时间

长，风力强，这些可以表明台风强度强。台风靠近陆

地后，风力增强，这除了离台风近以外，也可以表明

台风还在加强。

３．４　区域自动站平均风速分析

受“海葵”及外围环流影响，过程最大风力

（１０ｍｉｎ平均风速）内陆地区普遍出现１０～１２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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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海１２～１４级。杭州湾及太湖地区１０～１２级大风

持续近２４ｈ，内陆平原地区６日下午至８日陆续出

现了８～１０级大风。

　　由图１和图４可见，“海葵”带来的大风、强风影

响时间长，且有台风中心在附近经过。极大风速明

显大于平均风速，２ｍｉｎ平均风速和１０ｍｉｎ平均风

速比较接近。把过程最大１０ｍｉｎ平均风速最大值

及出现时的情况列表３，最大东矶岛在７日２３时前

后平均风速超过了４６．９ｍ·ｓ－１，当时观测点和台

风中心有８０．２ｋｍ 的距离，大陈岛在距离台风

１４６．２ｋｍ 时，最大风速最大值是３９．４ｍ·ｓ－１，当

时是７日１８时，这印证了７日２０时中央气象台定

强“海葵”近中心最大风力４８ｍ·ｓ－１有合理性。石

浦站最大风速３６．８ｍ·ｓ－１，出现时间８日００时，

离台风７７ｋｍ。

图１　２分钟平均风速和本站气压的时间序列

（ａ）石浦站（５８５６９），（ｂ）宁海站（５８５６７）

Ｆｉｇ．１　Ｔｉｍｅｓｅｒｉｅｓｏｆ２ｍｉｎａｖｅｒａｇｅ

ｗｉｎｄｓｐｅｅｄａｎｄ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ａ）ＳｈｉｐｕＳｔａｔｉｏｎ（５８５６５），（ｂ）Ｎｉｎｇｈａｉ

Ｓｔａｔｉｏｎ（５８５６７）

图２　“海葵”登陆前后云图

（ａ）６日２０时，（ｂ）７日１７时，（ｃ）７日２０时；（ｄ）８日０２时，（ｅ）８日０８时，（ｆ）８日１４时

Ｆｉｇ．２　Ｃｌｏｕｄｉｍａｇｅｓｏｆ“Ｈａｉｋｕｉ”ｂｅｆｏｒｅａｎｄａｆｔｅｒｌａｎｄｉｎｇｉｎ６－８Ａｕｇｕｓｔ２０１２

（ａ）２０：００ＢＴ６，（ｂ）１７：００ＢＴ７，（ｃ）２０：００ＢＴ７，（ｄ）０２：００ＢＴ８，

（ｅ）０８：００ＢＴ７，（ｆ）１４：００ＢＴ８

４　不同海拔高度观测可以作为台风定

强的参考

　　通常日本用海平面１０ｍ高度的最大平均风速

来定强台风，而中国用近地面１０ｍ高度的最大平

均风速来定强，美国、中国和日本分别用１、２和

１０ｍｉｎ平均风速。由表２可见，我们所有的观测站

的高度普遍是海拔几十米，甚至还有超过百米的，那

么会不会影响台风定强？

４．１　站点海拔高度和风速极大值

从出现极大风速在４５ｍ·ｓ－１及以上的东矶、

大陈、石浦、南韭山、杨柳坑和檀头山６个站看，极大

９６２１　第１０期　　　　　　　　 　　　　钱燕珍等：强台风海葵登陆前后强度变化的观测分析　　　　　　　　　　　　　　



值分 别 是：５６．０、５３．０、５０．９、４８．７、４５．４ 和

４４．７ｍ·ｓ－１，最大风速的极值分别是：４６．９、３９．４、

３６．８、３３．６、３３．１和２８．１ｍ·ｓ－１，而这６个站的海拔

高度分别是：７６．０、８４．４、１２９．２、４１．７、４７．７和４８．２ｍ，

图３　“海葵”登陆前后雷达回波

（ａ）８月８日０１时，（ｂ）８日０４时

Ｆｉｇ．３　Ｒａｄａｒｅｃｈｏｅｓｏｆ“Ｈａｉｋｕｉ”ｂｅｆｏｒｅａｎｄａｆｔｅｒｌａｎｄｉｎｇｉｎ８Ａｕｇｕｓｔ２０１２

（ａ）０１：００ＢＴ８，（ｂ）０４：００ＢＴ８

图４　２０１２年８月５日００时至９日２４时离台风海葵登陆点较近

风速最大的２个站风场及气压时间序列

（ａ）东矶，（ｂ）大陈

Ｆｉｇ．４　Ｔｉｍｅｓｅｒｉｅｓｏｆｗｉｎｄｆｉｅｌｄａｎｄ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ｏｆｔｈｅｔｗｏｓｔａｔｉｏｎｓ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ｍａｘｉｍｕｍｗｉｎｄｎｅａｒｔｈｅｌａｎｄｉｎｇｐｏｉｎｔｏｆｔｙｐｈｏｏｎ（００：００ＢＴ５ｔｏ２４：００ＢＴ

９Ａｕｇｕｓｔ２０１２）（ａ）Ｄｏｎｇｊｉｓｔａｔｉｏｎ，（ｂ）Ｄａｃｈｅｎｓｔ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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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离台风登陆点较近的６个

站１０分钟平均风速最大值

犜犪犫犾犲３　１０犿犻狀犿犲犪狀犿犪狓犻犿狌犿狑犻狀犱

狊狆犲犲犱狅犳狋犺犲６狊狋犪狋犻狅狀狊狀犲犪狉狋犺犲犾犪狀犱犻狀犵

狆狅犻狀狋狅犳狋狔狆犺狅狅狀

站点
最大风速

／ｍ·ｓ－１
出现时间

与台风中心

距离／ｋｍ

南韭山（Ｋ２９２６） ３３．６ ８日０２时 ７０．５

石浦（５８５６９） ３６．８ ８日００时 ７７．０

檀头山（Ｋ２９２３） ２８．１ ８日００时 ７０．４

杨柳坑（Ｋ２９２５） ３３．１ ８日０８时 ４９．４

东矶（５８６６３） ４６．９ ７日２３时 ８０．２

大陈岛（５８６６６） ３９．４ ７日１８时 １４６．２

可见并不是海拔越高，风速极值越大。另外梁横山、

桃花岛、徐公岛海拔高度都超过１００ｍ，后两个还超

过了１５０ｍ，但风速极值并不是很大。因此在一定

范围内站点海拔高度不一定和风速极值完全成正

比。

４．２　雷达风廓线资料

分析“海葵”登陆前后风廓线雷达观测，根据需

要选取相应的层做风速变化曲线。由于雷达和台风

始终有一定距离，所以风速并不是很大。

从５００ｍ以下相对较低的层次分钟实时观测

资料看，出现风速极大时段时，风速和高度之间有一

定联系，高度越低风速越小，但相差并不是很大，从

９６～４７７ｍ，高度相差了近４００ｍ，风速普遍相差７

～８ｍ·ｓ
－１。低层２０ｍ·ｓ－１以上的风速波峰出现

在８月７日１４时至８日０６时前后，这表明这个时

段台风强度强和观测点离台风近。

各层（图６）分析，当时中低层每个时次的风速

风向分布比较一致，风速比较接近，除９６ｍ高度相

对小一些以外，其他层次都非常接近，所以这样的环

境场层结风速垂直切变小，不利于台风登陆后的迅

图５　２０１２年８月６—９日风廓线雷达资料低层各层水平风速变化曲线

Ｆｉｇ．５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ｗｉｎｄｓｐｅｅｄｓ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ｌｅｖｅｌｓ

ｕｎｄｅｒ５００ｍｏｂｓｅｒｖｅｄｂｙｗｉｎｄｐｒｏｆｉｌｉｎｇｒａｄａｒ

图６　２０１２年８月６—９日风廓线雷达资料各高度层水平风速变化曲线

Ｆｉｇ．６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ｃｕｒｖｅｓｏｆ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ｗｉｎｄｓｐｅｅｄｉｎｅａｃｈｌｅｖｅｌ

ｂｙｗｉｎｄｐｒｏｆｉｌｉｎｇｒａｄａｒｄｕｒｉｎｇ６－９Ａｕｇｕｓｔ２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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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减弱。８日１３时前后开始，风速差距有所加大，９

日０２时之后，风速差距进一步拉大。

　　图７是风廓线雷达各高度垂直风速分布情况，

由图７可见，通常情况下，即便是 ＴＣ外围影响，

３０００ｍ以下各层的垂直风速都是比较小的，而且各

层之间也非常接近。从７日０７时开始，此时风廓线

雷达离“海葵”有４１９．６ｋｍ，到８日１６时离“海葵”

１２０．１ｋｍ，在这一时间段内上升速度有了跳跃性增

加，普遍达到４～６ｍ·ｓ
－１，个别时段超过了９ｍ·

ｓ－１。上升速度增加以后，各层的上升速度还是非常

接近。９日１５日前后，５００～２０００ｍ上空出现了向

下的垂直速度。

图７　２０１２年８月６—９日风廓线雷达资料各高度层垂直风速（单位：ｍ·ｓ－１）

Ｆｉｇ．７　Ｔｉｍｅｈｅｉｇｈｔ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ｗｉｎｄｓｐｅｅｄｏｂｓｅｒｖｅｄ

ｂｙｗｉｎｄｐｒｏｆｉｌｅｒａｄａｒｄｕｒｉｎｇ６－９Ａｕｇｕｓｔ２０１２（ｕｎｉｔ：ｍ·ｓ
－１）

４．３　凉帽山高塔气象资料

凉帽山高塔在“海葵”登陆之后强降雨的影响

下，有些数据出现了问题。我们对相对稳定的登陆

之前的资料进行了整理（图８）。从８月７日０６—２０

时每小时的分析，２０时到８日０３时２０分每１０ｍｉｎ

的分析，可以得到风速的跳跃性增强发生在７日１６

时前后，这和“海葵”主要增强时段非常匹配。之后

随着“海葵”的移近，风速还有加强，特别是登陆前１

～２ｈ，“海葵”强度强距离又近，所以风速是最大的

时候。另外风向的变化也很能说明首先每个时次各

个层次风向高度一致，风速非常接近，说明从３２０ｍ

以下垂直风切变非常小。“海葵”登陆前几个小时，

１６５～２３４ｍ的风速相对其他层次明显大一些，这对

于研究台风内部结构也是很好的观测事实。

　　图９是凉帽山高塔各高度层的分钟风速的时间

序列（朝南风杯数据部分出现了问题，所以统一选取

朝北的风杯资料），由图９可见，各层风速变化的趋

势基本一致，差别不大。６日０８时开始风速出现不

稳定，变化的区域增大，风速的迅速增大出现在７日

图８　２０１２年８月７日２０时至８日０３时２０分凉帽山高塔每１０ｍｉｎ的风场分析

Ｆｉｇ．８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ｗｉｎｄｐｒｏｆｉｌｅｏｂｓｅｒｖｅｄｆｒｏｍＬｉａｎｇＭａｏ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ｗｉｎｄｔｏｗｅｒ

ｆｒｏｍ２０：００ＢＴ７ｔｏ０３：２０ＢＴ８Ａｕｇｕｓｔ２０１２ｗｉｔｈ１０ｍｉｎｉｎｔｅｒｖ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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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９　２０１２年８月６日００时至８日０２时凉帽山高塔各高度分钟风速

（ａ）５７ｍ，（ｂ）８４ｍ，（ｃ）１６５ｍ，（ｄ）２３４ｍ，（ｅ）２８５ｍ，（ｆ）３２０ｍ

Ｆｉｇ．９　Ｔｉｍｅｓｅｒｉｅｓｏｆ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ｗｉｎｄｓｐｅｅｄｓ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ａｌｔｉｔｕｄｅｓｏｂｓｅｒｖｅｄｆｒｏｍＬｉａｎｇｍａｏ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ｗｉｎｄｔｏｗｅｒｆｒｏｍ００：００ＢＴ６ｔｏ０２：００ＢＴ８Ａｕｇｕｓｔ２０１２

（ａ）５７ｍ，（ｂ）８４ｍ，（ｃ）１６５ｍ，（ｄ）２３４ｍ，（ｅ）２８５ｍ，（ｆ）３２０ｍ

１３时之后，且波动区域也有明显增大。风速的最大

值各层次之间也非常接近。这一方面是因为台风的

移近，另外一方面也表明台风强度的增大，果然台风

４ｈ之后强度发展到了极盛。

５　小　结

“海葵”登陆前后，各种观测资料包括自动站（海

岛站）资料、风廓线雷达、凉帽山高塔资料都表明台

风强度强、范围大，而且环境场配制中低层各种风向

的风切变小。这些观测结果对于台风强度的确定，

进而预报风雨和灾情都是基础。

（１）台风进入近海或登陆前后，由于观测资料

的增加，强度的确定在使用Ｄｖｏｒａｋ技术的基础上，

还应该更多地考虑陆基探测资料，这样才能更加准

确地确定台风的强度，并做好风雨预报，为防灾减灾

提供更为准确的信息。

（２）由于各站点资料、风廓线资料、高塔气象梯

度观测虽不是海拔１０ｍ 的高度，但都是近地面

１０ｍ 的观测，从风场的垂直分布看，一定的海拔高

度对风速观测值的影响不是很大，所以可以综合地

运用各种探测资料。

（３）对于各种探测设备的布局和观测资料的研

究还需要做更多的设计和考虑。台风登陆相对集中

的区域探测设施应更加集中和立体。要增加１０ｍ

海拔高度的风资料探测设施。如何更好地分析、研

究凉帽山高塔等新设备资料用于预报和临近天气系

统的机理分析，是需要进一步展开的工作。

（４）目前台风定强主要还是使用Ｄｖｏｒａｋ技术，

特别是在远洋的时候。但是台风进入近海后，定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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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考虑近海增加的很多探测资料，会不会由于定

强方法的不一致而引起强度出现波动？如何使台风

在近海强度既能反映真实情况，又不致于和之前的

定强之间产生波动，是应该考虑和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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