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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台风定位总平均误差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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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者同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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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均略偏大)预报时效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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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内

的主观和客观台风路径预报性能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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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以来并没有实质性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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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部分预报方法的路径预报极端误差平均值是各自

年平均误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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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中央气象台
IF

以内的强度预报效果优于其他官方台风预报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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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各官方台风预报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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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西北太平洋和我国南海海域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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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

编号台风生成!较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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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气候平均值

为
!L$L

个%略偏多)

!%

个台风中!生命史最大强度

达到热带风暴级'强热带风暴级'台风级'强台风级

和 超强台风级的台风个数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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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有
)

个登陆我国!登陆个数较常年$

#%N#

+

!"#"

年气候平均值为
($!

个%偏少
#$!

个)

)

个登陆台

风强度总体偏弱!但超强台风利奇马于
!"#%

年
N

月

#"

日
"#

&

'L

前后在浙江省温岭市沿海登陆时!台风

中心附近最大风力达到
#)

级$

L!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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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最

低气压低至
%I",52

!是
!"#%

年登陆我国最强台

风!也是自
#%'%

年以来登陆浙江的第三强台风$李

莹等!

!"!"

%)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不断发展!各界对台风路径'

强度和登陆点预报精度的要求也不断提升)及时对

西北太平洋台风的路径强度的预报性能进行总结和

分析!可为科研人员改进预报方法和预报决策机构

开展防灾减灾提供科学依据)本文综述了
!"#%

年

西北太平洋及我国南海
!%

个台风的定位和定强精

度以及路径'强度'登陆点的预报精度)

为确保精度评定标准的一致性!与前人的精度

评定工作$陈国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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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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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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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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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

,

!"#%

,陈国民和曹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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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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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瑞芬等!

!"#"

%相同!本文采用中国气象局上海台风研究所整

编的台风最佳路径数据$中国气象局热带气旋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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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台风精度评定中台风位置'强

度和登陆点信息的真值)台风预报精度评估中的样

本筛选以及路径'强度和登陆点误差计算标准均以

最新出版的-台风业务和服务规定.$中国气象局!

!"#!

%作为参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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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风定位和定强精度

表
#

是
!"#%

年中央气象台'日本气象厅'美国

联合台风警报中心'香港天文台和韩国气象厅五个

官方机构以及北京卫星实时定位方法的全年平均定

位和定强误差)

!"#%

年!

)

个定位方法的总平均定

位误差为
!'$(JK

!较
!"#N

年$

#($)JK

%偏大
($#

JK

!其中平均定位误差最小的是中央气象台!达到

了
#($LJK

,

!"#%

年全年总平均定强误差为
!$L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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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
!"#N

年$

#$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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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偏大!定强误差最

小的为中央气象台!达到了
#$IK

(

@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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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中央气象台的全年平均定位误差能稳

定维持在
!"JK

左右!但是在以下几种情况下仍存

在定位偏差较大的现象$图
#2

%&首先是对于部分远

海生成的台风!业务定位主要基于卫星云图!而生成

初期的台风强度较弱'结构松散!业务定位难度较

大!容易出现定位误差偏大的情况,其次是对于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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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各方法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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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台风的平均定位和定强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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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到中高纬海域的台风!由于中高纬垂直风切变

较大!台风低层中心往往被高层云系遮盖!也会影响

业务定位的准确性)

对于定强误差而言!

!"#%

年中央气象台业务定

强明显偏弱的样本主要出现在远海海域!定强明显

偏强的样本则集中出现在
#%"%

号超强台风利奇马'

#%"N

号强台风范斯高'

#%#L

号强台风法茜及
#%!N

号超强台风北冕四个台风中!其中/北冕0和/范斯

高0部分时次的定强偏差超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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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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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风路径预报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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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定性预报误差

!"#%

年国内外各类官方台风主观预报方法
!'

'

'N

'

(!

'

%)

和
#!",

平均路径预报误差$图
!

%和样本

数信息列于表
!

)横向比较五个官方台风预报机构

的路径预报误差可以发现!

!',

平均路径预报误差

最小的机构是美国联合台风警报中心!为
N'$"JK

,

而
'N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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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

平均路径预报误差最小的机

构均为日本气象厅!分别为
#'#$'

'

!"($!

'

!)N$#

和

I)L$(JK

)进一步通过同样本比较$表
I

%发现!日

本气象厅对于
'F

以内的台风路径预报误差是最小

的!而
#!",

路径预报误差最小的是韩国气象厅)

纵向比较五个官方台风主观预报机构自
!"")

年以来

在
!'

'

'N

和
(!,

台风路径预报性能趋势$图
!

%可以

发现!

!"#%

年官方台风预报机构
IF

以内的路径预报

性能相较于
!"#N

年明显下降!

!'

'

'N

和
(!,

平均路

径预报误差比
!"#N

年分别增加了
L

!

#"

'

#L

!

!L

和

#"

!

I"JK

)从图
!2

!

!>

也可以看出!五个官方台风

主观预报机构自
!"#I

年以来对
IF

以内的西北太平

洋台风路径预报性能并没有明显改善)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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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出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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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客观预报方法$包括全球

模式和区域模式%平均路径预报误差统计信息)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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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可以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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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全球模式的预报性能差距非常大!

!'

'

'N

'

(!

'

%)

图
!

"

!""(

+

!"#%

年
!',

$

2

!

F

%'

'N,

$

\

!

-

%和
(!,

$

>

!

=

%的台风路径预报误差趋势

$

2

!

\

!

>

%官方台风预报机构!$

F

!

-

!

=

%全球和区域模式

Q<

3

$!

"

TC?9H8<?.@?=R+8;2>J=?;->2@8-;;?;<.!',

$

2

!

F

%!

'N,

$

\

!

-

%

2.F(!,

$

>

!

=

%

9-2F8<K-FH;<.

3

!""(M!"#%

$

2

!

\

!

>

%

?==<><29R+=?;->2@82

3

-.><-@

!$

F

!

-

!

=

%

3

9?\292.F;-

3

<?.29K?F-9@

N)!#

""""""""""""""""""" "

气
""

象
""""""""""""""" "" """

第
'(

卷
"



表
!

"

!"#$

年主观路径预报方法平均路径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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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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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报方法

预报时效*
,

!'

样本数*个
平均

误差*
JK

'N

样本数*个
平均

误差*
JK

(!

样本数*个
平均

误差*
JK

%)

样本数*个
平均

误差*
JK

#!"

样本数*个
平均

误差*
JK

中央气象台
LL( N'$% 'I# #'%$N I!' !I'$N !'' !%#$L #(" IN#$(

日本气象厅
)!% NL$I 'I( #'#$' II" !"($! !I( !)N$# #)( I)L$(

美国联合台风

警报中心
LII N'$" 'IL #')$! I)! !!'$( !(( I"'$L #%% I)%$(

韩国气象厅
'(( #"!$! IN% #(!$N I#! !'!$N !#' !N%$! #'I I))$%

香港天文台
I)L N'$% !%! #L#$! !"N !!L$% #'L I"L$) N% I'#$"

和
#!",

平均路径预报误差最小值和最大值的差距

分别达到
!I$I

'

L'$%

'

(($N

'

#"L$)

和
#(!$(JK

)进

一步通过各全球模式之间的同样本比较$表
I

%后发

现$韩国
/̂ O5G

样本数较少!本文并未将其纳入全

球模式的同样本比较表格内%!

!',

的路径预报误

差最小的是
E+T5*/QG

!日本数值则在预报时效为

'N,

和
(!,

上的路径预报误差是最小的!而较长时

效$

%),

和
#!",

%的预报误差最小的是
T+0DQ*

WQG

)此外!从表
I

中还可以发现!日本数值虽然在

'N,

和
(!,

上的预报性能较优!但
'F

及以上长时

效的路径预报性能与
T+0DQ*WQG

'英国数值和

E+T5*/QG

相比仍有较大差距)

区域模式的非同样本比较结果表明$表
'

%!上

海台风模式在
!'

'

'N

和
(!,

的平均路径预报误差

是最小的!分别为
(L$N

'

#II$L

和
!#I$'JK

,而同样

本比较结果则表明$表
I

%!

!',

和
'N,

平均路径预

报误差最小的区域模式是广州数值!

(!,

路径预报

表现最好的为上海台风模式)

图
!F

'

!-

和
!=

分别展示的是全球和区域模式

自
!""N

年以来
!'

'

'N

和
(!,

平均路径预报误差的

趋势)可以看出无论全球还是区域模式!自
!"#!

年

以来其
!'

'

'N

和
(!,

的平均误差基本都突破
#""

'

!""

和
I""JK

的整数关口)但与官方主观台风预

报机构类似的是!从
!"#I

年起!各模式对于
IF

以

内的台风路径预报性能也没有实质性的改进)

""

!"#%

年!虽然大部分官方台风预报机构'全球

表
C

"

!"#$

年各预报方法平均路径误差同样本比较

5-)60C

"

D3<3

;

0803?*.3<

9

-,:*38=3,0-.>=3,0.-*+<0+>34

"

*-@0,-

;

0+,-.B0,,3,*:8!"#$

预报方法

预报时效*
,

!'

同样本数

*个

平均误差

*

JK

'N

同样本数

*个

平均误差

*

JK

(!

同样本数

*个

平均误差

*

JK

%)

同样本数

*个

平均误差

*

JK

#!"

同样本数

*个

平均误差

*

JK

中央气象台
(N$) #'N$! !!"$I !)'$L II!$I

日本气象厅
(I$" #!'$! #(I$' !'"$' I"($N

美国联合台风

警报中心
!LI (L$N #(N #!)$) #!" #(($I (# !L!$L I% II'$L

韩国气象厅
%)$) #)($I !#I$' !L'$N I"#$)

香港天文台
()$) #IL$I #NN$' !'N$( I#"$'

E+T5*/QG

T+0DQ*WQG

英国数值

日本数值

(%

LL$(

)($%

N)$%

(I$I

)!

##L$#

#!I$"

#!%$(

#"N$(

'(

#(%$%

#)($'

#("$#

#)"$#

I#

!N!$"

!I#$%

!'!$)

I!($L

!!

I%($"

!'L$L

IL($N

LI#$%

上海台风模式
N!$I #!L$N #''$%

* *

广州数值
('$I #!I$I #N'$#

* *

/YO5TG*R60 L) N)$% '! #I'$L !( #(($N

* * * *

/YO5TG*R+0 %"$' #'($( !##$(

* *

SDYQ %%$( #('$N !!)$I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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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

"

同表
!

#但为客观路径预报方法

5-)60E

"

F-<0-*5-)60!

#

)?+=3,3)

A

0.+:@0+,-.B=3,0.-*+

预报方法

预报时效*
,

!'

样本数*个
平均

误差*
JK

'N

样本数*个
平均

误差*
JK

(!

样本数*个
平均

误差*
JK

%)

样本数*个
平均

误差*
JK

#!"

样本数*个
平均

误差*
JK

全球模式

E+T5*/QG I)' (N$" I!) #'L$% !(' !!!$! !## ILL$I #L" 'L'$'

T+0DQ*WQG !#) (I$I #(( #!'$# #I% #N!$( #"" !'%$( () I"%$I

英国数值
!N# N!$" !!N #'#$( #() !##$" #I) !)%$! %N I(N$#

日本数值
L)I %'$" 'N! #L($L IN' !I"$) !NN I#'$( !"% ''#$!

韩国
/̂ O5G !! %)$) !" #(%$" #) !)"$L #I I"N$! ## !N#$(

区域模式

上海台风模式
#%) (L$N #L) #II$L ##% !#I$'

* * * *

广州数值
!'( %#$% !#" #LL$N #)) !L!$#

* * * *

/YO5TG*R60 L#I N#$) '!) #L"$! I!% !LI$I !I! '"N$! #LL L'N$#

/YO5TG*R+0 '") %($" IL' #(!$" !NL !(I$"

* * * *

SDYQ !%! %!$! !LN #(I$N !#" !N"$' #)" 'L)$! ##! )LL$I

模式和区域模式的
!'

'

'N

和
(!,

平均路径预报误

差能分别达到
#""

'

#N"

和
!L"JK

以下!但各预报

方法仍存在个别预报样本异常偏大的现象)图
I

展

示的是
!"#%

年各预报方法
!'

'

'N

和
(!,

路径预报

全年平均误差和
L̀

极端误差样本的误差平均值对

比!可以看到各预报方法在上述
I

个预报时效中的

路径预报的极端误差平均值是各自年平均误差的

!$#

!

I$%

倍)可以预期的是!有效减少各预报方法

极端误差出现的频次或降低极端误差数值!能在一

定程度上减小各方法的年平均误差值)

图
I

"

!"#%

年各预报方法
!',

$

2

%'

'N,

$

\

%和
(!,

$

>

%路径预报全年平均误差

和
L̀

极端误差样本的误差平均值对比

Q<

3

$I

"

+?K

B

2;<@?.?=8,-2..H29K-2.-;;?;@2.F8,-K-2.-;;?;@?=L̀ -]8;-K-8;2>J=?;->2@8@2K

B

9-@

=?;-2>,=?;->2@8

3

H<F2.>-@28!',

$

2

%!

'N,

$

2

%

2.F(!,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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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集合预报误差

近年来!集合预报系统在台风预报业务中得到

了广泛应用!台风路径集合预报的精度也有了显著

的提高$

X-?.2;F?2.F+?99-

!

!"#(

%)图
'

展示的是

欧洲中期天气预报中心集合预报系统$

T+0DQ*

T5G

%'日 本 气 象 厅 全 球 集 合 预 报 系 统 $

&0O*

/T5G

%'加 拿 大 气 象 局 集 合 预 报 系 统 $

0G+*

+TEG

%'美国国家环境预报中心全球集合预报系统

$

E+T5*/TQG

%'英国气象局集合预报系统$

ab*

0Z*T5G

%和上海台风研究所台风集合预报系统

$

GRW*RT̂ O5G

%对
!"#%

年西北太平洋
!%

个台风的

集合平均路径预报误差结果)当预报时效在
'N,

以内$含
'N,

%时!

E+T5*/TQG

'

T+0DQ*T5G

和

GRW*RT̂ O5G

三个集合预报系统所表现出的集合

平均路径预报误差最小,当预报时效在
)"

!

(!,

时!

T+0DQ*T5G

和
GRW*RT̂ O5G

的集合平均路

径预报误差最小,而当预报时效达到
IF

以上时!

a0bZ*T5G

'

&0O*/T5G

和
T+0DQ*T5G

成为了

路径预报性能最好的三个集合预报系统)

图
'

"

!"#%

年集合平均路径预报误差

Q<

3

$'

"

T.@-K\9-K-2.8;2>J=?;->2@8-;;?;@<.!"#%

""

陈国民等$

!"#N

%利用双向分位图分析了集合预

报系统中的台风路径预报集合离散度和路径预报误

差)双向分位图基于传统的散点图!通过对
!

轴方

向上的集合路径误差和
"

轴方向上的集合离散度

数据进行百分位分析后所绘制)图
L

是
!"#%

年六

个集合预报系统不同预报时效的台风路径预报集合

离散度和路径预报误差双向分位分析图)六个集合

预报系统对
!"#%

年全部
!%

个台风的路径预报的主

图
L

"

!"#%

年六个集合预报系统台风路径预报集合离散度和路径预报误差双向分位分析图

$

2

%

T+0DQ*T5G

!$

\

%

&0O*/T5G

!$

>

%

E+T5*/TQG

!

$

F

%

ab0Z*T5G

!$

-

%

0G+*+TEG

!$

=

%

GRW*RT̂ O5G

Q<

3

$L

"

V<*F<;->8<?.

U

H2.8<9-2.29

A

@<@>,2;8\-8[--.8

AB

,??.8;2>J=?;->2@8-.@-K\9-@

B

;-2F

2.F

B

?@<8<?.-;;?;=?;@<]-.@-K\9-@

A

@8-K@<.!"#%

$

2

%

T+0DQ*T5G

!$

\

%

&0O*/T5G

!$

>

%

E+T5*/TQG

!$

F

%

ab0Z*T5G

!$

-

%

0G+*+TEG

!$

=

%

GRW*RT̂ O5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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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特点表现如下&以
T+0DQ*T5G

$图
L2

%和
&0O*

/T5G

$图
L\

%为代表的集合预报系统!随着预报时

效的递增!其集合离散度和集合路径误差的中位数

几乎相当,而
E+T5*/TQG

$图
L>

%'

ab0Z*T5G

$图

LF

%和
GRW*RT̂ O5G

$图
L=

%这三个集合预报系统!

随着预报时效的增加!集合路径误差的中位数会逐

渐超过集合离散度的中位数值,对于
0G+*+TEG

$图
L-

%而言!

(N,

之内的集合离散度的中位数值随

着预报时效的增加会逐渐小于集合路径误差中位数

值!但当预报时效
(N,

之后!集合离散度的中位数

值会大幅度超过集合路径误差的中位数值)

当集合路径误差大于$小于%集合离散度时!一

般认为集合预报系统低估$高估%了台风路径预报的

不确定性)因此!整体而言!

E+T5*/TQG

'

ab0Z*

T5G

和
GRW*RT̂ O5G

三个集合预报系统在一定程

度上低估了
!"#%

年西北太平洋台风路径的不确定

性)

0G+*+TEG

则在短预报时效上低估了台风路

径预报的不确定性!却在长预报时效上高估了台风

路径预报的不确定性)

""

表
L

给出的是
!"#%

年全年各集合预报方法

("̀

概率椭圆命中率统计结果)

("̀

概率椭圆命中

率计算的是集合预报系统各集合成员每一次预测的

台风位置的
("̀

概率椭圆是否覆盖到观测的台风

实际位置$即台风最佳路径位置%!最终计算
("̀

概

率椭圆覆盖到台风实际位置的次数占全年总样本的

百分比$

1,2.

3

2.F6H

!

!"#(

%)表
L

表明!

!"#%

年

!'

!

%),

各集合预报方法中
("̀

概率椭圆命中率

最高的是
T+0DQ*T5G

!而
&0O*/T5G

是
#!",

概

率椭圆命中率最高的集合预报方法)各预报时效

中!最高的
("̀

概率椭圆命中率基本能接近或超过

(L̀

!这意味着
!"#%

年即便是最好的台风集合路径

预报系统预测的结果依然有近四分之一的预报样本

整体会偏离观测到的台风实际位置)

表
G

"

!"#$

年各集合预报方法
H"I

概率椭圆命中率

5-)60G

"

5>0>:+,-+:3*3=H"I

9

,3)-)60066:

9

*0=3,0-.>08*0<)60*

1

*+0<:8!"#$

预报方法

预报时效*
,

!'

命中率

*

`

样本数

*个

'N

命中率

*

`

样本数

*个

(!

命中率

*

`

样本数

*个

%)

命中率

*

`

样本数

*个

#!"

命中率

*

`

样本数

*个

T+0DQ*T5G ('$! !"% (($N #(# (N$) #!) NL$# N( (($I ))

&0O*/T5G '($N L#L )#$) 'I" )%$! I'( (!$( !)' N#$) #NL

0G+*+TEG )($" !#N (#$' #N! (!$I #'# (L$) N! ("$# )(

E+T5*/T5G )'$( I)L )"$" I"" LI$# !I% LI$# #)% L!$L #!!

ab0Z*T5G )!$L 'L) L%$I I)% )L$! !N! (#$) #)% ))$% #I%

GRW*RT̂ O5G )I$! !!I )'$) #N# L'$( #I%

* * * *

I

"

台风强度预报误差

表
)

列出了
!"#%

年主观预报方法强度$近台风

中心地面最大风速!下同%预报的平均绝对误差'平

均均方根误差统计结果)需要指出的是!由于上海

台风研究所制定的西北太平洋台风最佳路径采用

!K<.

平均风速来表征台风强度!而日本气象厅和

美国联合台风警报中心分别采用
#"K<.

和
#K<.

平均风速来表征台风强度!因此在进行台风强度预

报精度评估之前!已按照世界气象组织发布的台风

条件下风速转换系数$

S2;

B

-;-829

!

!"#"

%!将日本

气象厅和美国联合台风警报中心发布的台风风速预

报结果转成了
!K<.

平均风速)表
)

显示中'美'

日'韩和香港五个官方台风预报机构
!'

'

'N

'

(!

'

%)

和
#!",

强度预报的平均绝对误差!其范围区间分

别在
I$%

!

L$I

'

L$'

!

)$)

'

)$'

!

($(

'

)$(

!

($N

和

L$%

!

($#K

(

@

M#

)其中!

!'

'

'N

'

(!

及
#!",

强度预

报平均绝对误差最小的机构均为香港天文台!

%),

强度预报平均绝对误差最小的机构是韩国气象厅)

""

表
(

给出的是
!"#%

年全球模式和区域模式强

度预报误差统计情况!该表统计的是各模式所有的

预报样本!即非同样本比较)从表
(

中可以看到

E+T5*/QG

是
!'

'

'N

和
(!,

强度平均绝对误差最

小的预报方法!分别达到
L$"

'

)$"

和
)$NK

(

@

M#

,

T+0DQ*WQG

则分别以
($#K

(

@

M#和
($LK

(

@

M#

成为了
%),

和
#!",

这两个长预报时效上强度平

均绝对误差最小的模式)区域模式中!

/YO5TG*

R+0

和
SDYQ

是强度预报性能最好的两个模式)

通过强度预报误差同样本比较$表
N

%后发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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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J

"

!"#$

年主观预报方法强度预报误差

5-)60J

"

(@0,-

;

00,,3,*3=*?)

A

0.+:@0:8+08*:+

1

=3,0.-*+:8!"#$

预报方法

预报时效*
,

!'

平均绝对

误差

*$

K

(

@

M#

%

均方根

误差*

$

K

(

@

M#

%

样本数

*个

'N

平均绝对

误差

*$

K

(

@

M#

%

均方根

误差*

$

K

(

@

M#

%

样本数

*个

(!

平均绝对

误差

*$

K

(

@

M#

%

均方根

误差*

$

K

(

@

M#

%

样本数

*个

%)

平均绝对

误差

*$

K

(

@

M#

%

均方根

误差*

$

K

(

@

M#

%

样本数

*个

#!"

平均绝对

误差

*$

K

(

@

M#

%

均方根

误差*

$

K

(

@

M#

%

样本数

*个

中央气象台
'$! )$" LL( L$N ($) 'I# )$% N$( I!' ($! %$# !'' ($# %$" #("

日本气象厅
'$! L$N L)! )$L N$L I)% ($( %$L !(! ($! %$# #(! ($# N$L ###

美国联合台风

警报中心
'$N )$I LII )$! ($% 'IL ($L %$% I)! ($N #"$" !(( ($" %$! #%%

韩国气象厅
L$I ($" '(( )$) N$) IN% ($! %$! I#! )$( N$( !#' )$' N$" #'I

香港天文台
I$% L$) I)L L$' ($L !%! )$' N$I !"N )$N N$N #'L L$% ($L N%

表
H

"

同表
J

#但为客观预报方法

5-)60H

"

F-<0-*5-)60J

#

)?+=3,3)

A

0.+:@0:8+08*:+

1

=3,0.-*+

预报方法

预报时效*
,

!'

平均绝对

误差

*$

K

(

@

M#

%

均方根

误差*

$

K

(

@

M#

%

样本数

*个

'N

平均绝对

误差

*$

K

(

@

M#

%

均方根

误差*

$

K

(

@

M#

%

样本数

*个

(!

平均绝对

误差

*$

K

(

@

M#

%

均方根

误差*

$

K

(

@

M#

%

样本数

*个

%)

平均绝对

误差

*$

K

(

@

M#

%

均方根

误差*

$

K

(

@

M#

%

样本数

*个

#!"

平均绝对

误差

*$

K

(

@

M#

%

均方根

误差*

$

K

(

@

M#

%

样本数

*个

全球

模式

E+T5*/QG L$" )$N I)' )$" N$# I!) )$N %$I !(' ($L #"$I !## ($) #"$I #L"

T+0DQ*WQG L$% N$! !#) ($# %$( #(( ($' %$N #I% ($# %$I #"" ($L %$( ()

英国数值
N$" %$( !N# %$! #"$% !!N #"$' #!$I #() ##$" #!$( #I) #"$N #!$) %N

日本数值
L$) ($I L)I N$N ##$' 'N! #"$) #I$L IN' #"$' #I$' !NN %$# ##$( !"%

韩国
/̂ O5G L$) ($# !! )$N %$( !" ($) #"$" #) #"$I #!$L #I #!$" #'$! ##

区域

模式

上海台风模式
)$' %$! #%) ($" %$N #L) ($' #"$! ##%

* * * * * *

广州数值
)$' N$) !'' N$N ##$I !"! %$I #!$" #)#

* * * * * *

/YO5TG*R60 L$) ($I L#I )$) N$( '!) ($) #"$! I!% N$# ##$! !I! N$! ##$# #LL

/YO5TG*R+0 '$% )$L '"L )$L N$) ILI )$% %$" !N'

* * * * * *

SDYQ L$! )$% !%! )$! N$L !LN ($! %$% !#" ($' #"$" #)" )$# N$% ##!

表
K

"

!"#$

年各预报方法强度平均绝对误差同样本比较

5-)60K

"

D3<3

;

0803?*.3<

9

-,:*38=3,0-.>=3,0.-*+<0+>34

"

*-@0,-

;

0:8+08*:+

1

0,,3,*:8!"#$

预报方法

预报时效*
,

!'

同样本数

*个

平均绝对

误差

*$

K

(

@

M#

%

'N

同样本数

*个

平均绝对

误差

*$

K

(

@

M#

%

(!

同样本数

*个

平均绝对

误差

*$

K

(

@

M#

%

%)

同样本数

*个

平均绝对

误差

*$

K

(

@

M#

%

#!"

同样本数

*个

平均绝对

误差

*$

K

(

@

M#

%

中央气象台
I$) '$% ($# ($! )$L

日本气象厅
'$! )$# ($L ($" )$!

美国联合台风

警报中心
!L" '$! #(' L$) ##L N$! (# N$L IL ($)

韩国气象厅
'$( L$% ($# )$) )$"

香港天文台
'$I )$" ($' ($I )$I

E+T5*/QG

T+0DQ*WQG

英国数值

日本数值

((

)$!

N$'

($)

)$!

)#

($'

%$I

%$!

N$!

'L

($%

N$%

%$)

N$)

!!

N$N

($"

($%

%$I

#'

L$L

L$'

($(

L$'

上海台风模式
)$( N$I ##$I

* *

广州数值
)$N #"$! ##$!

* *

/YO5TG*R60 LL L$# '! ($( !) #"$%

* * * *

/YO5T*R+0 '$' ($L #"$!

* *

SDYQ )$# ($# %$L

* *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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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气象台以
I$)K

(

@

M#和
'$%K

(

@

M#的误差值

成为
!',

和
'N,

强度预报平均绝对误差最小的预

报机构,

%),

和
#!",

强度预报平均绝对误差最小

的机构是韩国气象厅!分别为
)$)K

(

@

M#和
)$"K

(

@

M#

,而中'韩两个机构以
($#K

(

@

M#的平均绝对

误差成为了
(!,

强度预报平均绝对误差最小的两

家机构)全球模式的强度预报同样本比较结果基本

与非同样本比较结果基本一致$表
N

%!即
IF

内$包

括
IF

%和
IF

以上的强度预报性能最好的全球模式

分别为
E+T5*/QG

和
T+0DQ*WQG

)此外!日本数

值在
!',

和
#!",

两个预报时效上的强度预报性

能也较为优秀)区域模式的强度预报同样本比较也

表明
/YO5TG*R+0

和
SDYQ

在不同预报时效上

的强度预报性能互有优势)

近年来!官方台风预报机构的
!',

台风主观强

度预报性能并没有特别明显的改进$图
)2

%!但
'N,

和
(!,

台风主观强度预报性能自
!"#(

年起有了一

定程度的改善$图
)\

和
)>

%)台风主观强度预报能

力的提升!主要得益于不断改进的全球和区域模式

对于台风强度模拟性能的逐年提升$图
)F

!

)=

%)

'

"

台风登陆点预报误差

!"#%

年共有
)

个台风登陆我国!分别为热带风

暴木恩$

#%"'

%'热带风暴韦帕$

#%"(

%'超强台风利奇

马$

#%"%

%'强热带风暴白鹿$

#%##

%'热带风暴剑鱼

$

#%#'

%和台风米娜$

#%#N

%)其中/韦帕0和/利奇马0

I

次登陆我国!/白鹿0

!

次登陆我国!其余
'

个台风

均登陆我国
#

次)

表
%

列出了
!"#%

年国内外各类台风主观预报

方法
!',

登陆点误差)

!"#%

年!中央气象台除了

/利奇马0在山东潍坊'/韦帕0在海南文昌和广西防

城港的
!',

登陆点误差大于
!""JK

以外!其余登

陆点的
!',

登陆误差均小于
#""JK

)总体而言!

主观预报方法对于/利奇马0在浙江温岭和山东青

岛!/白鹿0在台湾屏东和福建东山的登陆点预报效

果较好!而对于/利奇马0在山东潍坊!/韦帕0在广西

防城港的登陆点预报误差较大)

表
#"

是
!"#%

年国内外各类台风客观预报方法

!',

登陆点误差)与主观预报方法相似!

E+T5*

/QG

'

T+0DQ*WQG

'英国数值和日本数值这四个全

球模式对于/利奇马0在浙江温岭和山东青岛!/白

鹿0在台湾屏东和福建东山的登陆点预报误差较小!

这四个登陆点的
!',

登陆误差都在
%"JK

以下)

上 海 台 风 模 式'广 州 数 值'

/YO5TG*R+0

'

/YO5TG*R60

和
SDYQ

五个区域模式则对/韦

帕0在广东湛江!/白鹿0在台湾屏东和福建东山的登

陆点预报误差较小)

图
)

"

同图
!

!但为台风强度

Q<

3

$)

"

G2K-2@Q<

3

$!

!

\H8=?;<.8-.@<8

A

=?;->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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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

年主观预报方法
!E>

登陆点误差统计$单位!

B<

%

5-)60$

"

5>0!E>=3,0.-*+0,,3,*3=6-84:8

;9

3:8+3=*?)

A

0.+:@0<0+>34*:8!"#$

$

?8:+

!

B<

%

预报方法

台风名称$登陆地点%

木恩 韦帕 韦帕 韦帕 利奇马 利奇马 利奇马 白鹿 白鹿 剑鱼 米娜

$海南万宁%$海南文昌%$广西防城港%$广东湛江%$山东潍坊%$山东青岛%$浙江温岭%$福建东山%$台湾屏东%$海南万宁%$浙江舟山%

中央气象台
IL$N !I($! !I#$! )I$L !""$I '($L ($% !)$% !!$% NI$% #N$#

日本气象厅
IL$#

*

#'N$( '!$I !#!$# )N$! ''$( 'I$# #L$!

* *

美国联合

台风警报中心
*

N($( !#I$' %"$) !")$# N'$# %%$( IL$) #)$)

* *

韩国气象厅
!)$% N($L !')$! %#$I !#!$( ))$# )($! ''$# '!$(

*

%L$I

香港天文台
#N$I #"L$) !''$N ('$N !##$N %"$I #'$N !"$% !$! !!$"

*

表
#"

"

同表
$

#但为客观预报方法$单位!

B<

%

5-)60#"

"

F-<0-*5-)60$

#

)?+=3,3)

A

0.+:@0<0+>34*

$

?8:+

!

B<

%

预报方法

台风名称$登陆地点%

木恩 韦帕 韦帕 韦帕 利奇马 利奇马 利奇马 白鹿 白鹿 剑鱼 米娜

$海南万宁%$海南文昌%$广西防城港%$广东湛江%$山东潍坊%$山东青岛%$浙江温岭%$福建东山%$台湾屏东%$海南万宁%$浙江舟山%

E+T5*/QG

*

#IL$( !#'$N )'$I

*

IN$% '%$L I%$# L)$%

* *

T+0DQ*WQG (I$( #!#$'

*

%L$L !"I$( ($" !'$N #%$N #N$(

*

!")$L

英国数值
I)$N L#$L

*

##L$! !"#$# ))$) "$" )N$N %$I

* *

日本数值
!I$N #)($# !!'$' !"$I #%%$I N%$I II$' (I$# !#$# L!$(

*

上海台风模式 *

#I($I %%$) I#$' #%)$( #")$I )L$' I)$! #I$)

* *

广州数值
'I$) %I$I

*

%($" #%%$' (N$' )$) N$( #N$( #'L$%

*

/YO5TG*R60

*

#'!$" !L'$( !($( #%N$N ##L$) LN$( )L$! '#$!

* *

/YO5TG*R+0

*

#'L$' #IN$L !#$% #L$% 'L$I #"#$I !!$# !L$!

*

L)($L

SDYQ

*

#("$( !!L$" '#$%

*

N%$I I'$) N%$" (($L

* *

L

"

结
"

论

本文对
!"#%

年西北太平洋及我国南海海域台

风定位精度及路径'强度和登陆点预报精度进行了

评定!主要结论如下&

$

#

%中央气象台'日本气象厅'美国联合台风警

报中心'香港天文台和韩国气象厅五个官方机构以

及北京卫星实时定位方法的全年总平均定位和定强

误差分别为
!'$(JK

和
!$LK

(

@

M#

!分别较
!"#N

年偏大
($#JK

和
"$(K

(

@

M#

)

$

!

%

!"#I

年以来!官方主观台风预报机构和各

类模式对于
IF

以内的台风路径预报性能并没有实

质性的改进)

!"#%

年!部分预报方法路径预报在

!'

'

'N

和
(!,

极端误差平均值是各自年平均误差

的
!$#

!

I$%

倍)

$

I

%

!"#%

年!

T+0DQ*T5G

在各预报时效上的

集合平均路径误差整体较小!表现优异)此外!

E+T5*/TQG

'

ab0Z*T5G

和
GRW*RT̂ O5G

三个

集合预报系统在一定程度上低估了
!"#%

年西北太

平洋台风路径的不确定性)

$

'

%五个官方台风预报机构
!'

'

'N

'

(!

'

%)

和

#!",

强度预报的平均绝对误差范围区间分别在

I$%

!

L$I

'

L$'

!

)$)

'

)$'

!

($(

'

)$(

!

($N

和
L$%

!

($#K

(

@

M#

)中央气象台在
IF

以内的强度预报效

果上优于其他机构)

$

L

%各官方台风预报机构对于/利奇马0在浙江

温岭和山东青岛!/白鹿0在台湾屏东和福建东山的

登陆点预报效果较好!而对于/利奇马0在山东潍坊!

/韦帕0在广西防城港的登陆点预报误差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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