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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热带气旋研究十年进展*

          陈联寿 孟智勇
(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北京 100081)

摘 ， 90年代初，国内外开展了几次大规棋的热带气旋现场试脸，取得了许多宝贵的加

密观侧资料.利用这些资料，对热带气旋尤其是异常热带气旋开展了一系列的研究.我国科

学家在国家科技攻关85-906项目中的“台风科学、业务试脸和天气动力学理论的研究，等与

热带气旋有关的课压和国际热带气旋研究合作项目“SPECTRUM (Special Experiment Coo-
oerning Typhoon Recurvature and Unusual Movement)’中对台风的突变现象和预报技术进
行了重点研究.从而在过去10年中，在台风运动突变、结构和强度突变，台风基雨的突然
增幅、热带气旋路径预报方法研究等方面都取得了新的进展.作者将对这些进展作简要综

述。

关健词:热带气旋;台风;中国

1 引言

    我国是世界上受热带气旋影响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热带气旋登陆十分频萦，平均

每年我国登陆台风7-8个，是世界上台风登陆最多、灾害最重的国家.登陆台风除带

来洪涝灾害外，还带来严重的风灾和攀潮灾害。20世纪90年代有四个著名台风均对我

国造成了重灾.9417号强台风(Fred)引发了特大风暴潮，潮位打破历史最高记录.
强台风Herb (9608号台风)在大陆上维持不消，竟袭击了福建、浙江、江西、湖南、

河南、河北、山西、北京、天津等许多地区。9615号强台风(Sally)主要是风灾，它
于19%年9月9日在广东吴州一湛江登陆时的极大风速竟超过60m/s (32.7m/s为

12级大风).近10年内另一个对中国造成重灾的是9711号台风(Winnie)，这个台风

于1997年8月18日夜间在浙江温岭登陆，登陆时风力40m/s，狂风暴雨又与天文大

潮重合，引发了特大海潮，其幕雨灾害也十分严重。该台风袭击了福建、浙江、上海、

江苏、安徽、山东、河南、河北、天津、辽宁、吉林等从南到北的广阔地带.

    过去10年中我国连续不断地开展了热带气旋的研究工作，这也是减轻灾害的重要

对策.尤其在1991--19%年间，组织了国家科技攻关85-906-07"台风科学、业务试验

和天气动力学理论的研究，等课题。并于1993--1994两年夏季开展了代号为“CATEX

(China Abnormal Typhoon Experiment)”的国内热带气旋科学试验[，]，把部分靠近沿海
即将登陆的8个台风选为目标试验台风，取得了大t地面加密资料和雷达、卫星等资

料。此外，美国和前苏联1990年在西北太平洋发起了代号分别为TCM-90和TY甲

PHOON-90的外场科学试验。联合国亚太经社理事会和世界气象组织 (ESCA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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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MO)台风委员会响应这一国际科学活动，也组织了代号为SPECTRUM-90的外场

热带气旋科学试验[z1.这三个试验的共同科学目标在于采集热带气旋内部高低空和热带
气旋周围环境以及海面和深海的加密观测资料，以研究热带气旋的异常运动。三个试验
独立进行，分工合作，资料共享.这是加世纪规模最大的一次热带气旋外场科学试

验。这次国际合作的热带气旋科学试脸共选取了7个目标台风，这些目标台风的特征包

括路径摆动、移向突变和双台风回旋等异常路径，有很高研究价值 (表1)。这次试验

取得了丰富的热带气旋内部和环境加密观测资料。利用这些宝贵的加密观测资料，

85-906-07课题的研究得以顺利实施。这一项目于1995年底完成，部分成果已投人业

务应用.另外，在此期间，我国还建立了一套热带气旋数值预报方法(85-906-03),

首次系统地在业务预报中应用并发报.与此同时，我国还进一步发展了以统计技术和统

计动力相结合的技术为基础的热带气旋客观预报方法(85-906-05),预报时效达2-3

天。以上预报技术24, 48小时的平均预报误差分别小于200 km和400 km,上述科研

项目的完成使我国热带气旋的研究和业务技术取得了明显的进步。通过该项目的实施及

其以后几年来的研究，我国热带气旋研究工作在热带气旋运动尤其是异常运动的机理、

热带气旋结构和强度变化机制、热带气旋暴雨以及相应预报方法的研制等方面都取得了

新的成果。本文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对所取得的研究成果作一综述。

襄1  SPECTRUM目标试脸台风的特征

目标台风名 } W inom Yancy Abe Dot Ed Flo Gene
转向台风 一} Winom Abe Flo Gene
西移台风 Yancy Dot Ed

双台风三对 }一 Yancy-Zola Abe-Becky Ed-Flo
受台沟地形影响 }一 Yancy Dot
摆动路径 }一 Yancy (8月，8日之前)
突然北折路径 }一 Yancy (8月18日)
突然西折路径 }一 Yancy (8月19日)
打转路径 }一 Yancy (8月19日之后)

2 热带气旋的结构

    热带气旋结构和结构的变化是热带气旋研究最基本的领域.结构变化不仅是结构本
身的问题。它还影响到热带气旋的强度变化、路径的偏折1)、热带气旋基雨落区和雨强

甚至风暴潮的强弱。
    热带气旋结构和结构变化除了受其能量输送、中尺度强对流活动及其分布等影响

外，还受到环境的重要影响.尤其是中纬度环流系统对变性等的巨大影响[3l。观测分
析[4)表明，深秋季节，冷锋侵人热带或低纬度地区与热带气旋相遇有时会造成热带气旋
的空心结构。d、股冷空气会侵人热带气旋的内部并造成眼壁、强对流及热带气旋暖心结

构的破坏。这是由于冷空气的侵人使得热带气旋眼区变得比较稳定，眼壁附近的最大风

    1)留小途，热带气旋的坊构对其路径偏折的分析。第11届全国热带气旋科学讨论会论文摘要文粼，中国气象

科学研究院，1999, 5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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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突然消失，而在热带气旋与冷锋相接的热带气旋外区由于气压梯度加大而导致风速加
强。

    台风周围的小尺度涡旋也会影响台风的结构。基于准地转正压模式，讨论了线性平

流、夕项以及非线性平流在不同尺度涡旋演变过程中的作用[[5l结果表明，线性平流的
作用将造成初始扰动的发展，并保持4波对称性类螺旋结构(图1b), R效应可造成热
带气旋的非对称结构(图10，非线性平流的作用主要是使小尺度涡旋破碎，并形成更
小尺度的涡旋 (图l d).综合考虑上述三项所得到的台风非对称结构以及台风边缘区域

小尺度涡旋的分布状况(图le)，台风结构的这种变化在弱引导环境中会使其路径产生
摆动甚至打转，引起路径与引导气流的偏差.

，薄
叽认:、

飞

二二二，
少

田1不同物理过程作用下台风边缘区峨小尺度系统与台风的棋拟流函数分布

      实践表示负值，盛线表示正值，区坟面积为20001 cm x 2000 km

        (a)积分初始场;( b)只考虑线性平流:( c)只考虑B效应;

(d)只考虑非线性平流;( e)三种因子的综合效应，(b)~(e)为24小时积分场

    地形也是影响热带气旋结构变化的一个重要因素.数值研究困表明当台风接近台湾
岛时，在岛屿的另一侧会有诱生涡旋生成。在适当条件下，台风原来的低层中心因地形
的阻挡而消失，商层中心移过岛屿，其相应的正涡度中心与低层的诱生涡旋藕合，使诱

生涡旋得以发展加强而代替原来的台风。模拟结果清晰地展现了这一“跳跃，过程.分析

表明岛屿诱生涡旋的形成与山脉背风坡降压有密切关系.此外，地形高度、台风强度、

登陆点以及海峡宽度也会影响诱生涡旋的强度.尤其当原台风上空的流出气流层翠住诱

生低压时，其抽吸作用将会使低压得到更大的发展而代替原来的台风，原台风则由于脱

离其流出气流而消亡.这种跳跃现象往往导致路径预报的失败.但出现这种现象的频率
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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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热带气旋的强度变化

    统计研究表明171，平均有16%的热带气旋移到中国沿海突然加强，另有一些则移到
沿海突然减弱甚至消失，热带气旋结构和强度变化与以下物理因子有关1
    (1)冷空气 冷空气可使热带气旋变性而具有温带斜压特征。这种结构特征将使

涡旋获得斜压能量，位能转化成动能而使涡旋得以迅速加强发展。弱的冷空气将使涡旋

位势不稳定能量聚集。造成强对流发展而使弱的涡旋再生.另一方面，如果冷空气过

强，会彻底破坏热带气旋的暖心结构，将其填塞消失.

    (2)急流 热带气旋趋近高空西南急流将加剧热带气旋上空的流出气流。很多热
带气旋在这支吹向东北方向的急流和急流南侧负涡度区的共同作用下得到迅猛发展。但

当热带气旋移人这支急流下方遭遇强垂直切变时，热带气旋往往突然减弱甚至消失.

    (3)西风槽 西风大槽TUTT (Tropical Upper Tropospheric Trough)的涡度
下传、柑前高压对低层上升运动的激发等都会改变热带气旋的结构并使其强度发生变

化。中纬度中低空西风槽与热带气旋南北同位相时，往往会加剧热带气旋外围的切变，

激发热带气旋螺旋云带中尺度系统的活动，从而使热带气旋加强。

    (4)中小尺度系统 热带气旋中的中小尺度系统将显著影响热带气旋的强度变

化.数值试验的结果[181表明，台风内部中尺度强对流运动的发展、强降水和潜热释放将
引起台风内部风速的增强。这种内部中尺度强对流运动的发展往往是由高空流出气流的

突然增强而激发起来的.中小尺度强对流活动往往也出现在台风前部，尤其是在台前跑

线强对流云带中。其强烈天气甚至超过台风本身。1989年23号热带风暴9月15日傍

晚登陆浙江温岭，其右前方强对流带中竟频发龙卷，袭击了江苏 11个县.观测研

究[91表明，这类中小尺度系统往往出现在热带气旋前进方向的右侧.也有部分南海热带

气旋则出现在前进方向的左侧。这类中小尺度系统的发展往往造成热带气旋的增强。

    (5)地形作用 地形在一定条件下会改变热带气旋的局部结构而使其强度变化.
陆地磨擦影响总的趋势是使热带气旋减弱消亡，但也有短时间使热带气旋增强的作用。

当热带气旋趋近海岸、陆地、岛屿时，向岸风或沿海山脉迎风坡的辐合作用将加剧对流

运动，陆地上山脉地形增强的辐合对流会不断产生中尺度对流系统。地形的这些作用均

会使热带气旋得到短时间的加强。

    (6)海面温度和喷沫(spray) 海温是影响热带气旋强度变化的重要因素.当
热带气旋从暖海面移经冷海面(或反之)或热带气旋移到前一个热带气旋遗留的冷尾迹
时，强度会对海温的变化产生响应.研究结果[[101表明，海洋表面温度变化可以引起热
带气旋中心气压的突然变化，例如下垫面海温升高20C时，热带气旋中心气压将加深

16 hPa。这种响应时间为8--12小时.这说明，一个从冷海面移经晚海面的热带气旋，

其强度将显著加强。另外，数值试脸[111还表明，在一个热带气旋冷尾迹上移动的热带
气旋，其强度往往减弱，但由于其他因素的作用也并非绝对如此。最近的研究【121还表

I)陈联寿，台风科学试脸及其主要成果，中免减轻自然灾杏研讨会，1997年12月19-22日，北京，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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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由于台风强风所引起海面的喷沫(spray)燕发将影响台风边界层的热量交换和分
布从而会影响台风的强度变化，这种作用将使台风的加强率减慢.

4 热带气旋的运动

    影响热带气旋运动的因子很多，除经典的引导气流对运动有重要作用外，本文将从

不同尺度系统和不同纬度环流的相互作用，热带气旋的内部结构以及下垫面地形等因素

对运动的影响进行论述。

4.1不同尺度系统的相互作用
    在影响热带气旋运动的诸因子中，大尺度环境引导气流是最重要和最基本的.热带

气旋的运动突变经常是由大尺度环流的调整所引起，比如副高的进退、ITCZ的断裂、
赤道缓冲带的形成和消退、行星波经纬向流型的转换以及信风和季风的交替等等都会引

起相应热带气旋运动的突变。大尺度环流从一种状态向另一种状态的转变将引起热带气

旋周围环境引导气流的突然变化，从而导致热带气旋的运动发生突变.研究结果[[13]表
明基本气流速度的变化会显著影响热带气旋的运动，这种现象对称热带气旋表现得比非

对称热带气旋明显。另外，水平均匀的具有不同垂直结构的环境气流可造成热带气旋显

著不同的运动。
    除大尺度夭气系统以外，热带气旋环流周围的其他天气尺度系统也可通过与热带气

旋的相互作用导致热带气旋的异常运动。研究表明1)东风波或另一个热带气旋的靠
近，就会引起热带气旋运动的突变。当热带气旋位于东风波波谷西侧，热带气旋将向西
南方向转折。当热带气旋位于东风波谷的正南方，热带气旋将向偏北方向移动，当热带

气旋位于东风波波谷的东侧时，热带气旋将向西北方向移动.这将形成一种摆动运动。

    热带气旋的运动有时还会受到其周围中小尺度系统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41热带
气旋与其周边中尺度系统〔MSS)的相互作用也可导致热带气旋路径的摆动(图2),

当MSS位于热带气旋的东北象限时，热带气旋路径摆动的振幅最大 (图2a，实线)，

当MSS位于东北或东南象限时、热带气旋路径将比无MS S的路径偏西(图2a实线、

图2d)，而当MSS位于西it或西南象限时，热带气旋路径将偏东(图26, c).

4.2动力和热力非对称结构对热带气旋运动的影晌
    近年来。热带气旋非对称结构对运动的影响越来越引起科学家的关注，尤其在弱环

境流场中，这种影响将变得十分显著.对SPECTRUM-90三个转向的目标试脸台风

Abe, Flo, Gene的研究115,1竖明，这三个台风在转向前其等压线呈东北密、西南硫的
不对称分布。而且这种不对称分布围绕热带气旋中心作逆时针旋转，当等压线稠密区转

到西南象限呈西南密、东北疏的不对称分布时，台风将减速.并向偏北和东北方向转

向，而且台风具有前一种不对称分布时的移速是具有后一种不对称分布时的3.2倍。用

正压模式采用四个不同的初始场对台风移速作了数值模拟，这4个初始场的代号分别
为:ANE-一一等压线东北方向稠密的不对称结构，SCC一一伺心圆结构，AS W-.一洒

    1) Chen Lianshou, Cause Analysis on Tropical Cyclone Unusual Motio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ropical

Meteorology, Hrisbine, Australia, 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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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2 不同象限的中尺度对流系统对热带气旋路径的影响

(a)虚线表示无中尺度系统。实线表示中尺度对流系统位于东北象限;

(b)中尺度对魂系统位于西北象限;(c)中尺度对流系统位于西南象限;

                (d)中尺度对流系统位于东南象限

  A点表示热带气旋无环境中尺度系统影响时第120小时的积分位2

南方向稠密的不对称结构，ASW+SNC一一洒南方向稠密的不规则圆结构。模拟结果

(表2)表明。具有东北方向等压线稠密结构台风的移速是两个西南方向稠密台风移速
的5.8倍和7.7倍。这在理论上证实台风运动速度的减低往往是其转向的前兆。

衰2  4种不同初始台风结构的相应移速 恤./d)

    用夕平面上准地转正压涡度方程所做的数值试验[17]表明。刀项将引起热带气旋等压
线东密西疏的不对称，而涡度平流项则有相反的作用，使不对称变得对称或均匀化。试

验结果还表明(图3)，热带气旋东密西疏的不对称越强，向西的移速越快.上述研究

表明热带气旋内部的非对称结构对其运动有明显的影响。
    此外，利用TCM-90的

加密观测资料，研究了加密观

测在热带气旋动力非对称结构

分析中的重要性〔Is]。研究结
果表明，应用加密探空和飞机

下投资料的分析场减去无加密

观侧资料的T42分析场，所

得500 hPa的差值流场上的台
风环流区域会出现一对偶极子

(图4a, c),流场的不对称结

构在加人加密探空和飞机下投

资料后就显示了出来。分析发 图3  X方向的不对称度丸与伯西移速分fly,随时间的演变
              (v,的单位:km/6h)

's 一 金14.4 下Fm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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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该偶极子的气旋和反气旋之间的通风流恰与台风移向一致.而且，200 hPa偏差流

场上同时出现了另外一对辐散、辐合中心的偶极子结构 (图4b, d)，两个中心的连线
也恰与台风运动方向一致。这种不对称流场对诊断台风的移动方向是有参考价值的。

    除了动力不对称结构，热带气旋的热力不对称结构也会显著影响热带气旋的运动。
热带气旋内部中尺度强对流系统的存在就是热带气旋热力非对称结构的一种表现.数值

研究表明【19]，热带气旋有向其内部对流不稳定区运动的趋势。在弱环境流场中，这种
热力非对称结构往往可成为一种重要因子而导致热带气旋打转、转折或偏离弱环境引导

气流等种种异常运动。而且，对流越强，这种引导作用越大(图$).

纂叠鬓缅(b)肇71Div
_ {鲜

璧 戮
澎一r 了2丁1产，

熨〕超
1 1了 ， 一

孰’芬’瑰馨黔 变篆
巍酬

厂

\公
沙七】

获谷 蜘翼on臀异
不习击协{卜之书门盯V将 r 下丸谬忿布1

裘二当洲 、梦粉

A
准家烟 刁夕涛

馨
‘‘.， .

翻摊 蒸馨i氛Div闻

黔一一洲黝 1 }Con'-
洲y过

雄 二
‘~一 j叼

一代分进一

履男二)吓黯骊薪 题夏
协夕丫\(豹刻，/{{{1且 冷州，1了/{〕{\\、仁刁 军交

    [E 4 台风Flo (9019)的偏差流场，△:无践电加密探空，·:飞机下投探空
    A表示反气旋中心，C代表气旋中心，Div代表辐徽中心。Con代表辐合中心

(a) 1990年9月16日OOOOUTC, 500 hPa; (b) 1990年9月16日OOOOUTC, 200 hPa;

(c) 1990年9月17日0000UTC. 500 hPa; (d) 1990年9月17日OOOOUTC, 200 6PE

4.3 中低纬度系统相互作用对热带气旋运动的影晌

    热带气旋与中纬度环流系统的相互作用不仅会引起热带气旋结构和强度的突变，还

会引起热带气旋和中纬度槽前攀雨的加剧，更为突出的是这种作用往往会引起热带气旋

运动的突变.这类中纬度系统主要是长波槽和商空切断冷涡.

    热带气旋的运动受中纬度高空切断冷涡的影响十分显著.研究表明’)，东海台风在
东亚大槽前一般是向北或东北方向移动.然而，当西风槽加深并在其南端切断出冷涡，

1)张胜军，陈联寿、徐祥祖，对两类异常台风的数值棋拟研究，策11届全国热带气旋科学讨论会论文摘要文
集，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1999, 178

一不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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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槽两侧的大陆高压和副热带高压在槽
的断裂处反气旋式打通且合并加强，往

往导致槽前台风突然西折.副热带高压

的增强西伸和台风南侧的高空切断冷涡

的共同作用是东海北上台风突然西折的

主要原因。数值研究[20〕也表明高空冷
涡可使台风运动方向发生突然转折，冷

涡的大小和深度的变化可改变台风的垂

直结构，导致台风上下层中心的偏离，
形成垂直风切变，从而影响台风运动.

    数值试验的结果表明[[21〕青藏高原
的高空流型与西北太平洋热带气旋的运

动有着密切的关系.在仲夏青藏高压稳

定加强的阶段，东亚一般为西风大槽，

副高在近海一般为经向型，此时热带气

旋多向北移动或在西北太平洋西侧转向

东北方向。当高原上空为槽时，高原上

空高压东移，使得副高西伸加强，热带

气旋多在副高南侧东风气流引导下西

行.

    另一方面，热带气旋与冷锋相遇往

30"N

250N

200N

1250F 1300E 1350E

        图5 不同方位不称定对流对台风

          FLO (9019)路径的形响
    实线:不称定对流位于台风的东部(E〕、

东南都(SE)、南部(S)、西南部 (SW)的橄感性试
  脸的台风路径;虚线:台风的实际路径 (C)

往会导致热带气旋突然停滞或打转。当南海热带气旋向西北方向移动临近登陆时若遇到

中国南部沿海的冷锋，热带气旋会突然停滞、转向西南方向而不登陆，这种遭遇过程往

往使南海热带气旋最终在华南近海减弱消失。

4.4地形对热带气旋运动的影响
    弱环境引导下，热带气旋不仅会受到其内部结构以及不同尺度系统相互作用的影

响，地形效应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影响因子。

    统计分析[22〕表明。台湾岛附近热带气旋运动发生偏折的机率最大，且台湾岛周围

也是产生诱生低压的高频区。
    研究表明「221台湾岛可在背景场中诱生出一对偏差偶极涡(有台湾地形的平均积分

场减去无地形平均积分场)。在东风背景下，偶极涡的低中心位于岛屿西侧.高中心位

于岛屿东侧.这对偶极涡可使从不同方位趋近岛屿的热带气旋形成不同的转折路径.
    东风场中(图6a)，岛屿西侧为低中心，东侧为高中心，当热带气旋从台湾东北部

接近台湾时，东侧的高中心与热带气旋环流相互作用能使热带气旋运动右偏，西侧的低

中心使热带气旋向西南方转向，即“左折”现象。当热带气旋从台湾东南部接近台湾时，
东侧的高中心可使热带气旋向南偏转，西侧的低中心则可使热带气旋向北运动.西风场

中(图6b)，岛屿东侧为低中心，西侧为高中心，此时的情况刚好与东风场相反，从台

湾西北部接近台湾的热带气旋先向北然后转为偏东南方向运动;从台湾西南部接近台湾

的热带气旋则先向南然后转向偏东或东北方向运动。

一一一一，尸一-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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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台河地形偏差们极橱(有无地形的地面气压各时次积分平均场的差〕对热带气旋运动的形响

(a)东风场中诱生偏差俩极沉对从东北(NN')和东南(SSO都靠近台移的热带气旋的运动软迹

    曲率的影晌;(b)西风场中诱生偏住俱极沮对从西北(NN')和西南(SS')部命近台河的
                            热带气旋的运动轨迹曲率的形响

    另外，利用一个0平面准地转正压涡度方程从另一角度分析了热带气旋接近台湾
时的“右偏”现象[(231结果表明当热带气旋距台湾岛小于150 km时，其路径会受地形影
响而向右偏转(图7)，偏移幅度可达100 km.这可能是由于地形造成的热带气旋环流

的最大风速区向中心收缩的缘故。此外，通过对热带气旋运动方程的分析〔241指出，地
形可能会通过强迫抬升、动量、质t和水汽的交换以及摩擦和地形造成的大尺度环流的

演变等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热带气旋的运动。

4.5热带气旋的预报方法
    到目前为止，国家气象中心、广州和上海区域气象中心已建立了用于实时预报的热

带气旋业务数值预报系统.

    (1)国家气象中心的台风路径预报模式(MTTP)

    该模式是国家气象中心在有限区暴雨预报模式(LAFS)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
一个单向双重嵌套模式.其粗(细)网格的范围为0.49.69'N和84.38-159.38'E
(10.31一40.31 0N和105̂-150eE)，格距为1.8750 (0.93750).垂直方向包括15a层.

    (2)上海区域气象中心的台风预报模式(ETCM)
    该模式主要用于进人东海普戒区的热带气旋的预报.它是在MM4的基础上发展起

来的[1251。其水平方向为单向移动套网格，即细网格随热带气旋移动。粗(细)网格距

分别为150 km (50 km).垂直方向为Met层.

    (3)广州区域气象中心的台风预报模式(STCM)
    该棋式主要用于进人中国南海普戒区的热带气旋的预报.它是在热带有限区业务预

报模式(TL10)荃础上发展起来的[1261。水平方向为单向双重套网格.粗(细)网格为
56.6oN-- 31.2oS和 50-- 1700E(36.20N-- 30S和89-- 150'E)，格距为333 km(111

-下而蕊丽赢不孟蔽1 Typhoon Track Prediction of National Meteorological Center, Beijing, China, Pa
per presented at the Fourth International Technical Conference on SPECTRUM (Held is Japa叭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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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m)。垂直方向为10。层.

    上述数值预报方法自投人业务以来运行稳

定，其平均误差24小时一般小于200 km, 48
小时一般小于400 km.填补了我国热带气旋业

务数值预报的空白.随着计算条件的改善和观测

手段的进步，热带气旋数值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
成果。研究表明1271，地面加密观测资料可显著
优化模式初始场，尤其在较高分辨率的情况下，
对预报有明显的改进。

    近年来，由于以大气动力学和热力学为基础

的数值天气预报有了巨大的进展，因此数值预报

产品的统计释用将是提高热带气旋路径客观预报

性能的途径之一。例如通过对数值预报产品的订

正和统计释用，研究建立了一个时效可达72小

时的热带气旋路径客观预报模式[[281。该模式目
前也正在投人业务应用，主要用于东海和浙江沿

海一带的热带气旋路径预报。

    人工智能预报方法是一个新的动向。以热带

km200

-100      0       100 km

热带气旋靠近台烤岛屿时路径的

        右偏现象

台掩地形等高线:OA:无台清地形

玲
，
.
.
.
.
冲
.
1

日

续

I0(

20(

图

也

 
 
~

一

的模拟路径;OB:有台油地形的撰拟路径

气旋智能数据库为核心，开发了适用于热带气旋路径预报的人工神经网络模型[291
    另外，针对西北太平洋、东海和南海三个海区，采用典型相关【30,311、条件概率组

合[[321和新回归系数估计[331等统计数学模型，建立了包括日本数值预报结果在内的客观
综合集成方法。还从模糊数学优化理论观点出发，将表示热带气旋路径预报方法性能的

六个指标统一起来，设计了多因子综合评价模型[341，并建立了热带气旋路径预报评估
的业务系统.

    早在70年代中期，我国耽有9种客观预报方法投人业务应用并发报广播。20年

来，旧的方法逐步淘汰，新的方法不断涌现并逐步优化。目前投人业务广播的预报结果

有6种.除了上述的三种数值预报方法MTTP, ETCM. STCM外，还有三种客观预

报方法投人广播，分别归为统计预报、统计动力预报和集合预报.这6种方法24小时
的预报技巧以统计预报较高，48小时以统计动力预报为最商.我国的台风数值预报还

有待于进一步提高。

5 热带气旋暴雨的研究

    热带气旋暴雨长期以来受到人们的关注，因为热带气旋造成灾害的主要部分往往是

由热带气旋引发的暴雨洪涝灾害。
    热带气旋与西风槽相互作用可导致热带气旋远距离攀雨的发生，热带气旋低压环流

往往在低空形成一条宽广的偏东南风急流带，并成为暴雨区的主要水汽通道和能t通

道.这条急流带可在中纬度地区产生深厚的湿层和强水汽辐合，并导致不稳定性增强和

不稳定能f的积蓄和释放.数值研究表明[351，台风可通过水汽和能f输送直接形响台

茹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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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远距离降水区的分布。西风槽可为台风远距离降水提供低层辐合、高层辐散以及糟前

正涡度平流的大尺度背景，这将有利于垂直运动的发展和降雨的维持.试验结果表明台

风东侧的水汽向中纬度槽前输送可直接影响槽前降水的强度.

    下垫面环境对热带气旋暴雨也有重要作用，山脉地形在一定条件下形成的地形辐合

线往往是热带气旋低压内部制造中尺度强对流系统的源。开阔湖面和水库也会加剧热带

气旋暴雨，热带气旋强暴雨区饱和的土壤层和积水对热带气旋会产生水汽反馈，反过来

加剧该地的暴雨.当与冷空气相遇，热带气旋高耸积雨云对锋面层云的“播种”( seed-

ing)微物理效应在几场热带气旋特大攀雨的分析中都显示出它不可忽视的重要机制.
    另一方面，热带气旋与东亚梅雨锋的活动有着密切的关系’)，梅雨维持时期很少有

台风生成，而一旦有强台风活动时，梅雨往往减弱或消退.当一个台风趋近准静止的梅

雨锋时，台风具有对输向梅雨锋水汽的阻断作用;另外，原来造成梅雨锋系强垂直运

动、水汽通量、低空强正涡度和高空强散度的能量犹如被热带气旋系统“吸收”了进来，

而使梅雨锋系的能t迅速耗散.

    对E-P通量和瞬变波活跃通量的诊断分析和数值研究结果[36]表明，台风还通过对
西风急流和副高的强迫来影响梅雨系统。一方面，台风的生成可以作为ITCZ活跃的表

征，ITCZ的加强可通过二维Rossby波的径向传播，造成副高的加强北移;另一方
面.台风本身携带大t低纬扰动能量，可以看作是一个从热带向中纬度能盆频散的强瞬

变扰源.它不仅可以对时间平均西风气流产生净局地强迫，造成急流北跳，又可以利用

瞬变波与缓变波的相互作用强迫副商北抬东退，进而改变原有静止少变的梅雨锋结构。

促使梅雨中断或结束.从位涡动力学的角度来讲.台风东侧强的负位涡距平平流是东侧
副商加强北跳的一个重要原因.台风外围的负位涡能量亦可造成位涡拟能的辐合，减弱

西风平均流，强迫急流北跳.这也是梅雨中断的重要原因.

6 结语

    在过去的10年中，热带气旋的结构、强度、运动、热带气旋基雨等研究都取得了

明显进展.而且，在热带气旋的科研成果业务转化方面也有了不少进展。然而热带气旋

活动尤其是其异常活动的预测仍未解决.一是观测资料的缺乏，二是对热带气旋运动及

结构机理认识不足。尽管已取得显著进展，但不少问题仍有待继续研究.在诸如热带气

旋的强度预报、异常路径和热带气旋的登陆及登陆区的风雨强度和分布等的预报还有大
量工作要做。据统计[[371热带气旋灾害伤亡人数之多在十大自然灾害中高居首位，我
国又是世界上热带气旋灾害最为严重的国家，可见研究热带气旋对减轻我国风基灾害具
有重要作用.但在这一领域的研究我国目前已经落后多年，要十分重视对这一重大自然

灾害的研究和防治，才能适应国家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发展的需求.

    1) Chen Lianshou, An evolution on forecast capability of torrential rains in the period of Meiyu season in 1991,
Proceeding of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Torrential Rain and Flood, Hmmgshan, Aahui, China, 5.9 Oct. 199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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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Overview on Tropical Cyclone Research Progress
        in China during the Past Ten Years

    Chen Lianshou  and  Meng Zhiyong

(Chinese Academy ofMeteorological Sciences, Beijing 100081)

Abstract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1990s, several large-scape tropical cyclone (TC) field experiments
were launched internationally and domestically. Much valuable intensive observational data have been

obtained With these data, a series of studies on tropical cyclone especially on abnormal typhoons were
carried out in China. Under the national key project related to tropical cyclone such as "Typhoon scien-

tific operational experiment and studies on its synoptic and dynamic theories"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ve project on typhoon named“SPECTRUM', TC sudden change phenomena and forecast
techniques were investigated with emphasis in China. During the past 10 years, much improvements

have been achieved in sudden changes of tropical cyclone motion, its structure and intensity, sudden in-
tensiffcation of typhoon caused heavy rain, TC track forecast methods etc. This paper will summarize

briefly these developments.

Key wards: tropical cyclone; typhoo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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