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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西北太平

洋和南中国海沿岸诸国受台风影响最为严重的国

家!因此!西北太平洋热带气旋的生成和活动规

律是我国气象工作者十分关注的问题*前人对热

带气旋的季节)年际变化等特征及其影响因子已

经做了大量分析和研究!指出海洋状况和大气环

流是影响
V&

活动的重要因子 $陈联寿和丁一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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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崇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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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桂山和施雅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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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联寿和孟智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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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西北太平洋热带风暴主要有
-

个源地!它们

均位于
*+a@

附近!西源地在菲律宾海盆!东源地

在西马利亚纳海盆和马利亚纳海沟地区!第三个

源地在我国的南海海盆*李春晖等 $

!""#

%研究

了近
+"

年南海海域生成和经过的热带气旋位置点

频数的时空分布特征及其海洋影响因子!结果表

明热带气旋位置点频数表现出明显的地理分布集

聚性特征!并有明显的年代际变化特征*

尽管对热带气旋的气候研究已取得不少成果!

但已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针对整个西北太平洋地

区!而分区域研究热带气旋活动之间的差异比较

少见*本文拟从区域性差异角度对整个西北太平

洋热带气旋活动特征进行研究!并探讨其中可能

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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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和方法介绍

本文采用的资料包括中国气象局的 3台风年

鉴4及 3热带气旋年鉴4资料集 $时间长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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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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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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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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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

日风场再分析资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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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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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扩展重建的月平均海温资料*

本文将整个西北太平洋区域划分为南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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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6

%和西北太平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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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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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区域!从年际变化和季节

变化的角度分析两个区域热带气旋生成频数的变

化特征!并结合海温与季风槽等主要影响热带气

旋活动的因素探讨了两区域之间出现差异的可能

原因*

C

!

热带气旋频数特征分析

C@>

!

年际变化特征

*'+"

!

!""#

年整个西北太平洋 $南海和西北

太平洋%一共生成热带气旋
*),"

个!其中南海区

域
--#

个!占总数的
*)?-\

+西北太平洋区域

*+"-

个!占总数的
)*?#\

*图
*

是
*'+"

!

!""#

年南海与西北太平洋区域
V&

生成频数演变*由

图可见!这两个区域的
V&

生成频数都具有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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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年际变化特征!从数量上来说!南海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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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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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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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生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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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少!都只有一个+

*'+(

)

*'("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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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生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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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多!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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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西北太平洋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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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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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少!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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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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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最多!一共
,-

个*从气候平均上

来说!每年在南海区域生成的
V&

大约有
#

个!

而在西北太平洋区域有
!(

个*

另外!从图
*

还可以看出两个区域
V&

频数

的年际变化趋势存在较大差异!相关分析显示!

南海和西北太平洋分别与整个西北太平洋热带气

旋生成频数之间的相关系数分别为
"?-"

和
"?'!

*

尽管相关性都超过了
'+\

的信度检验!但是南海

与西北太平洋热带气旋生成频数之间相关系数仅

为
P"?"'

!显示出南海与西北太平洋热带气旋生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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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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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太平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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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数所占比率的季节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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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频数在变化上相对独立!即表现出明显的区域

性差异*

C@?

!

季节变化特征

从热带气旋活跃程度来看!图
!1

显示西北太

平洋表现出与整个西北太平洋类似的明显的季节

变化&

+

!

*!

月为热带气旋活跃期!其中
#

!

*"

月

为盛期*与此不同!南海地区的热带气旋活跃期

为
+

!

**

月!但活跃期内季节差异不够明显!

)

!

'

月为相对盛期*然而!从热带气旋活动相对于

整个西北太平洋所占比率来看!南海则表现出显

著的季节差异&

#

!

*!

月相对稳定在
*-?(\

!

!*?(\

之间!

*

!

,

月为寂静期 $历史上仅
*

月和

,

月各生成一个热带气旋%!而
+

!

(

月则骤然上升

至
-*?#\

!

--?)\

$图
!L

%*这表明
+

!

(

月南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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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带气旋活动迅速加强!并在整个西北太平洋热

带气旋活动中占有重要的位置*

进一步分析热带气旋源地纬度的季节变化

$图
-

%*对于南海!

*

!

,

月份仅
*

月和
,

月在

*!a@

附近各出现过
*

个
V&

!但自
+

月份!

V&

活

动迅速增多!

*"a@

!

!"a@

之间的广阔海域均有

V&

生成!

(

!

'

月这种形势始终维持并略显北抬!

进入
*"

月份
V&

生成源地迅速南撤!

**

!

*!

月份

V&

集中在
(a@

!

*,a@

之间生成!这与李春晖等

$

!""#

%的结论基本一致*

图
-L

显示!对于
*!"a6

以东的西北太平洋!

*

!

-

月!

V&

生成源地一般在
*!a@

以南!

-

月份

集中在
#a@

附近!

,

!

+

月源地逐渐向北扩展!进

入
(

月份!

V&

频数迅速增多!源地集中于
)a@

!

图
-

!

*'+"

!

!""#

年 $

1

%南海和 $

L

%西北太平洋热带气旋生成频数的时间
P

纬度分布

F/

G

?-

!

V=:2/0: .12/2B5:5/<28/LB2/949MV&M8:

U

B:43/:<97:8

$

1

%

2=:Q&Q145

$

L

%

2=:_@KM98*'+" !""#

*+a@

之间!

#

月
V&

源地迅速向北扩展至
!+a@

!

)

!

'

月这种形势持续!

*"

月份
V&

源地出现明显

南撤至
+a@

!

*)a@

!

**

!

*!

月
V&

源地集中在

+a@

!

*-a@

*

!

D

!

主要特征的可能原因探讨

是什么原因造成南海与西北太平洋的热带气

旋活动之间表现出如此显著的差异呢2 以下从年

际变化和季节变化两个角度进行探讨*

D@>

!

年际变化

针对年际变化相对独立的特点!重点分析年

际变化的重要信号---海温与两个区域热带气旋

生成频数之间的可能联系*

图
,

是
6@Q]

的重要指标---赤道中东太平

洋 $

@T@]I

%海温指数与全球海面温度 $

Q:1O

QB8M13:V:0

R

:812B8:

!

QQV

%场相关关系*不难

看出!西北太平洋大部海温与
6@Q]

之间存在明

显的负相关关系!而南海海温与
6@Q]

之间则不

存在明显的关系!这表明南海与西北太平洋海温

对于
6@Q]

的响应是不同的*那么!两区域热带

气旋生成频数的差异是否与下垫面对
6@Q]

响应

的不同有关呢2 进一步分析显示!南海热带气旋

生成频数与南海本海域的海温关系并不明显!而

与西风漂流区和赤道中东太平洋的海温之间分别

存在显著正相关和负相关 $图略%+西北太平洋和

整个西北太平洋的热带气旋生成频数都表现出主

要与南海和菲律宾附近海域的海温之间存在负相

关关系 $图略%*分析还表明!西北太平洋)南海

和整个西北太平洋的热带气旋生成频数与
@T@]I

海温指数之间的相关分别为
P"?!"

)

P"?--

和
P

"?-!

!后两者通过了
'+\

的显著性检验!而西北

太平洋未达到显著水平*

上述分析表明!南海和西北太平洋的热带气

旋生成频数与
6@Q]

之间尽管都存在负相关关系!

但只有南海是显著的!

6@Q]

在年际变化上对南

海热带气旋生成频数的影响可能不是通过下垫面

海洋!而可能是通过其它途径如环流来实现的*

对于整个西北太平洋!

6@Q]

对热带气旋生成频

数的显著影响更容易表现在对南海热带气旋生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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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

!

!""#

年逐月赤道中东太平洋 $

@T@]I

%海温指数与
QQV

场相关系数分布

F/

G

?,

!

/̀<28/LB2/949M3988:.12/9439:MM/3/:42L:2J::42=:0942=.

E

<:1<B8M13:2:0

R

:812B8:/45:N97:82=:3:4281.145:1<2:84:

U

B1298/1.K1O

3/M/3

$

@T@]I

%

145

G

.9L1.QQVM/:.5M98*'+" !""#

频数的影响上*

D@?

!

季节变化

针对季节变化的特点!重点从下垫面海温的

变化和季风槽的变化为切入点来进行分析*

从海温的季节变化来看!图
+

和图
(

显示!

南海海温进入春季后迅速攀升!

+

月平均海温达

到
!)?)a&

!远超过阀值
!(?+a&

!

(

月份南海海温

进一步升高并达到峰值!

!"a@

以南海域海温普遍

高于
!'a&

+这期间!西北太平洋海温的上升速度

相对缓慢!

#

月份才迅速攀升至接近峰值的形势*

不难发现!

+

!

(

月南海出现了较之西北太平洋更

加有利于热带气旋生成的热力条件*

图
+

!

*'+"

!

!""#

年南海 $

Q&Q

%)西北太平洋 $

_@K

%和整个西北太平洋 $

V921.

%区域平均海温的季节变化

F/

G

?+

!

Q:1<941.718/12/94</418:1O0:14<:1<B8M13:2:0

R

:812B8:97:82=:Q&Q

!

2=:_@K

!

1452=:J=9.:J:<2:84@982=K13/M/3

$

V921.

%

M98

*'+" !""#

热带气旋的生成还受上空大气环流动力条件

所约束*图
#

给出南海和西北太平洋
)+"=K1

平

均涡度的时间
P

纬度分布*

可以看出!

*

!

,

月南海
*"a@

!

!"a@

完全为

负涡度覆盖!进入
+

月份涡度分布形势发生跃变!

+

月中旬开始!南海
*"a@

!

!"a@

骤然转为正涡

度!入夏以后进一步增强!这与南海热带气旋
+

月份突然增多的地理分布十分吻合+在西北太平

洋!春季前正涡度出现在
*"a@

以南海域!进入春

季后!正涡度区逐渐向北扩展!但
+

!

(

月正涡度

主要限于
*-a@

以南的海域*涡度的上述变化与南

海夏季风常年的爆发时间为
+

月第
,

候是吻合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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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1

%南海和 $

L

%西北太平洋平均海温的时间
P

纬度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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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

!

!""#

年 $

1

%南海和 $

L

%西北太平洋
)+"=K1

平均涡度 $单位&

*"

P(

<

P*

%的时间
P

纬度分布

F/

G

?#

!

V=:2/0: .12/2B5:5/<28/LB2/949M2=:17:81

G

:)+"O=K1798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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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由于夏季风的爆发使得
+

!

(

月份季风槽主要

位于南海上空!从而在热带气旋生成的动力条件

上南海出现了明显强于西北太平洋的形势*

F

!

结论与讨论

本文分析了南海和西北太平洋两个区域热带

气旋生成频数的年际和季节变化特征!并分析了

形成这些特征的可能原因!主要结论归纳如下&

$

*

%

*'+"

!

!""#

年南海区域热带气旋生成频

数占整个西北太平洋总数的
*)?-\

!西北太平洋

热带气旋生成频数占
)*?#\

!两者的年际相关系

数仅为
P"?"'

!即在年际变化上!南海和西北太

平洋两个区域热带气旋生成频数表现出明显的区

域性差异+

$

!

%在季节变化上!西北太平洋热带气旋生

成频数主要决定了整个西北太平洋的明显的季节

变化特征!而南海热带气旋生成频数在活跃期
+

!

**

月内季节差异不够明显!

)

!

'

月为相对盛期*

特别地!从热带气旋活动相对于整个西北太平洋

所占比率来看!

+

!

(

月南海区域由前期的寂静期

骤然上升至
-*?#\

!

--?)\

!使得
+

!

(

月成为全

年比率中最突出的两个月份+

$

-

%南海和西北太平洋的热带气旋生成频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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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6@Q]

之间尽管都存在负相关关系!但只有南

海是显著的*对于整个西北太平洋!

6@Q]

对热

带气旋生成频数的显著影响更容易表现在对南海

热带气旋生成频数的影响上+

$

,

%分析表明!

+

!

(

月南海出现了较之西北

太平洋更加有利于热带气旋生成的动力条件和热

力条件&南海夏季风的爆发使得
+

!

(

月份季风槽

主要位于南海上空和
*"a@

!

!"a@

涡度骤然由负

值转为正值)海温迅速攀升并于
(

月份达到峰值*

这可能是南海热带气旋生成频数相对于整个西北

太平洋所占比率在
+

!

(

月成为全年最突出的两个

月份的主要原因*

需要指出的是!关于两区域热带气旋生成频

数在年际变化和季节变化上的可能原因探讨!虽

然取得了一些有意义的结果!但仍值得做更深入

的数值模拟加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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