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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利用常规气象观测资料、ＮＣＥＰ／ＮＣＡＲ１°×１°的月平均再分析资料、ＮＯＡＡ卫星观测的ＯＬＲ资料和中国气象局台

风年鉴资料，对２０１４年８月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无ＴＣ生成的原因进行了诊断分析，结果表明：极地冷空气南侵，造成８月上中

旬副热带高压偏东偏南，下旬冷空气减弱，副热带高压偏西偏南，致使副热带高压南侧偏东信风与赤道西风的汇合区位置异

常偏南；马斯克林高压偏弱，导致索马里急流和东印度洋越赤道气流也弱，印度半岛中低层季风低压或季风槽极其不活跃。

澳大利亚高压路径偏东或偏西和势力偏弱，则南海南部越赤道气流亦弱。８月上中旬台风主要源地的海表温度明显偏低，不

能酿成低层高温高湿的大气；月内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大气的对流活动很弱，层结较稳定、风速垂直切变大，均不利于ＴＣ发生

发展。在南海到菲律宾以东洋面低层为弱的正涡度区和负散度区，有辐合上升运动，但垂直速度很小，不能满足ＴＣ尺度的环

流发生和发展；南亚高压和副高南侧东风扰动造成对流层高层为弱上升区，不能形成高空辐散机制，不利于上升气流维持和

加强。故此，８月在异常偏南的ＩＴＣＺ中生成的４个热带扰动最终均未能发展成台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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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夏秋季在热带海洋上经常产生一种强烈涡旋，

通称热带气旋（ＴＣ，以下简称台风），对西北太平洋、

南海和孟加拉湾影响最大，而西北太平洋又是全球

台风发生频数最高海域。在亚洲我国是受台风袭击

最多的国家，从海南岛到辽东半岛这个广阔沿海地

区均在台风袭击范围之内；我国内陆的大部省（区、

市）也都受到深入内陆的台风袭击。当台风移近大

陆和登陆后，可带来狂风暴雨及风暴潮灾害，严重的

可酿成巨灾。像近年强台风云娜、强热带风暴碧利

斯、超强台风龙王和桑美等均造成人民生命财产巨

大损失。如“桑美”给浙闽交界沿海地区带来毁灭性

的破坏，大量进港避风的渔船损坏沉没，数百人罹

难，是１９９６年以来登陆台风中因大风造成伤亡最惨

重的一个台风，直接经济损失达１９６．５８亿元。因

此，探讨台风的基本特征，进而准确预报台风一直是

大气科学中的重要课题。

近些年来，在台风研究和预报上取得了明显进

展，对台风形成原因、演变过程、内部结构、强度变

化、移动路径和数值模拟以及预报等方面都取得了

不少有益成果。研究认为：对于台风的预报和预警，

路径预报是基础，只有在路径预报准确条件下，人们

才可能对强风暴雨和风暴潮发生的地点做出准确的

判断，才能有效地采用趋利避害的措施，减少损失

（伍荣生，２００７）。强度是决定台风潜在灾害影响力

的重要因子，而强度变化是台风研究中另一关键问

题。台风强度变化成果主要包括台风发生发展和最

大强度；行星涡度梯度、环境均匀流、垂直切变以及

台风外流与环境流的相互作用对台风强度的影响和

物理机制（端义宏等，２００５）。目前，我国已初步建成

了以气象卫星、多普勒天气雷达、地面自动气象观测

站为基础的对台风进行全方位监测的综合探测体

系，促使我国台风数值预报模式和技术得到极大发

展（许映龙等，２０１０；占瑞芬，２００９；袁金南等，１９９７；

周文友等，２０１２；智协飞等，２０１５；Ｈｅｅｔａｌ，２０１５），大

大提高了我国台风业务的预报能力。如２０１２年台

风２４ｈ平均路径预报误差首次低于１００ｋｍ，２０１３

年减小到８２ｋｍ（张玲等，２０１４）。但台风研究领域

还存在许多尚待探讨的问题，像路径异常、强度突变

的台风预报问题；近几年气象界热烈争论的在全球

变暖的背景下，台风活动将会出现怎样变化的问题；

很早就受到气象学者高度关注的台风生成问题。由

于海洋观测资料稀少，该问题成为ＴＣ研究领域中

最为困难和最具挑战性的课题。多年来，气象学者

对台风发生发展的条件进行了许多研究，得到不少

关于台风发生发展的环境条件和判据，主要研究针

对环境场特征、大尺度天气过程和卫星云图分析等

方面（Ｋａｓａｈａｒａ，１９５４；Ｙａｎａｉ，１９６１；范惠君等，１９７４；

曹晓岗等，２０１２；李崇银，１９８３；刘裕禄等，２００９）。虽

然台风发生发展的理论目前尚不成熟，但在台风发

生的条件中，其中有四个大家看法是一致的，这些条

件是：在低空原先要有一个扰动存在；暖的洋面；生

成位置在５°以外；在整个对流层风速垂直切变要小

（陈联寿等，１９７９）。近些年来，随着探测手段和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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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条件的改善和提高，气象学者从不同的时空尺

度上对台风生成机理做了大量探索，已取得了许多

重要的成果。张庆红等（２００８）详细综述了近５０年

来国内外ＴＣ生成的气候背景场、扰动源、触发机制

和西北太平洋ＴＣ生成特点以及我国ＴＣ生成研究

现状。张文龙等（２０１３）对ＴＣ生成的环境条件、大

尺度扰动源、重要物理机制和ＴＣ生成期的定义等

方面，较系统总结了国内外关于ＴＣ生成相关研究

的主要进展，特别是近年来关于ＴＣ生成过程中多

尺度相互作用的研究新成果。他们均提出当前ＴＣ

生成中亟需研究的一些科学问题，认为研究台风的

生成规律具有重要意义，也是近年气象学研究的热

点之一，并指出台风生成的不少条件至今尚未有完

全一致的看法，因此，台风的生成问题仍需进一步探

讨。

２０１４年８月在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没有一个ＴＣ

形成，开创了历史上８月无ＴＣ生成的先例。本文

利用常规气象观测资料、ＮＣＥＰ／ＮＣＡＲ１°×１°的月

平均再分析资料、ＮＯＡＡ卫星观测的ＯＬＲ资料和

中国气象局台风年鉴资料，对２０１４年８月西北太平

洋和南海无ＴＣ生成的原因进行了诊断分析，讨论

中高纬环流形势演变对低纬环流、西太平洋副热带

高压的影响，进而影响ＴＣ的形成；同时探讨季风环

流、ＳＳＴ、ＯＬＲ、越赤道气流等低纬天气系统和气象

因子与ＴＣ形成的关系，揭示低纬海洋上无ＴＣ发

生的天气学条件，为今后预报ＴＣ发生发展提供一

些有参考价值的信息。

１　２０１４年８月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台

风活动概况

　　从１９５１—２０１４年逐月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台风

生成及登陆我国频数图（图１）可看出，６４年逐月中

平均７、８、９、１０月４个月ＴＣ发生频数较多，分别为

４．０３、５．６５、５．０３和３．８１个，其他月份均在２．８个

及以下，尤以８月５．６５个为最多，表明盛夏８月是

濒临我国低纬海洋上台风生成最多的月份。而在我

国沿海登陆较多台风是在７、８、９月３个月，登陆个

数分别是１．８８、１．８９、１．７７个，在这６４年中的８月

只有１９８３、２０１０、２０１４年无台风登陆我国。由此可

见，每年８月是低纬海洋上台风活动最为频繁，也是

台风登陆我国、影响最为严重的月份。

图１　１９５１—２０１４年逐月西北太平洋和

南海台风生成及登陆我国频数

Ｆｉｇ．１　Ｔｈｅｍｏｎｔｈｌｙ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ｏｆＴＣ’ｓ

ｇ 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ｅｒｎＰａｃｉｆｉｃａｎｄ

ＳｏｕｔｈＣｈｉｎａＳｅａ，ａｎｄｉｔｓｌａｎｄｉｎｇｉｎ

Ｃｈｉｎａｄｕｒｉｎｇ１９５１－２０１４

　　但２０１４年８月却出现了异常情况，该年７月

２９日上下午在菲律宾以东洋面上分别生成１４１１号

超强台风夏浪和１４１２号强热带风暴娜基莉。此后，

从７月３０日至９月６日共３９ｄ在西北太平洋和南

海再也没有台风发生，开创了８月无台风形成的气

象纪录。“夏浪”生成后西北行，于８月１０日凌晨登

陆日本四国高知县沿海，然后转向东北方向移去。

“娜基莉”生成后偏北移，并在近海转向，减弱为热带

低压。１４１３号超强台风吉纳维芙是８月７日从东

北太平洋移进西北太平洋后西北移，于１２日早上在

日本国以东洋面变成热低压。值得一提的是８月

２８日上午在北部湾海面上生成一热带低压，中心最

大风力有１６ｍ·ｓ－１，仅４ｈ后就在越南海防市和太

平市交界沿海登陆。这４个ＴＣ８月在西北太平洋

或南海短暂活动过，但就其生成而言，“夏浪”和“娜

基莉”均生成于７月，“吉纳维芙”是源于东太平洋，

北部湾生成的是热带低压。由此，２０１４年８月西北

太平洋和南海没有一个中心风力达到８级的热带风

暴形成，故也没有ＴＣ在我国沿海登陆。

２　２０１４年８月低纬海洋上无ＴＣ生

成的原因分析

２．１　中高纬环流形势变化对副高的影响

从２０１４年８月北半球５００ｈＰａ月平均位势高

度（图２ａ）及距平图（图２ｂ）上可看到 ，８月北半球

５００ｈＰａ极涡一分为二，两个中心分别位于西伯利

亚以北的喀拉海和加拿大北部的斯沃德鲁普群岛，

尤以亚洲西北部沿岸的极涡强盛，有－１２ｄａｇｐｍ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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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中心与之对应，加拿大北部的极涡较弱。在乌拉

尔山到西西伯利亚平原为一高压脊区，对应有４

ｄａｇｐｍ距平区，表明此高压脊较强。从亚洲西北部

强极涡中不断有冷空气沿脊前南下侵入我国。致使

西北太平洋副热带高压（以下简称副高）脊线位于

２５°Ｎ、西脊点在１２０°Ｅ附近，较之多（９个）台风生成

的２００４年８月副高脊线在３１°Ｎ，西脊点在１３５°Ｅ，

位置明显偏南６个纬度、偏西１５个经度，且日本国

东南部的副高持续偏强，配合有中心＞３ｄａｇｐｍ正

距平区；带状副高的南界在１２°Ｎ附近。

图２　２０１４年８月北半球５００ｈＰａ月平均位势高度（ａ）及距平（ｂ）（单位：ｄａｇｐｍ）

Ｆｉｇ．２　Ｍｏｎｔｈｌｙａｖｅｒａｇｅｇｅｏ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ｈｅｉｇｈｔ（ａ）ａｎｄｔｈｅａｎｏｍａｌｙ（ｂ）ａｔ

５００ｈＰａｏｖｅｒ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ＨｅｍｉｓｐｈｅｒｅｉｎＡｕｇｕｓｔ２０１４（ｕｎｉｔ：ｄａｇｐｍ）

　　月内西风带环流和天气系统对副高的影响具体

可分成１—５日、６—１０日、１１—１７日和１８—３１日共

４个时段：１－５日，在５００ｈＰａ上欧亚中高纬度为一

脊一槽经向环流型，贝加尔湖到我国东北地区较强

冷涡中的强冷空气南下及与从东海、黄海转向的“娜

基莉”均阻止副高西伸加强，两环块状副高在日本国

以东洋面上空。６—１０日，欧亚中高纬环流调整为

两槽两脊经向型，巴尔喀什湖附近新建一长波槽，此

槽东移向南加深，促使上述冷涡减弱成低槽并向北

收缩，槽后的正变高并进副高中，副高短暂西伸加

强，但低槽中冷空气和“夏浪”环流的作用，副高又东

退到日本国以东洋面上。１１日后，低槽明显减弱东

移，槽后高压脊中的正变高并到副高中，副高从日本

国东部于１５日伸至中南半岛东部达最西。此后，巴

尔喀什湖附近又有一低槽发展，导致上述减弱的低

槽重新发展，槽中冷空气使副高东退到东海以东洋

面上。１８—３１日，欧亚中高纬环流变成纬向型，副

高一直西伸到我国西南地区东部，脊线位于２５°Ｎ

附近、南界在１４°Ｎ，位置明显偏南。综述，１７日前

副高主体在日本国以东洋面上空，有西伸加强的短

时变化；１８—２０日其位于菲律宾以东洋面，２０日以

后副高主体分布在我国江南、华南、南海及以东洋

面，但位置明显偏南偏西、强度偏强。月内副高活动

状况与多台风的２００４年８月以及申松林等（２０１０）

研究西北太平洋台风频数年际和年代际异常多的副

高位置偏北偏东、强度偏弱的结果相反，则不利于西

北太平洋和南海的ＴＣ发生发展。

台风的发生频数和发展强弱、发展方式等都与

副高活动有关。在副高脊线以南流行偏东信风，在

西太平洋上这支气流强而多变，其东西进退和南北

扩展对台风发生发展有重要影响。这种影响是通过

ＩＴＣＺ变化来体现的。ＩＴＣＺ是南北两半球信风气

流形成的辐合区，它可分为多台风发生（２００４年）的

季风槽和少台风的信风槽不同特征两类。季风槽是

西南季风与偏东信风之间的辐合区，主要出现在南

亚、东南亚和西太平洋，是西太平洋和南海大多数台

风的发源地。２００４年８月北半球季风槽显著北进

和发展，它穿过阿拉伯半岛南部、经南亚北部、南海

北部到西太平洋，呈西北—东南走向，在印度半岛最

北。位于１５°～２２°Ｎ、１２０°～１５０°Ｅ菲律宾以东的季

风槽最为活跃，由于南北半球气流的强烈相互作用，

在季风槽区水平切变大的地方出现一些气旋性涡旋

环流，相应有大面积云团，在卫星云图上常有一条东

西向的稠密云带，台风最易从辐合区云带北缘的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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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扰动发展而成，并且常有几个扰动同时或相继发

展成台风，９个台风就发生在这里。然而，２０１４年８

月上中旬，因副高主体偏东偏强，在太平洋中东部是

由来自两半球的东北和东南信风组成的信风槽，这

是一种不活跃的辐合区，其中发生的台风很少。由

于在西太平洋地区中低层的副高南侧盛行一支东北

信风，而西南季风较弱，只限于中南半岛一带，它与

副高南侧的东风辐合区位于南海，辐合区即弱又偏

西，没有台风产生；而在菲律宾以东地区赤道附近为

一支来自西半球的弱信风气流（东北和东南风）间的

汇合线（图３），辐合区中云系面积很小，分布散乱，

它们的卷云砧在高空东风影响下向西或西南方扩

展。陈联寿等（１９７９）指出此类型台风多由东风波或

高空冷涡发展而成。而此间中低层无东风波和高层

无高空冷涡活动，故此也没有ＴＣ发生。８月下旬，

因强大副高位置偏西、偏南，阻挡了弱的热带季风向

东、向北涌进，赤道西风与副高南侧偏东信风只在南

海至菲律宾东南部洋面上１０°～１５°Ｎ、１１０°～１３０°Ｅ

之间建立一季风槽，这与多台风季风槽的东端伸至

１５５°Ｅ以东相差甚远；说明此季风槽水平尺度很小，

且槽区位置南、范围狭窄、东西两支气流弱、水平切

变小 ，不利于 ＴＣ产生。而在２７日副高西南侧和

南亚的偏南气流加强，促使南海西南部海面上新生

一热带云团，并移进北部湾，强度有所加强，因时空

条件受限，仅几个小时，该云团消亡。促成２０１４年

８月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无ＴＣ发生。

图３　２０１４年８月７００ｈＰａ流线图

Ｆｉｇ．３　Ｍｏｎｔｈｌｙａｖｅｒａｇｅｄｓｔｒｅａｍｌｉｎｅ

ｄｉａｇｒａｍａｔ７００ｈＰａｉｎＡｕｇｕｓｔ２０１４

　　相比之下，季风槽是由西南季风与偏东信风形

成，槽中风速甚小，但有明显的气旋性切变，辐合区

中有许多大范围的云系和云团。其中一些具有螺旋

结构，热带扰动活跃，多台风生成。信风槽由东北信

风和东南信风形成，主要表现为一条气流辐合渐近

线，气旋性切变不明显，槽中云系比较稀疏，信风逆

温抑制对流云发展，热带扰动不活跃，台风发生甚少

或无台风发生。

２．２　西南季风对热带气旋形成的影响

每年７—９月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台风发生最多，

这与该地区季风槽活跃密切相关。常年８月季风槽

位于喜马拉雅山南面，槽西东端在巴基斯坦和孟加

拉湾北部，季风低压大多向西或西北方向移动。槽

南端的西南低空急流分裂后，北支从副高西侧进入

我国大陆；南支沿季风小槽进入南海，与副高南侧的

偏东信风形成ＩＴＣＺ，槽中云系发展形成台风。而

２０１４年８月印度次大陆中低层季风槽极其不活跃。

１—１０日，在５００ｈＰａ上季风低压环流位于印度半

岛中部到巴基斯坦南部一带，于３日在喜马拉雅山

南部建立一５８４ｄａｇｐｍ闭合环流中心，４日环流中

心有所加强。此后，中心环流减弱消失，而低压中心

西移至印度西北部，其南侧的西风沿副高西侧向东

北方推进到我国长江流域一带，南海到菲律宾以东

洋面被西进副高南侧的偏东信风所占据，不能建立

ＩＴＣＺ，故无台风发生。１１—２０日，５００ｈＰａ上季风

槽消失后，在７００和８５０ｈＰａ上印度半岛仍然存在

季风槽，低槽中心在喜马拉雅山南部，槽前的西南气

流和偏西气流同我国长江中下游地区北部的东风形

成的切变辐合区在江南、华南一带。１１—１３日，南

海南部越赤道气流在１１５°～１２５°Ｅ向北推进，但强

度较弱，与南落副高南侧的偏东风之间在菲律宾以

东洋面上形成一扰动，该扰动在西移中由于无强西

南气流的热量和动量向扰动中输送，其在１６—１７日

穿过菲律宾时减弱消失，未能形成风暴。２０日以

后，副高西伸控制南海和西北太平洋，其南界在

１０°Ｎ附近；印度半岛和阿拉伯海一带季风变化不

大，并２１日在５００ｈＰａ上该地区建立一闭合环流季

风槽，于２５日原地减弱消失。值得一提的是，２０日

开始，南海南部越赤道气流有一次明显加强过程，

８５０ｈＰａ上西南风速为６～８ｍ·ｓ
－１，与位置偏西偏

南副高南侧的偏东信风之间在南海到菲律宾东南部

建立一弱ＩＴＣＺ，在辐合区中先后生成３个热带扰

动，只有２８日上午北部湾的热带低压中心风力达

１６ｍ·ｓ－１，未形成风暴，另两个热带扰动都在西行

中减弱消失。

南亚夏季西南季风活动与索马里低空急流和源

于澳大利亚高压的越赤道气流有密切关系。从

７００ｈＰａ沿赤道经向风距平时间剖面图（图４）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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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马里急流大约在４０°～６５°Ｅ附近，东印度洋越赤

道气流在８０°～９０°Ｅ附近，南海南部越赤道气流在

１００°～１２０°Ｅ附近越过赤道。由于２０１４年８月位于

２５°～３５°Ｓ、４０°～９０°Ｅ马斯克林高压较常年同期偏

弱，５００ｈＰａ上对应有－６～－２ｄａｇｐｍ负距平区，与

其关联的索马里急流因此也不太强盛，正距平达２

～４ｍ·ｓ
－１，但基本上没有向东传送现象。东印度

洋越赤道气流也很弱，对应的是－８～－２ｍ·ｓ
－１的

负距平；南海南部出现了３次越赤道气流，有１～４

ｍ·ｓ－１正距平与之相伴，表明这支气流也很弱。主

要是与之相关的澳大利亚高压虽较常年强度偏强，

５００ｈＰａ上相应的正距平中心达１２ｄａｇｐｍ，但是冷

高压的分裂高压北移路径偏东或偏西（图５），

且强度也偏弱，导致南海南部越赤道气流弱。越赤

图４　２０１４年８月７００ｈＰａ沿赤道经向风

距平时间剖面（单位：ｍ·ｓ－１）

Ｆｉｇ．４　Ｔｉｍｅｓｅｃｔｉｏｎｃｈａｒｔｏｆｔｈｅｅｑｕａｔｏｒｉａｌ

ｍｅｒｉｄｉｏｎａｌｗｉｎｄａｎｏｍａｌｙａｔ７００ｈＰａ

ｉｎＡｕｇｕｓｔ２０１４（ｕｎｉｔ：ｍ·ｓ
－１）

图５　２０１４年８月海平面气压和

距平场（单位：ｈＰａ）

Ｆｉｇ．５　Ｍｏｎｔｈｌｙａｖｅｒａｇｅｓｅａｌｅｖｅｌ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ａｎｄｔｈｅａｎｏｍａｌｙｉｎ

Ａｕｇｕｓｔ２０１４（ｕｎｉｔ：ｈＰａ）

道气流是ＴＣ生成的一种扰动源，是一种触发机制。

其加强可引起季风槽南侧的西风加强东伸，使槽中

辐合上升气流增强而导致台风发生。２０１４年８月

南亚西南季风异常不活跃，不能与偏东信风建立明

显ＩＴＣＺ，致使西太平洋和南海基本上无热带扰动

或低压生成而发展为台风。

２．３　海温对热带气旋发生的影响

Ｐａｌｍｅｎ（１９４８）指出，在广阔的热带洋面上较高

的海水温度是台风形成的一个必要条件，分析北太

平洋平均海温与台风发生频率的关系可知，台风几

乎都发生在＞２６．６℃的高温海区。这种海面主要是

能造成低层有高温、高湿的大气，在热带洋面上对流

层低层的温度和水汽含量决定海面海水的温度；海

水温度愈高，通过海气交换过程使低层空气温度愈

高，湿度增大也愈显著。这种低层高温、高湿的空气

是位势不稳定的。低空的温度沿湿绝热线上升至十

几千米高度始终都比四周空气要暖，这样才能维持

台风的暖心结构和垂直环流。

近些年观测和实践表明，当海面温度ＳＳＴ＞２６

～２７℃才有台风发生的可能，当ＳＳＴ＞２９～３０℃，

只要其他环流条件具备，该高温海区就非常有可能

发生台风（喻世华等，１９８６）。２０１４年８月１—１７

日，有３股较强冷空气南侵，造成西北太平洋和南海

海面温度明显偏低。由海温距平图可知（图略），除

中太平洋偏南洋面水温为正距平外，其他洋面水温

均为负距平，最大月海温距平中心值＜－１．２℃位于

菲律宾以东洋面（图６），表明２０１４年８月台风主要

源地的海表温度比常年同期偏低。此间，南海大部、

台湾到菲律宾中北部的以东洋面海水温度＜２９℃，

并有部分＜２８℃的海域。依据于ＳＳＴ＞２９～３０℃

的海域很有可能发生台风，显然，台风主要源地的海

温＜２９～３０℃，这种水温不足够高的海面不能酿成

低层高温高湿的大气，不利于ＴＣ的形成。１８—３１

日，副高主体分布在我国江南、华南、南海到日本国

及其以东洋面上空，该区域海表水温有所回升；从８

月１８—３１日海温距平图（图略）上可见，台湾以东到

菲律宾以东洋面的正距平值为０．４～０．８℃，升温较

为明显。南海和西北太平洋大部海温在２９～３０℃，

满足台风形成的海温条件，但台风发生不是单个条

件作用的结果，像副高位置明显偏南、偏西、热带季

风不活跃及季风槽极弱等环流系统条件均不具备台

风形成所需条件，从而也没有ＴＣ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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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２０１４年８月西北太平洋和

南海海温距平（单位：℃）

Ｆｉｇ．６　Ｔｈｅｓｅａｓｕｒｆａｃｅ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ｏｍａｌｉｅｓｏｖｅｒ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ｅｒｎＰａｃｉｆｉｃ

ａｎｄＳｏｕｔｈＣｈｉｎａＳｅａｉｎ

Ａｕｇｕｓｔ２０１４（ｕｎｉｔ：℃）

　　台风的形成最重要特征是在高层为暖心结构，

高层加热主要靠凝结潜热的释放，是由对流云特别

是积雨云造成，要使积云对流发生需要有高的海温

和大气层结不稳定的热力条件。ＯＬＲ是卫星探测

到的地气系统的外向长波辐射，它能很好地反映热

带大气中对流发展强度和大尺度垂直运动，能揭示

季风涌、热带辐合区和副高主体的变化。以２５０Ｗ

·ｍ－２所包围的区域作为西太副高区域（姚秀萍等，

２００３）。从２０１４年８月１１０°～１８０°ＥＯＬＲ图（图

７ａ）上可看出，这年８月西太副高主体平均位置在西

太平洋１５５°Ｅ以东地区，主体太偏东不利于台风形

成。从对应的ＯＬＲ月距平图（图７ｂ）上可知，从南

海直到西太平洋 ＯＬＲ月距平均为正值，对应副高

主体最大正距平值达３０Ｗ·ｍ－２，说明日本国东南

部洋面上的副高强度偏强。１５５°Ｅ 以西洋面上

ＯＬＲ月距平正值大都在５～１５Ｗ·ｍ
－２，表明南海

和西太平洋上大气的对流活动很弱，这不仅反映了

西南季风和热带辐合区极其不活跃，大气层结较为

稳定；同时也揭示了赤道东太平洋海温持续正距平

（图６），海温的正异常会引起西太平洋纬向沃克环

流负异常，这对该海域的对流活动造成抑制，使得热

带辐合区对流活动减弱，不利于台风发生发展。

图７　２０１４年８月１１０°～１８０°Ｅ平均ＯＬＲ（ａ）及距平（ｂ）分布图（单位：Ｗ·ｍ－２）

Ｆｉｇ．７　ＭｏｎｔｈｌｙａｖｅｒａｇｅＯＬＲ（ａ）ａｎｄｔｈｅａｎｏｍａｌｙ（ｂ）ｏｖｅｒｔｈｅａｒｅａｏｆ

０－４０°Ｎａｎｄ１１０°－１８０°ＥｉｎＡｕｇｕｓｔ２０１４（ｕｎｉｔ：Ｗ·ｍ
－２）

２．４　风垂直切变的影响

对流层风速垂直切变对热带风暴发生发展的影

响很大，也是影响风暴发展的一个主要因子。有研

究（李英等，２００４）认为垂直切变能决定由积云产生

的对流层中上层加热会不会集中而形成明显的暖

心。这也表示扰动周围的通风条件。如果风速切变

很大，通风就很显著，这使得在对流层中由积雨云释

放的凝结潜热迅速的离开扰动区上空向四周平流出

去，这时热量便不能在对流层中上层集中。如果切

变小，通风条件不良，则对流层上下空气相对运动很

小，有凝结释放的热量始终加热同一空气柱而可很

快地形成暖心结构。对流层垂直切变小，也就是基

本气流的斜压性小，即台风在近于正压的环境中发

展。

分析表明，月平均纬向风速切变的分布与台风

的发生关系密切，大多数台风发生、发展在８５０和

２００ｈＰａ之间平均纬向风速差＜１０ｍ·ｓ
－１的切变

区中。在南海和西北太平洋上热带扰动发展成台风

相对集中在４个海区（陈联寿等，１９７９）。即（１）南海

中北部海面：８月台风主要生成在１５°Ｎ以北南海北

部海面。（２）菲律宾群岛以东和琉球群岛附近海面：

１３３１　第１１期　　　　　　　　 　 　李　靓等：２０１４年８月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无ＴＣ生成之原因分析　 　 　　　　　　　　



７—８月台风产生在菲律宾的吕宋岛附近海面到琉

球群岛附近海面。（３）马里亚纳群岛附近海面：８

月，该群岛四周海面都有台风形成。（４）马绍尔群岛

附近海面：８月这一带海面很少有台风发生。从

２０１４年８月东亚中低纬２００～８５０ｈＰａ的平均经纬

向合成风速切变图（图８）中可见，８月整个南海到菲

律宾以东洋面上空２００～８５０ｈＰａ之间平均经纬向

风速差均＞１０ｍ·ｓ
－１，大值区并从南海东北部经巴

士海峡、我国台湾省向东北方向伸展到琉球群岛附

近海面上空，南海到菲律宾以东大部洋面上空的月

平均经纬向风速差均＞１２ｍ·ｓ
－１，表明这里的风速

垂直切变较大，不利于台风的发生。而该年８月，因

西太副高位置较常年明显偏南５个纬度、偏西１０个

经度，且日本国东南部洋面上的副高持续偏强，带状

副高的南界在１２°Ｎ 附近。故此，日本国东南部

１４５°～１７０°Ｅ广阔洋面（涵盖马里亚纳群岛和马绍

尔群岛附近海面）上空，从低层到高层盛行一支偏东

气流，对流层风速垂直切变很小，其值在２～５ｍ·

ｓ－１，满足对流层风速垂直切变小的台风形成条件。

但是，台风发生需要低层有持续的质量、动量和水汽

的输入，大气边界层中原有的热带扰动提供了这个

条件，而８月，西北太平洋低纬度副高南侧整层为一

致的偏东气流，热带低层基本没有热带扰动，即缺少

台风胚胎，台风无法形成。

图８　２０１４年８月西北太平洋和南海

２００～８５０ｈＰａ平均ＵＶ风速垂直

切变（单位：ｍ·ｓ－１）

Ｆｉｇ．８　Ａｖｅｒａｇｅ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ｗｉｎｄｓｈｅａｒｉｎ

２００－８５０ｈＰａｏｖｅｒ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ｅｒｎＰａｃｉｆｉｃ

ａｎｄＳｏｕｔｈＣｈｉｎａＳｅａｉｎ

Ａｕｇｕｓｔ２０１４（ｕｎｉｔ：ｍ·ｓ
－１）

２．５　动力条件的影响

台风是出现在热带海洋上一种天气尺度的有组

织的对流系统。要使得对流活动不断发生，低层要

有暖湿空气、位势不稳定的层结和低空辐合或上升

运动。因此，台风只能形成在暖洋面上的低层正涡

度的辐合区中。低层涡度场对台风发生发展尤为重

要，因强对流的主要动力作用是低层风场的辐合作

用。

从２０１４年８月沿台风源地中心１５°Ｎ纬向９２５

ｈＰａ涡度时间剖面图（图９ａ）上可看出，在１—６日南

海到菲律宾以东的１４５°Ｅ洋面９２５ｈＰａ上为正涡度

区，南海正涡度值为１～２×１０
－５ｓ－１，是南海北部的

切变线所致。菲律宾以东洋面的低层涡度范围较

大，强度≥４×１０
－５ｓ－１，其对应着台风夏浪。７—１５

日，副高西伸与大陆高压连体，导致南海到１４５°Ｅ洋

面的低层出现－２～－１×１０
－５ｓ－１负涡度区；而在

１４５°以东受偏东信风影响出现强度不足１×１０－５ｓ－１

分散的正涡度区。１１日，副高南侧东风和越赤道气

流汇合加强，在副高西南侧的１４５°Ｅ附近形成一低

压扰动，１１—１７日，对应向西北行进的弱低压环流

出现３个正涡度中心，其值均在２×１０－５ｓ－１，强度

较弱，范围也很小。这与Ｚｅｈｒ（１９９２）研究西北太平

洋生成的５２个ＴＣ指出，ＴＣ开始生成，低层局地最

大涡度迅速增加，必须达到一定量级才能导致ＴＣ

生成。此低压扰动的涡度无发展过程且与发展成闭

合的热带气旋涡度值为５～１０×１０
－５ｓ－１相差甚多

（丁一汇，１９９１），故不足以促使低压扰动发展成风

暴。１８—２１日，强大副高控制南海和西北太平洋，

大部是负涡度区。８月下旬，南海到菲律宾东南洋

面建立了弱ＩＴＣＺ，２０和２１日在１４５°Ｅ及１２６°Ｅ附

近各生成一个热带扰动，范围不大、强度为１×１０－５

ｓ－１正涡度区与之配合，因正涡度值小，表明风场辐

合太弱，这两个扰动仅存不到４８ｈ即消失。２７日，

西伸至长江以南副高西南侧的东南气流与中南半岛

南部加强的西南气流汇集，在海南岛东南部海面上

形成一热带扰动，扰动移进北部湾发展为热低压，相

伴有中心值为２×１０－５ｓ－１正涡度区，也因低层辐合

抬升运动太弱，再加上时空条件不利，该低压也未发

展成风暴。另外，从９２５ｈＰａ８月平均涡度图（图

略）上可知，南海有一东北—西南向的正涡度区，菲

律宾以东１０°～１７°Ｎ、１２５°Ｅ～１８０°也有一东西向正

涡度区，但两区涡度值为（０．３～０．６）×１０
－５ｓ－１，太

小，只能形成尺度很小的积云对流，不能满足热带气

旋尺度的环流发生和发展。

由８月沿１５°Ｎ纬向９２５ｈＰａ散度时间剖面图

（图９ｂ）可见，散度分布与涡度较为吻合，同台风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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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１１日生成的低压扰动、２０和２１日形成的热带扰

动以及２７日南海的热带低压对应海域，在９２５ｈＰａ

上均出现散度负值区，除“夏浪”的散度中心值≥－

１．２×１０－５ｓ－１外，其余值均≤０．６×１０
－５ｓ－１。表明

辐合抬升运动很弱，不利于初始扰动发生发展。９２５

ｈＰａ８月平均散度图显示的结果（图略）与月平均涡

度较为相似，在南海以及菲律宾以东５°～１７°Ｎ、１２５°

Ｅ～１８０°范围内为负散度区，表明这里是上升运动

区，但负散度值在（－０．３～－０．１）×１０
－５ｓ－１，强度

太弱，不利于对流运动发生发展。

图９　２０１４年８月沿台风源地中心１５°Ｎ纬向９２５ｈＰａ涡度（ａ，单位：１０－５ｓ－１）、散度（ｂ，单位：１０－５ｓ－１）和

垂直速度时间剖面（ｃ，单位：Ｐａ·ｓ－１）及西北太平洋和南海２００ｈＰａ８月平均垂直速度场（ｄ，单位：Ｐａ·ｓ－１）

Ｆｉｇ．９　Ｔｉｍｅｓｅｃｔｉｏｎｃｈａｒｔｓｏｆｖｏｒｔｉｃｉｔｙ（ａ，ｕｎｉｔ：１０
－５ｓ－１），ｄｉｖｅｒｇｅｎｃｅ（ｂ，ｕｎｉｔ：１０

－５ｓ－１）ａｎｄ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ｃ，ｕｎｉｔ：Ｐａ·ｓ
－１）ａｌｏｎｇ１５°Ｎａｔ９２５ｈＰａ，ａｎｄｔｈｅｍｏｎｔｈｌｙａｖｅｒａｇｅ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ａｔ２００ｈＰａｏｖｅｒ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ｅｒｎＰａｃｉｆｉｃａｎｄＳｏｕｔｈＣｈｉｎａＳｅａ（ｄ，ｕｎｉｔ：Ｐａ·ｓ－１）ｉｎＡｕｇｕｓｔ２０１４

　　８月沿１５°Ｎ纬向９２５ｈＰａ垂直速度如图９ｃ所

示，１—６日“夏浪”台风最大垂直速度中心值＞０．１２

Ｐａ·ｓ－１。１１—１７日，与弱低压环流对应也出现３

个上升运动中心，其值分别为－０．０６、－０．０９、

－０．０３Ｐａ·ｓ－１。８月下旬，与２０、２１日两个热带扰

动匹配的垂直上升运动中心强度都为－０．０６Ｐａ·

ｓ－１；２７日，南海西部的垂直上升速度中心值为

－０．０６Ｐａ·ｓ－１，与 南 海 的 热 带 低 压 对 应。从

９２５ｈＰａ月平均垂直速度图（图略）上可见，南海北

部和菲律宾以东５°～１５°Ｎ、１２５°Ｅ～１８０°范围内，垂

直速度值为－０．０１～０．０２Ｐａ·ｓ
－１，很小，揭示该区

上升运动极弱，不利于台风的形成。许多观测事实

证明，当地面扰动处于高空辐散区下方，可使其气压

下降，形成垂直环流，并发展成台风。而从２０１４年

８月２００ｈＰａ平均垂直速度场（图９ｄ）来看，西北太

平洋和南海２０°Ｎ 以南区域垂直速度是－０．０３～

－０．０１Ｐａ·ｓ－１的负值区，表明此低纬度海洋上高

空有气流上升运动的辐合区，显然，不利于台风发

生。其因是南亚高压强度偏强、位置偏东；西太副高

位置偏南，西脊点偏东。副高南侧的东风气流向西

流与南亚高压南侧偏东气流汇合，在西北太平洋到

南海建立一支东风气流（图略），时常会产生扰动而

形成弱辐合区，无高空辐散机制，不利于上升气流维

持和加强，从而，低层扰动不能生成台风。总之，台

风最重要特征是高层为暖心结构，此结构是靠凝结

潜热的释放，主要由积云对流所造成。积云对流是

３３３１　第１１期　　　　　　　　 　 　李　靓等：２０１４年８月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无ＴＣ生成之原因分析　 　 　　　　　　　　



联系台风上下层流场的主要机制。它把洋面或低层

的能量源源不断地输送给高空。要使积云对流发

生，需有一定的热力和动力条件。热力条件是高海

温和大气层结位势不稳定。动力条件是有利于气旋

性涡旋产生的地球的旋转作用和低空或摩擦层要有

正涡度区，从而产生上升运动，促使不稳定能量释

放，积云发展。因８月南海和西北太平洋上出现的

４个热带扰动周围气流太弱，不利于气旋性涡度发

展，不能产生较强的垂直上升运动来激发积云对流

的发生，故此，２０１４年８月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无

ＴＣ形成。

３　结　论

通过对２０１４年８月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无 ＴＣ

发生的天气学条件进行了诊断分析，得到如下结论：

（１）２０１４年７月３０日至９月６日共３９ｄ西北

太平洋和南海没有中心风力≥８级的热带气旋生

成，开创了８月无台风形成的气象纪录。西西伯利

亚高压脊较强，引导极地冷空气南侵，导致８月上中

旬副高偏东偏南，下旬冷空气南下势力减弱，副高偏

西偏南，致使副高南侧偏东信风与赤道西风的汇合

区在菲律宾以南１０°～１５°Ｎ，且辐合区狭窄、强度

弱，不利于台风形成。

（２）该年８月马斯克林高压偏弱。致使索马里

急流也较弱并基本不向东传递以及东印度洋越赤道

气流很弱。促使印度次大陆中低层季风低压或季风

槽极其不活跃。又因澳大利亚高压南移路径偏东或

偏西和势力偏弱，导致南海南部越赤道气流弱，南海

南部共出现３次越赤道气流，和偏东信风之间在南

海到菲律宾东南部建立ＩＴＣＺ，在辐合区中生成了４

个热带扰动，但终因西南季风不活跃、ＩＴＣＺ和扰动

太弱，未能发展成台风。

（３）本月上中旬台风主要源地的海表温度比常

年同期明显偏低，这种水温不够高的海面不能酿成

低层高温、高湿的大气。月内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大

气的对流活动很弱，层结较稳定，低层垂直运动弱以

及风速垂直切变大，均不利于ＴＣ形成。

（４）本月在南海和菲律宾以东洋面低层为弱的

正涡度区和负散度区，表明有辐合上升运动，但垂直

速度很小，不能满足ＴＣ尺度的环流发生和发展；同

时，对流层高层也为弱上升区，是南亚高压和副高南

侧东风扰动所致，没有高空辐散机制，不能形成抽吸

效应，不利于上升气流维持和加强，低层扰动不能形

成台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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