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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利用中国气象局上海台风研究所最佳路径资料和ＮＥＣＰＦＮＬ１°×１°格点资料，分析了１３２３号强台风菲特（Ｆｉｔｏｗ）

登陆过程中环境条件、水汽和动能收支及其结构变化特征，研究其登陆后迅速消亡的原因。结果表明，“菲特”的消亡过程涉

及与中纬度高空槽及另一台风的相互作用。登陆前，“菲特”从中纬度高空槽的相互作用中获得斜压位能，并从与另一台风丹

娜丝（Ｄａｎａｓ）之间的偏东风低空急流中获得水汽输送，同时，高、低空急流的有利配置及较小的环境风垂直切变为其维持和发

展提供有利条件。“菲特”登陆后，一方面与台风丹娜丝之间的水汽通道断裂失去潜热能的供应，另一方面冷空气侵入到台风

中心，台风动能转化为斜压位能，同时高、低空风场配置加大其环境风的垂直切变，台风失去其结构特征而迅速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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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我国是台风登陆频率最高的国家之一，年均登

陆约７个。台风登陆后的维持时间关系到台风的影

响范围及其灾害防御。统计研究表明（魏娜等，

２０１３），登陆我国大陆台风的维持时间一般为２５ｈ，

长的可维持数天，短的仅几个小时。合成对比研究

表明（李英等，２００４），当一个台风登陆后，从其移动

趋势、与水汽通道的联结、与斜压锋区的关系和高空

流出气流等特征，可以初步判断其是长久维持还是

迅速衰减。不少研究（陈联寿等，２００４；许映龙等，

２００５；程正泉等，２０１２）表明，水汽输送和斜压能量对

台风在陆上的增强或维持有积极作用。台风登陆后

的下垫面也影响台风的维持时间。陆面摩擦是登陆

台风衰减的关键因子，但其也可通过影响边界层通

量分布影响台风强度（袁金南等，２００５；闫敬华等，

２００５）。而内陆大型湖泊和饱和湿地（Ｓｈｅｎｅｔａｌ，

２００２；李英等，２００５；Ｗｅｉｅｔａｌ，２０１３）可以为登陆台

风提供潜热通量以延长其陆上维持时间。可见影响

登陆台风维持的因子十分复杂。登陆维持时间短的

台风的影响一般不如长久维持的广泛和严重，但同

样也会引起严重灾害。１３２３号台风菲特（Ｆｉｔｏｗ）就

是这样的例子，以强台风强度登陆，在上海、浙江、江

苏南部引起了大暴雨，大于２５０、１００和５０ｍｍ的暴

雨面积分别为３．８、１２．２、１７．５万ｋｍ２。但衰减却十

分迅速，登陆后仅维持约１２ｈ（王海平等，２０１４；周

福等，２０１４）。

本文采用１°×１°水平分辨率的 ＮＣＥＰＦＮＬ格

点资料、中国气象局台风最佳路径资料和降水资料，

分析了台风菲特登陆后迅速衰亡的原因，包括其环

境条件、水汽和动能收支及其结构变化特征等方面，

为预报此类台风提供参考依据。

１　台风菲特概况

图１ａ和１ｂ显示２０１３年西折强台风菲特的强

度变化、路径和过程累计降水分布。“菲特”于２０１３

年９月２９日１２时（世界时，下同）在菲律宾以东洋

面生成，之后缓慢向偏北方向移动，１０月３日凌晨

加强为台风，１０月４日下午加强为强台风。１０月４

日晚，北上至我国台湾以东洋面后西折，向西偏北方

向移动。经过台湾以北洋面，于１０月６日１７：１５在

福建省福鼎市沙埕镇登陆，其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

４２ｍ·ｓ－１，最低气压９５５ｈＰａ。登陆后向西运动并

迅速减弱，于１０月６日１９时减弱为台风，２０时减

弱为强热带风暴，２１时减弱为热带风暴，７日０１时

在福建省建瓯市境内减弱为热带低压，０３时中央气

象台停止编号。可见台风菲特移近我国东部沿海至

登陆时刻持续强台风强度，但登陆后仅维持约１２ｈ，

图１　台风菲特中心海平面气压和最大风速的时间变化（ａ）以及

路径（右侧数据表示月／日／时）和过程累计降水（ｂ）

Ｆｉｇ．１　Ｔｉｍｅｓｅｒｉｅｓｏｆｍｉｎｉｍｕｍｓｅａｌｅｖｅｌ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ａｎｄｓｕｒｆａｃｅｍａｘｉｍｕｍｗｉｎｄ（ａ），

ａｎｄｔｈｅｔｒａｃｋｏｆＦｉｔｏｗ（ｎｕｍｂｅｒｓ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ｔｉｍｅ，ｍｏｎｔｈ／ｄａｙ／ｈｏｕｒ）

ａｎｄ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ｒａｉｎｆａｌｌ（ｓｈａｄｅｄ，ｕｎｉｔ：ｍｍ）（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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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间中心气压迅速上升了约４５ｈＰａ。而台风菲特

仍引发了强降水，其环流中心北面约５个纬距处有

大于５００ｍｍ的过程累计降水中心（阴影）。

２　大尺度环流背景

２．１　５００犺犘犪形势

台风菲特登陆前后的５００ｈＰａ环流形势（图２ａ

和２ｂ）显示，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６日００时台风菲特在西

太平洋副热带高压（以下简称副高）西南侧趋近我国

东部沿海，另一台风丹娜丝（１３２４，Ｄａｎａｓ）随其后在

副高南侧西行，相距约１５个经距，两台风北侧与副

高之间的强偏东气流相连。与此同时，亚洲中高纬

度有西风槽东移至１１０°Ｅ附近，槽底位于２８°Ｎ附

近。西进的副高与西风槽前高压脊叠加，导致副高

进一步西伸，台风菲特继续西行登陆福建，之后西风

槽继续东移并减弱北缩，副高东退，“丹娜丝”在副高

西侧偏南气流引导北上，其“菲特”之间强偏东风气

流断开，“菲特”与周围系统脱离逐渐孤立，之后消

亡。

在西风槽东移影响下，冷空气在对流层低层向

南扩散。图２ｃ和２ｄ显示相应时刻９２５ｈＰａ的风矢

量场和温度场（等值线，阴影显示气温＜２９４Ｋ的区

域），可见当台风菲特移到东海，冷空气已经影响到

沿海地区，６日００时已经进入台风外围环流，此时

台风中心仍为暖中心。外围冷空气影响有利于冷、

暖气团之间形成温度梯度，增加大气斜压位能。７

日０６时“菲特”登陆后，由于高空槽东移北缩，南下

冷空气强度有所减弱，但已经侵入到中心，台风中心

低层从暖心转为冷心控制，大气层结稳定，抑制台风

对流活动。

图２　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６日００时（ａ，ｃ，ｅ）和７日０６时（ｂ，ｄ，ｆ）台风菲特登陆前后的环流形势

（ａ，ｂ）５００ｈＰａ风矢量和高度场（等值线，单位：ｇｐｍ），（ｃ，ｄ）９２５ｈＰａ风矢量和温度场（等值线，

填色显示＜２９４Ｋ的区域）和（ｅ，ｆ）２００ｈＰａ强风矢量（箭头，≥２４ｍ·ｓ－１，

填色为散度≥２×１０
－５ｓ－１区域）和８５０ｈＰａ强风矢量（风向杆，风速≥１６ｍ·ｓ－１）的分布

（红色圆点代表台风中心位置）

Ｆｉｇ．２　Ｇｅｏ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ｈｅｉｇｈｔｆｉｅｌｄ（ｏｎｔｏｕｒ，ｕｎｉｔ：ｇｐｍ）ａｎｄｗｉｎｄｆｉｅｌｄ（ｖｅｃｔｏｒ，ｕｎｉｔ：ｍ·ｓ
－１）ａｔ５００ｈＰａ（ａ，ｂ），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ｆｉｅｌｄ（ｃｏｎｔｏｕｒ，ｓｈａｄｅｄａｒｅａｓｈｏｗｓｒｅｇｉｏｎｗｉｔｈ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２９４Ｋ）ａｎｄｗｉｎｄｆｉｅｌｄ（ｖｅｃｔｏｒ，

ｕｎｉｔ：ｍ·ｓ－１）ａｔ９２５ｈＰａ（ｃ，ｄ），ａｎｄｗｉｎｄｆｉｅｌｄａｔ２００ｈＰａ（ｖｅｃｔｏｒ，≥２４ｍ·ｓ－１，

ｓｈａｄｅｄａｒｅａｓｈｏｗｓｒｅｇｉｏｎｗｉｔｈｄｉｖｅｒｇｅｎｃｅ≥２×１０
－５ｓ－１）ａｎｄａｔ８５０ｈＰａ（ｓｈａｆｔ，≥１６ｍ·ｓ－１）（ｅ，ｆ）

（ａ，ｃ，ｅ）００ＵＴＣ６Ｏｃｔｏｂｅｒ２０１３，（ｂ，ｄ，ｆ）０６ＵＴＣ７Ｏｃｔｏｂｅｒ２０１３

（Ｒｅｄｄｏｔ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ｄｔｈｅ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ｙｐｈｏ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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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高、低空环流

由于西风槽和台风丹娜丝的影响，“菲特”受到

高、低空急流的共同作用。图２ｅ和２ｆ给出２００ｈＰａ

强风场（矢量箭头，≥２４ｍ·ｓ
－１）和８５０ｈＰａ强风场

（风向杆，≥１６ｍ·ｓ
－１）以及２００ｈＰａ散度场（填色，

≥２×１０
－５ｓ－１）。可以看出，登陆前（图２ｅ）台风菲

特和丹娜丝北侧低层为副高南侧的偏东风急流控

制，这支偏东风向西汇入“菲特”环流，此时２００ｈＰａ

高空也存在一支槽前的西南风高空急流，台风菲特

处于高空急流入口右侧。高空急流有利于台风上空

气流流出，形成强的流出辐散（填色），而低空急流不

仅将洋面上水汽向西输送到台风菲特，还加强了“菲

特”的低层辐合。“菲特”上空高、低空急流均有利于

其加强和维持。随着“菲特”西行登陆以及“丹娜丝”

向北移动（图２ｆ），高空急流也有所北缩，其入口区

右侧较强辐散相对于台风中心偏北，台风上空的辐

散明显减弱。而同时两台风之间偏东风低空急流断

开，“菲特”水汽通道被阻断。“菲特”失去了有利于

其发展的高、低空急流配置环境。

２．３　水平风垂直切变

水平风的垂直切变（ＶＷＳ）是影响台风发展的

一个重要因子。一般认为强垂直切变对热带气旋

（ＴＣ）强度具有抑制作用，弱垂直切变有利于ＴＣ暖

心结构，从而有利于 ＴＣ维持和发展。研究表明，

ＶＷＳ对台风内核区结构和台风强度变化具有较大

的影响 （Ｆｒａｎｋｅｔａｌ，１９９９；Ｃｈｅ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６；Ｂｒａｕｎ

ｅｔａｌ，２００７，高栓柱等，２０１２）。最近Ｚｅｎｇ等（２０１０）

统计北大西洋台风强度与 ＶＷＳ关系指出，台风强

度变化一般与ＶＷＳ呈负相关。

以台风菲特中心为中心选取８个经纬距范围作

为台风区域，计算区域平均的２００与８５０ｈＰａ纬向

风之差代表台风环境风垂直切变，时间从２０１３年

１０月４日００时至８日００时。这里台风最佳路径

记录仅到７日０６时，为了比较登陆后台风菲特的条

件变化，记录结束之后的台风中心位置根据其残余

低层环流中心定出（下同）。图３ａ显示台风菲特垂

直剖面各层水平风矢量和风速分布，１０月４—６日

是台风菲特趋近东海发展维持阶段，对流层低层可

见逐渐增强的偏东风，同时高层２００ｈＰａ附近偏南

风增强，它们分别与副高南侧低空急流的建立和台

风菲特移近槽前高空急流有关。在此过程中

（图３ｂ），水平风垂直切变保持较低值，维持在

４ｍ·ｓ－１ 左右，台风菲特临近登陆时（６日１２时），

垂直切变明显增强，７日００时增大至１１ｍ·ｓ－１，这

对台风维持不利。此时高空偏南气流与低空偏东气

流之间形成的垂直切变方向指向东北，有利于对流

运动在台风中心北侧发展。台风菲特环境风垂直切

变的增大与其登陆前后环流衰减，而其北侧仍保留

较大的高、低层风有关（图２），这种不对称分布造成

了台风区域高、低层平均纬向风的差异增大，使垂直

切变增强。虽然登陆后垂直切变又迅速减弱，但台

风结构已被破坏，这将在第四部分进一步阐述。

图３　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４日００时至８日００时

（ａ）台风区域平均的水平风矢量和风速

（等值线，单位：ｍ·ｓ－１）垂直分布

以及（ｂ）环境风垂直切变的时间演变

Ｆｉｇ．３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ｗｉｎｄ

ｖｅｃｔｏｒａｎｄｓｐｅｅｄ（ｃｏｎｔｏｕｒ，ｕｎｉｔ：ｍ·ｓ
－１）（ａ），

ａｎｄｔｉｍｅｓｅｒｉｅｓｏｆ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ｗｉｎｄｓｈｅａｒ（ｂ）

ｄｕｒｉｎｇ００ＵＴＣ４ｔｏ００ＵＴＣ８Ｏｃｔｏｂｅｒ２０１３

　　上述分析表明，台风菲特登陆过程中与中纬度

高空槽以及另一台风发生相互作用。登陆前，台风

菲特从与另一台风之间的偏东风低空急流中获得水

汽输送，同时，高低空急流的配置以及较小的环境风

垂直切变，也有利于台风对流运动的维持和发展。

登陆后，台风菲特水汽通道断裂，冷空气侵入台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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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高低空风场配置加大环境风垂直切变，均不利于

台风维持。

３　台风菲特的水汽输送和动能收支

台风登陆后，下垫面海洋转为陆面，其是否继续

获得水汽供应至关重要。同时，台风趋近中高纬度

西风槽区时若能获得斜压位能的转换，也能减缓衰

减，维持其强度。下面对“菲特”的水汽和动能收支

进行诊断分析。

３．１　水汽输送

图４给出台风区域４个侧边界（垂直高度１０００

图４　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５日００时至７日１８时

台风菲特４个侧边界平均的水汽通量

（ａ，单位：ｇ·ｓ
－１·ｈＰａ－１·ｃｍ－１）以及

各侧边界平均水汽通量（ｂ）的时间演变

（黑色实线为总水汽通量，方块虚线为西边界值，

圆圈虚线为南边界值，实心方块点线为东边界值，

圆点点线为北边界值）

Ｆｉｇ．４　Ｔｉｍｅｓｅｒｉｅｓｏｆ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ｍｏｉｓｔｕｒｅ

ｆｌｕｘ（ｕｎｉｔ：ｇ·ｓ
－１·ｈＰａ－１·ｃｍ－１）ａｖｅｒａｇｅｄｏｎｆｏｕｒ

ｌａｔｅｒａｌｂｏｕｎａｒｉｅｓ（ａ）ａｎｄａｖｅｒａｇｅｄ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ｌｙ

ａｔｅｖｅｒｙｌａｔｅｒａｌｂｏｕｎａｒｙ（ｂ）ｄｕｒｉｎｇ００ＵＴＣ５ｔｏ

１８ＵＴＣ７Ｏｃｔｏｂｅｒ２０１３

（Ｂｌａｃｋｓｏｌｉｄｌｉｎｅ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ｔｈｅｗｈｏｌｅｍｏｉｓｔｕｒｅｆｌｕｘ，ｂｒｏｋｅｎｌｉｎｅ

ｗｉｔｈｂｏｘ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ｍｏｉｓｔｕｒｅｆｌｕｘｆｒｏｍｗｅｓｔｂｏｕｎａｒｙ，ｂｒｏｋｅｎｌｉｎｅ

ｗｉｔｈｃｉｒｃｌｅｉｓｔｈｅｏｎｅｆｒｏｍｓｏｕｔｈｂｏｕｎａｒｙ，ｄａｓｈｅｄｌｉｎｅｗｉｔｈｂｌｏｃｋ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ｍｏｉｓｔｕｒｅｆｌｕｘｆｒｏｍｅａｓｔｂｏｕｎａｒｙ，ａｎｄｄａｓｈｅｄｌｉｎｅｗｉｔｈ

ｄｏｔｄｅｎｏｔｅｓｔｈｅｏｎｅｆｌｕｘｆｒｏｍｎｏｒｔｈｂｏｕｎａｒｙ）

～２００ｈＰａ）平均的水汽通量（犞狇／犵，狇为比湿，犞 为

风矢量，流入台风区域为正）时间演变。可以发现，

台风趋近大陆过程中，从侧边界获得了水汽供应，

７００ｈＰａ以下可见正的水汽通量区域，并在６日１２

时出现最强水汽通量中心。这与台风菲特北侧与

“丹娜丝”偏东风低空急流相连、水汽汇入增强有关。

随着“丹娜丝”北上，台风菲特的偏东风急流迅速减

小，水汽通道被断开，侧边界水汽流入量明显减少。

同时台风菲特下垫面从海洋逐渐转为陆地，其水汽

来源趋于断绝。从４个侧边界的贡献来看，西界（方

块虚线）和南界（圆圈虚线）除了在６日００时至７日

００时之间有微弱水汽流入（正值）外，其余时间均基

本为水汽流出，而东边界（方块点线）和北边界（圆点

点线）基本为正值，尤其是东边界的水汽流入尤为显

著，登陆前其量值大约是北界的两倍，于６日１２时

达到最强，成为台风菲特总水汽量收入（实线）的主

要贡献项。台风菲特登陆后东界水汽流入迅速减

少，尽管北界流入有所增加，但总水汽流入量也明显

减少，趋于０值。说明偏东低空急流对台风菲特水

汽输送至关重要。

３．２　动能收支

采用准Ｌａｇｒａｎｇｅ坐标系考察台风的动能变化，

方程如下：



狋
犓 ＝－犞ＴＣ·犓－ω

犓

狆
－犞ＴＣ·Φ－犇

（１）

式中，动能犓＝
狌２＋狏２

２
，重力位势Φ＝犵×狕。平流项

中的速度犞ＴＣ＝犞－犆，其中犆为台风系统的移动速

度，犞为水平全风速。方程左边为台风动能的局地

变化项，右边分别为动能的水平平流项，垂直交换

项，动能制造项和摩擦耗散项。

图５给出台风菲特区域平均动能各项的垂直时

间演变。可以看出，台风菲特进入东海后动能的局

地变化为正（图５ａ），台风获得动能，６日１２时之后，

即台风登陆后，台风上空几乎整层转为负值，并在对

流层中低层出现－３×１０－３ ｍ２·ｓ－３的强负值中心，

说明台风动能减少。从动能局地变化各贡献项来

看，水 平平 流项在 对流 层低 层和高 层 为 负 值

（图５ｂ），４００ｈＰａ附近中层为正值，整层平均为负贡

献。垂直运动项使台风低层失去动能（图５ｃ），中高

层获得动能，以正贡献为主。动能制造项（图５ｄ）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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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００ｈＰａ以下对流层低层具有很强的正值，尤其在

台风登陆及以前，６日１２时以前动能制造的贡献达

到２０×１０－３ｍ２·ｓ－３。２００ｈＰａ以上高层为弱的正

值，其余对流层中层为负值，６日１２时出现强负值

中心，为－９×１０－３ｍ２·ｓ－３。摩擦耗散（图５ｅ）体现

摩擦效应和次天气系统的作用，其作为余差求出，也

包括了计算误差。其表现为低层耗散台风动能，中

高层则为较弱的正值区，登陆后耗散层增厚，可至

５００ｈＰａ高度以上。以上动能收支各项量级相同，

动能制造项较强于其他各项。综合各项贡献，台风

在登陆期间低层动能耗散一方面是由于下垫面摩

擦，水平平流以及垂直运动的作用，同时动能的主要

源项即动能制造项却明显减弱。中高层的动能耗散

主要是动能制造项和平流项的负贡献。可以看出，

动能制造项对台风菲特的维持至关重要，登陆前对

流层低层冷空气与等压线形成力管，斜压位能可转

换为台风动能，登陆后冷空气逐渐填塞台风中心，其

区域层结稳定，台风动能转化为位能。

图５　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５日００时至７日１８时台风动能方程各项（单位：１０－３ｍ２·ｓ－３）的垂直时间演变图

（ａ）局地变化项，（ｂ）水平平流项，（ｃ）垂直交换项，（ｄ）动能制造项，（ｅ）摩擦耗散项

Ｆｉｇ．５　Ｔｉｍｅｓｅｒｉｅｓｏｆｅｖｅｒｙｔｅｒｍｉｎｋｉｎｅｔｉｃｅｎｅｒｇｙｂｕｄｇｅｔ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ｕｎｉｔ：１０
－３ｍ２·ｓ－３）

ｄｕｒｉｎｇ００ＵＴＣ５ｔｏ１８ＵＴＣ７Ｏｃｔｏｂｅｒ２０１３

（ａ）ｌｏｃａｌ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ｔｅｒｍ，（ｂ）ｈｏｒｉｚｉｏｎａｌａｄｖｅｃｔｉｏｎｔｅｒｍ，（ｃ）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ｔｅｒｍ，

（ｄ）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ｒｅｓｉｄｕａｌｔｅｒｍｓ

４　台风菲特迅速衰亡的结构特征

从台风菲特登陆后的环境条件来看，其水汽供

应、动能收支以及环境风垂直切变都不利于其维持。

但台风消失还与其结构特征的丧失有关。

图６为过台风中心相当位温和垂直流场（用狏

与－１０×ω 制作）的经向垂直剖面。可以看出，

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６日１２时，台风中心上空具有弱下沉

气流，对流层高层、低层相当位温线分别有向下、上

伸的暖舌，表现出台风的暖中心。台风中心两侧约

１个纬距处相当位温线陡立密集区域上升运动显

著，对应台风眼壁区。两侧再向外围６００ｈＰａ高度

附近各有一干冷中心，垂直上升和下沉运动交替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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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体现了螺旋云带区的结构特征。登陆后，２０１３

年１０月７日０６时，由于冷空气侵入，台风中心上空

低层出现了干冷中心，眼壁区密集陡立的相当位温

线消失，原眼壁区至台风眼区均为下沉气流控制。

仅在台风中心北侧、环境风垂直切变的下风方４～５

纬距处还有较弱上升运动，对应着台风北部的降水

区域。但台风的典型结构特征消失。

图６　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６日１２时（ａ）和７日０６时（ｂ）过台风中心相当位温（单位：Ｋ）和

垂直流场（用狏与－１０×ω制作，狏单位：ｍ·ｓ－１，ω单位：Ｐａ·ｓ－１）的经向垂直剖面

（横坐标０为台风中心，正为向北，负为向南，一个单位为一个纬距）

Ｆｉｇ．６　Ｍｅｒｉｄｉｏｎａｌ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ｓｅ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ｕｎｉｔ：Ｋ）ａｎｄ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ｓｔｒｅａｍ

（ｍａｄｅｗｉｔｈ狏ａｎｄ－１０ω，狏ｕｎｉｔ：ｍ·ｓ－１，ωｕｎｉｔ：Ｐａ·ｓ－１）ａｃｒｏｓｓｔｙｐｈｏｏｎｃｅｎｔｅｒ

［０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ｔｈｅ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ｙｐｈｏｏｎｃｅｎｔｅｒ，ｔｈｅｖａｌｕｅｓｓｈｏｗｌａｔｉｔｕｄｉｎａｌｄｅｇｒｅｅ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ｃｅｎｔｅｒ，

ａｎｄ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ｏｎｅｓ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ｓｏｕｔｈ）］

５　结　论

２０１３年２３号台风菲特是个登陆后迅速消失的

台风，通过环境条件、水汽和动能收支以及结构变化

特征的分析，对其迅速消亡原因获得以下认识：

台风菲特登陆过程涉及其与中纬度西风槽以及

另一台风丹娜丝相互作用。登陆前，“菲特”一方面

从与台风丹娜丝之间的偏东风低空急流中获得水汽

输送，另一方面从斜压系统中获得动能转换，同时，

高、低空急流的配置以及较小的环境风垂直切变有

利于台风的维持和发展。台风菲特登陆后，一方面

水汽通道断裂失去了外界潜热能的供应，另一方面

冷空气侵入台风中心，台风动能转化为斜压位能，同

时，高、低空风场配置加大环境风垂直切变，台风失

去其结构特征而消亡。

分析表明，不利于台风菲特维持的因素很多，但

在外界水汽供应断绝的情况下，冷空气侵入台风中

心是其丧失结构特征迅速消亡的主要原因。吴雪等

（２０１３）分析超强台风梅花（１１０９）强度异常减弱的成

因指出，冷平流从低层侵入台风中心，破坏台风结

构，阻碍热量向上输送，是其异常减弱的主要原因。

值得注意的是，台风迅速消亡过程也是其北部浙江

附近发生严重降水的过程。本文研究发现，强强降

水通过平流项消耗台风动能，同时降水区垂直运动

的发展，造成台风结构不对称，这都不利于台风菲特

的维持。但两者的关系尚需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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