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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利用ＮＣＥＰ／ＮＣＡＲ月平均再分析资料、ＯＬＲ资料和中国气象局编辑的《台风年鉴》及《热带气旋年鉴》资料，对西北

太平洋和南中国海夏季中心附近的平均风力达８级（１７ｍ／ｓ）或以上的热带气旋（含热带风暴、强热带风暴和台风，以下统称台

风）生成频数与气候背景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分析。对台风生成多寡的气候背景差异和特征进行比较表明，前期冬春季海温和

赤道辐合带的异常与夏季台风生成有密切的关系。前期冬春季在类似于ＬａＮｉｎａ型海温距平分布背景下，从冬至夏在赤道中

太平洋１６０°Ｅ附近的ＩＴＣＺ有一个向西北方向加强北抬的过程，太平洋ＩＴＣＺ的活动偏北偏强，赤道太平洋有异常活跃的

ＩＴＣＺ向西太平洋台风主要源地推进，有利于后期夏季台风的生成；相反，前期冬春季在类似于ＥｌＮｉ珘ｎｏ型海温距平分布背景

下，赤道西太平洋ＩＴＣＺ偏弱偏南，不利于后期夏季的台风生成。在夏季多台风年，前期冬季西太平洋暖海温异常为后期台风

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有利背景，在暖海温的持续作用下，对流层的风场辐合异常增强，增加了暖海温区的水汽供应。到了前

期春季，热带辐合带的扰动扮演了更为重要的角色。随着赤道辐合带的北移，附加的异常辐合位于暖海温区时，会激发出低

空大尺度水汽辐合与自由大气中潜热释放之间的正反馈，有利于后期台风的生成。当前期冬季至春季西北太平洋海温持续

异常偏冷时，对流层的风场为辐散异常，减少了冷海温区的水汽供应，导致赤道辐合带不活跃，缺乏必要扰动，夏季台风生成

偏少。

关键词　夏季台风，前期冬春季，热带辐合带，异常海温

中图法分类号　Ｐ４５７．８

１　引　言

热带气旋是影响中国的主要灾害性天气系统之

一，其破坏力极强，活动过程中常伴有狂风、暴雨、巨

浪、风暴潮等灾害，会对所经过地区的生命财产造成

巨大损失。例如，２００４年夏季影响中国的台风活动

频繁，８月１２日在浙江温岭登陆的“云娜”台风，造

成１８００多万人受灾，农作物受灾面积约７４万ｈｍ２，

直接经济损失达２０１亿元。在全球几大热带气旋生

成区中，西北太平洋是热带气旋发生频率最高（占全

球总发生数的１／３以上）、强度最强（约有一半以上

的热带气旋发展成台风）的一个海区（裘国庆等，

１９９５；Ａｎｄｒｅａｓ，ｅｔａｌ，１９９８）。而登陆或影响中国的

热带气旋主要来自西北太平洋和南中国海，因此，研

究夏秋季西北太平洋和南中国海热带气旋的生成与

前期气候背景的关系，对夏秋季热带气旋的预测具

有重要意义。

在一段时间（如月、季、年）内热带气旋生成的频

数，不仅有其自身的变化规律，而且还受大范围海

气气候背景的影响。一般说来，热带气旋的形成要

先有一个扰动存在（陈联寿等，１９７９）。谢安等

（１９８７）的研究指出，台风这种天气尺度的扰动与大

尺度环流之间存在着非线性的相互作用，ＯＬＲ低频

振荡的强对流位相，可能为台风的生成和发展提供

有利的环境条件；而且 ＯＬＲ低频振荡的强度与台

风的多少和台风强度也有一定的相关。Ｄｉｎｇ等

（１９８１）从观测分析发现，西北太平洋ＩＴＣＺ的强度

和位置对该区域台风的形成有重要影响。同时，热

带气旋的异常活动与海水温度的异常变化（ＥＮＳＯ）

密切相关（李崇银，１９８７），ＳＳＴＡ正异常区的对流层

低层风场辐合的异常增强是联结台风生成异常和

ＳＳＴＡ的主要机制（吴国雄，１９９２）。也有研究表明，

ＥｌＮｉ珘ｎｏ年影响中国的热带气旋数较少，但强度较

大，ＬａＮｉｎａ年则相反（林惠娟等，２００４）。端义宏等

（２００２）分析了西北太平洋热带气旋强度变化特征，

指出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后其强度变幅有增大的趋势。

吴迪生等（２００３）的研究则表明，赤道西太平洋暖池

次表层水温变化对西北太平洋热带气旋形成的时

间、强度和数量有影响。许金镜（１９９８）分析了西北

太平洋赤道附近海温与中国东南沿海台风的关系。

结果表明，西北太平洋赤道附近海流区的海表温度

不仅在同期具有高（低）与台风多（少）呈正相关关

系，而且在前期存在着预测的先兆，特别是秋冬两季

（冬半年）更加明显，具有较好的隔季相关关系。孙

颖等（２００２）分析了１９９８和１９９９年热带气旋发现，

季风槽的异常偏西及在盛夏的异常偏北会导致热带

气旋异常偏少，位置偏西偏北。王慧等（２００６）研究

了西北太平洋夏季风特征及其季风槽结构对台风生

成的影响。而祝从文等（２００４）则研究了 ＭＪＯ活动

对生成在西北太平洋的热带气旋的影响。针对

１９９８年西北太平洋台风异常偏少的情况，李曾中等

（２００４）的研究进一步确认了跨赤道气流的强弱对台

风生成的影响。另外，对流层风速垂直切变的大小

（即所谓“对流通风条件”）也与台风的生成有一定关

系，如果垂直切变小，有利于初始扰动迅速发展成热

带气旋，反之则不利于热带气旋的形成（ＬｉＣｈｏｎｇｙ

１９肖子牛等：夏季西北太平洋和南中国海台风生成与前期冬春主要环境条件的关系　　　　　　 　　　 　　　　　　　　　



ｉｎ，１９８４；钱维宏，２００４）。此外，基于台风汛期（７—

９月）及前期秋冬季大气环流、ＯＬＲ和海表温度场

的不同特征，“九五”期间还建立了影响上海及华东

地区热带气旋频数的预测概念模型（雷小途，１９９８；

蒋乐怡等，１９９８）：前期秋冬季节东亚冬季风偏强、东

亚５００ｈＰａ高度距平从北到南呈“＋ － ＋”（“－ ＋

－”）型、２０°—４５°Ｎ为正（负）距平，盛行经（纬）向环

流、正（负）距平中心在中国沿海槽区，冷空气势力偏

强（偏弱），冷涌活动偏强（偏弱）、热带西太平洋对流

活动偏强（偏弱），通过海洋暖 Ｋｅｌｖｉｎ波东传，冷

Ｒｏｓｓｂｙ波西传，前期秋冬季节起西北太平洋ＳＳＴ

偏高（偏低）、赤道中东太平洋ＳＳＴ偏低（偏高）、使

Ｗａｌｋｅｒ环流、Ｈａｄｌｅｙ环流减弱（增强），有利于（不

利于）西北太平洋热带气旋的生成，热带辐合带偏南

（北）且不活跃（活跃），引起西太平洋副高脊线位置

偏南（偏北），影响华东地区热带气旋频数偏少（偏

多）。

“九五”期间对７—９月热带气旋频数的预测提

出了概念模型，在讨论热带气旋频数与前期气候背

景关系时，重点关注的是前期秋冬季的不同特征。

我们通过分析发现，热带气旋频数与同期的大气环

境有更直接的关系，而海洋环境有相当的持续特征，

因此热带气旋频数可能与同期和近期的大气海洋环

境会有更好的关系。夏季６—８月是中国主汛期，因

此该时期台风的预测预警也更为重要。本文着重分

析讨论了夏季（６—８月）西北太平洋和南中国海热

带气旋生成频次与同期和前期冬春季主要环境条件

的关系。由于秋季也是热带气旋仅次于夏季的一个

多发季（夏季占４４．６４％，秋季占４０．３５％）（李崇银，

１９８７；何敏等，１９９９），并且登陆中国的热带气旋也最

多（周俊华等，２００２），我们也分析了秋季（９—１１月）

西北太平洋和南中国海的热带气旋频数与前期夏季

气象环境的关系，限于篇幅将另文讨论。

２　资料的选取

本文所用的 ＮＣＥＰ／ＮＣＡＲ 再分析资料为：

１９４８—２００４年的月平均纬向、经向风和垂直速度资

料，格距为２．５°×２．５°；１９５０—１９９９年海温距平月

平均资料，格距为２°×２°；ＮＯＡＡ的ＯＬＲ资料，本

文只选取１９８２—２００４年２３ａ进行研究，格距为２．

５°×２．５°。

１９４９—２００４年的台风资料取自《台风年鉴》和

《热带气旋年鉴》，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谓台风是指

中心附近的平均风力达８级（１７ｍ／ｓ）或以上的热带

气旋（按照１９８９年开始实行的新规定，含热带风暴、

强热带风暴和台风）。

由于我们主要研究季节尺度的长期天气气候特

征，本文中的冬季、春季、夏季、秋季分别以１２月—

次年２月的平均、３—５月平均、６—８月和９—１１月

平均值来代表。

３　夏季台风生成频数的年际与年代际变化

特征

　　图１为１９４９—２００４年夏季西太平洋和南中国

海台风生成频数标准化资料的年际变化曲线和５ａ

滑动平均曲线。分析发现，夏季西太平洋和南中国

海台风生成具有年代际变化特征，即２０世纪５０年

代初期至７０年代中期，台风明显偏多，１９７５年以后

台风相对偏少，这与夏季西太平洋地区热带海温在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中期以来出现了年代际的变暖现象

有关（张庆云等，２００３），但年际变化大，其中台风最

多的是１９９４年（１９个），最少为１９９８年（４个）。为

了使下面的讨论更具代表性，我们定义标准化后的

台风生成频数为台风频数指数犐，即犐＝
犡犻－犡

犛
，

犡＝
１

狀∑
狀

犻＝１

犡犻，犛＝
１

狀∑
狀

犻＝１

（犡犻－犡）槡
２ （式中犡犻为

台风频数序列，犡为平均值，犛为标准差）。定义台

图１　１９４９—２００４年夏季台风生成频数标准化序列

的年际变化曲线（实线）和５ａ滑动平均曲线（虚线）

Ｆｉｇ．１　Ｉｎｔｅｒａｎｎｕａｌ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ｅｄ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ｏｆｓｕｍｍｅｒｔｙｐｈｏｏｎｇｅｎｅｓｉｓ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

ｐｅｒｉｏｄ１９４９－２００４（Ｔｈｅｄａｓｈｅｄｃｕｒｖｅ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

ａｓｍｏｏｔｈｅｄｔｒｅｎｄａｆｔｅｒａ５ｙｅａｒｒｕｎｎｉｎｇｍｅａ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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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频数指数犐＞１为夏季多台风年，犐＜－１为少台

风年。依据此定义，在１９４９—２００４年共有６个多台

风年和９个少台风年，多台风年为１９５０、１９６０、

１９６７、１９７４、１９９４、２００４年，少台风年则为 １９５１、

１９５４、１９５７、１９５９、１９６９、１９７５、１９７９、１９８３、１９９８年。

４　夏季台风生成多寡年同前期气候背景的

关系分析

　　由于本文研究的主要目的是要为夏季台风预测

提供一些有益的依据，因此我们重点找寻夏季多台

风年和少台风年的前期冬季和春季，在台风形成的

动力和热力条件上的一些差异，从而认识有利或不

利台风生成的前期环境和条件。

４．１　夏季台风生成多寡年的前期冬春季海温异常

场对比

图２给出了夏季多台风年与少台风年前期冬季

和春季的海温月平均距平合成场。从图中可见，对

应多台风年，在前期冬季（图２ａ），西太平洋热带风

暴主要源地海温有高于０．２℃的正距平，而赤道中

东太平洋则为大片的呈带状分布的显著负距平，小

于－１℃的中心主要位于赤道东太平洋。到了前期

春季（图２ｃ），西太平洋的正距平区向北太平洋中部

地区扩展，高于０．２℃的正距平中心也东移到北太

平洋中部地区，此时赤道中东太平洋仍维持显著负

距平。多台风年所对应的前期海温距平分布形势与

ＬａＮｉｎａ的海温距平分布形势相似。相反，对应少

台风年，在前期冬季（图２ｂ），西太平洋和北太平洋

中部地区为负海温距平区，而赤道中东太平洋则有

较强的正距平。前期春季（图２ｄ），西太平洋热带风

暴主要源地东侧的海温进一步降低，赤道中东太平

洋的正距平与冬季相比减弱。少台风年对应的海温

距平分布形势与ＥｌＮｉ珘ｎｏ的海温距平分布形势相

似。这些结果与已有的研究成果非常相似（李崇银，

１９８７）。

图２　夏季多台风年（ａ、ｃ）和少台风年（ｂ、ｄ）的前期冬季（ａ、ｂ）和

春季（ｃ、ｄ）太平洋海表水温平均距平合成场（℃）

Ｆｉｇ．２　Ｔｈ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ＳＳＴＡ（℃）ｆｉｅｌｄｏｖｅｒＰａｃｉｆｉｃｉｎｔｈｅｐｒｅｃｅｄｉｎｇｗｉｎｔｅｒ（ａ，ｂ），

ａｎｄｓｐｒｉｎｇ（ｃ，ｄ）ｆｏｒｔｈｅｍｏｒｅ（ａ，ｃ）ａｎｄｌｅｓｓ（ｂ，ｄ）ｓｕｍｍｅｒｔｙｐｈｏｏｎｙｅａｒｓ

４．２　夏季台风生成多寡年的前期冬春季赤道辐合

带异常对比分析

图３给出了多台风年与少台风年前期冬季和春

季的ＯＬＲ月平均距平合成场。由图可见，多台风

年和少台风年冬春季 ＯＬＲ场的异常分布有很明显

的差异。对应多台风年，在前期冬季（图３ａ），从南

海经赤道西太平洋到５°Ｎ以北的东太平洋地区均

为负距平，小于－１２Ｗ／ｍ２ 的最大负距平中心位于

赤道中太平洋１６０°Ｅ附近，说明此时已有较活跃的

ＩＴＣＺ在赤道中太平洋活动；西北太平洋有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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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Ｗ／ｍ２的负距平区。在前期春季（图３ｃ），赤道

中太平洋 １６０°Ｅ 附近的负距平中心已加深到

－１５Ｗ／ｍ２，并且向西北方向扩展至１０°Ｎ附近的

西太平洋地区，表明赤道辐合带已加强北移。到了

夏季（图略），西太平洋１０°Ｎ附近地区的强对流区

进一步北移至１５°Ｎ附近，此位置恰好对应西太平

洋台风的主要源地。相反，对应少台风年，前期冬季

和春季（图３ｂ、３ｄ），热带西太平洋为强的ＯＬＲ正距

平，表明赤道辐合带偏弱偏南。

　　综合以上分析，多台风年，从冬至夏在赤道中太

平洋１６０°Ｅ附近的ＩＴＣＺ有一个向西北方向加强北

抬的过程，太平洋ＩＴＣＺ的活动偏北偏强；相反，少

台风年的前期至同期，热带西太平洋ＩＴＣＺ的活动

却偏南偏弱。

图３　夏季多台风年（ａ、ｃ）和少台风年（ｂ、ｄ）前期冬季（ａ、ｂ）和春季（ｃ、ｄ）ＯＬＲ平均距平合成场（Ｗ／ｍ２）

Ｆｉｇ．３　ＡｓｉｎＦｉｇ．２ｅｘｃｅｐｔｆｏｒＯＬＲｆｉｅｌｄ（Ｗ／ｍ２）

　　同时，我们也对夏季西太平洋和南中国海台风

频数与前期冬春季ＩＴＣＺ活动的对应关系进行相关

普查，相关分析表明，前期冬季（图４ａ）１０°Ｓ—１０°Ｎ、

１３５°—１６５°Ｅ太平洋地区为显著负相关，赤道东太

平洋为显著正相关。到了春季（图４ｂ），太平洋西部

至中部的负相关区向两侧扩展，而赤道东太平洋的

显著正相关区则迅速收缩。到了夏季（图略）随着

ＩＴＣＺ向北推进，赤道太平洋西部至中部的负相关区

图４　夏季台风频数与前期冬季（ａ）和春季（ｂ）ＯＬＲ的相关系数分布

（浅色阴影通过９５％信度检验，深色阴影通过９９％信度检验）

Ｆｉｇ．４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ｓｕｍｍｅｒｔｙｐｈｏｏｎｇｅｎｅｓｉｓ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ａｎｄＯＬＲｉｎ

ｔｈｅｐｒｅｃｅｄｉｎｇｗｉｎｔｅｒ（ａ）ａｎｄｓｐｒｉｎｇ（ｂ）

（ｔｈｅｌｉｇｈｔｌｙｓｈａｄｅｄａｒｅａｐａｓｓｅｄｔｈｅ９５％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ｔｅｓｔ；ｗｈｉｌｅｔｈｅｄａｒｋｌｙｓｈａｄｅｄａｒｅａｐａｓｓｅｄｔｈｅ９９％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ｔｅｓ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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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向西北方向移至１５°Ｎ附近的西北太平洋地区，

此时南海也出现了一个显著负相关区。这里的相关

分析与前面的合成分析结果是一致的。

　　综合以上分析结果，前期冬春季在类似于Ｌａ

Ｎｉｎａ型海温距平分布背景下，赤道太平洋有异常活

跃的ＩＴＣＺ向西太平洋台风主要源地推进，有利于

后期夏季台风的生成；相反，前期冬春季在类似于

ＥｌＮｉ珘ｎｏ型海温距平分布背景下，赤道西太平洋

ＩＴＣＺ偏弱偏南，不利于后期夏季的台风生成。

５　前期海温和ＩＴＣＺ对台风生成条件的影响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知道，夏季台风多寡所对

应的前期冬春季气候背景有明显的差异。那么前期

海温和ＩＴＣＺ对夏季台风生成条件的影响怎样？在

不同时期，是海温与ＩＴＣＺ共同作用影响台风生成，

还是某一个方面扮演着更为重要角色？结合夏季多

台风年与少台风年对应的前期冬、春季５°—２０°Ｎ纬

圈平均高度经度环流剖面图（垂直速度ω放大１００

倍，图５）和垂直速度异常（放大１００倍）剖面图（图

６），我们对以上问题进行一些探讨。

　　由图５可见，多台风年前期冬季和春季１２０°Ｅ—

１２０°Ｗ 太平洋地区的异常上升气流与西北太平洋

持续的暖海温相对应；１２０°Ｗ 以东的异常下沉气流

则与赤道东太平洋持续冷海温相对应。从对应的垂

直速度异常剖面图（图６ａ）上可以更明显地看出，值

得注意的是，此时赤道中太平洋１６０°Ｅ附近，ＩＴＣＺ

台风多年对应前期冬季５°—２０°Ｎ纬圈内最强的上

升运动（大于１ｍ／ｓ异常）位于１３０°Ｅ附近。对照图

２ａ，此时在（１５°Ｎ，１３０°Ｅ）附近地区有一大于０．２℃

暖异常区，同时在图３ａ上，有一个小于－３Ｗ／ｍ２的

ＯＬＲ中心与此相配合。因此，在多台风年前期冬

季，一方面大气大尺度低层流场在暖ＳＳＴＡ 区辐

合，增加了暖ＳＳＴＡ区的水汽供应，为后期台风的

生成提供了重要的有利背景场；另一方面，此时开始

出现弱的ＩＴＣＺ扰动，从而在暖海温异常区附加了

异常低层辐合。对应前期春季，最强的上升运动区

图５　夏季台风多年（ａ、ｃ）与少年（ｂ、ｄ）前期冬季（ａ、ｂ）、春季（ｃ、ｄ）５°—２０°Ｎ纬圈平均经度高度环流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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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微东移至１４０°Ｅ附近，而１２０°—１５０°Ｅ正是西太

平洋台风源地。对应对流层低层有强辐合，高层有

强辐散。分析其原因发现，此时在西太平洋台风主

要源地仍维持异常暖海温，海温最暖的、高于０．２℃

的正距平中心东移到北太平洋中部地区。加强并且

向西北方向扩展至１０°Ｎ 附近的西太平洋地区。

ＩＴＣＺ的北移，将加强低空大尺度水汽辐合与自由

大气中潜热释放之间的正反馈。因此，前期春季与

前期冬季不同的是，热带辐合带的扰动扮演了更为

重要的角色。

对应少台风年，在前期冬季（图５ｂ），西太平洋

为异常下沉气流与冷海温异常相对应，到了春季（图

５ｄ）随着西太平洋冷异常的加强，异常下沉气流向东

扩展至东太平洋。垂直速度异常剖面图 （图６ｂ、６ｄ）

上，最强的异常下沉气流出现在１４０°—１５０°Ｅ，到了

春季则略西移至１４０°Ｅ附近，并且强度增强。由于

大气大尺度低层流场在冷海温区辐散，减少负ＳＳ

ＴＡ区的水汽供应，此时在冷海温持续作用下，导致

热带辐合带偏南偏弱、缺乏必要扰动，夏季西太平洋

台风主要源区的台风生成频数减少。

图６　夏季台风多年（ａ、ｃ）与少年（ｂ、ｄ）的前期冬季（ａ、ｂ）、春季（ｃ、ｄ）５°—２０°Ｎ纬圈平均垂直速度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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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合以上分析，对应夏季多台风年，前期冬季西

太平洋暖海温异常为后期台风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

有利背景，在暖海温的持续作用下，对流层的风场辐

合异常增强，增加了暖海温区的水汽供应。到了前

期春季，随着赤道辐合带的北移，附加的异常辐合位

于暖海温区时，增强低空大尺度水汽辐合与自由大

气中潜热释放之间的正反馈，有利于台风的生成。

当前期冬季至春季西北太平洋海温持续异常偏冷

时，对流层的风场为辐散异常，减少了冷海温区的水

汽供应，加之赤道辐合带不活跃，缺乏必要扰动，夏

季台风生成偏少。

６　２００４年前冬至夏季ＩＴＣＺ和海温场与夏

季台风生成的关系

　　２００４年台风个数较常年偏多，共生成３０个热

带风暴，其中有２０个发展成为台风，占生成总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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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６．６７％，比例高于常年（占６１．７％），其中夏季台风

生成１６个，是１９４９年以来台风频数第３多的年份。

同时，风暴持续时间普遍较长，持续时间超过５ｄ的

热带风暴有１８个，占总数的６０．０％；其中有５个风

暴的持续时间超过１０ｄ。生成源地也偏东，１２０°—

１５０°Ｅ有２０个热带风暴，生成频数略大于常年平均

值，而１５０°Ｅ以东的热带风暴生成频数也大于常年

平均值。通过前面的讨论我们知道，前期冬春季热

带辐合带的异常活跃对夏季西太平洋和南中国海台

风生成偏多，其对２００４年夏季台风频数的预测是否

也具有指示意义呢？下面我们对此进行讨论。

图７ａ—７ｃ分别是２００４年前期冬季、次年春季

和夏季的ＯＬＲ距平合成场。由图可见，前冬在赤

道西太平洋有中心值小于－１０Ｗ／ｍ２ 的 ＯＬＲ异

常，即有较强的ＩＴＣＺ活动；前期春季，赤道西太平

洋１６０°Ｅ附近的ＩＴＣＺ进一步增强且向西北方向扩

展至菲律宾群岛以东洋面，中心值小于－２５Ｗ／ｍ２；

夏季，ＩＴＣＺ向中太平洋发展，１５°Ｎ附近在１２０°Ｅ—

１８０°为一宽广的东西向辐合带。值得注意的是，从

冬至夏在赤道１５０°Ｅ以西洋面上都有ＩＴＣＺ活动且

向北加强发展，这些正是２００４年热带风暴频数大

于常年平均值的重要背景条件。图７ｄ—ｆ分别是

２００４年前期冬季、次年春季和夏季的海温距平合

成场。从图可以清晰地看到，从冬至夏，热带太平

洋海温异常偏暖，为热带气旋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

热力条件。

　　因此，前冬至夏季西太平洋ＩＴＣＺ和海温场的

特征显示，２００４年是一个台风活跃的年份，会有较

多的热带风暴在西太平洋和南中国海生成，诊断结

论与观测事实相符。

图７　２００４年前冬和春、夏的ＯＬＲ距平场（ａ—ｃ，单位：Ｗ／ｍ２）及海温距平场（ｄ—ｆ，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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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结　论

对西太平洋和南中国海台风生成多寡年的同期

气候背景进行对比和相关分析，其结果表明，在夏季

多台风年和少台风年，台风形成的热力、动力和水汽

辐合等条件有显著差异。本文也进一步探讨了前期

冬春季海温与赤道辐合带的异常与夏季台风生成的

关系，可以得到以下一些初步的结果：

　　（１）夏季西太平洋和南中国海台风频数具有年

代际变化特征，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初期至７０年代中

期，台风明显偏多；１９７５年以后台风相对偏少，但其

间台风频数的年际变化较大。

（２）前期冬春季海温和赤道辐合带的异常与夏

季台风生成有密切的关系。前期冬季西太平洋异常

的暖海温为后期台风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有利背

景，在暖海温的持续作用下，对流层风场辐合异常增

强，增加了暖区的水汽供应。到了前期春季，随着热

带辐合带的北移，附加的异常辐合位于暖海温区时，

将增强低空大尺度水汽辐合与自由大气中潜热释放

之间的正反馈，有利于后期台风的生成。当前期冬

春季西北太平洋海温持续异常偏冷时，对流层风场

为辐散异常，减少了冷区的水汽供应；加之赤道辐合

带不活跃，缺乏必要扰动，夏季台风生成偏少。

（３）前期冬春季西太平洋海温异常和热带辐合

带的活动异常对夏季台风频数都有明显影响，而海

温异常影响的持续性更长，热带辐合带的影响主要

在春夏季。上述两个基本因素的影响又以它们的恰

当配合为最显著。当赤道辐合带活跃、且偏北，又出

现在暖海温的背景上，会导致夏季台风数明显偏多；

当赤道辐合带不活跃、且偏南，又出现在冷海温的背

景上，会导致夏季台风数明显偏少。

（４）２００４年前期冬春季西北太平洋海温也较

常年偏高，热带辐合带异常活跃，它们是导致２００４

年台风偏多的主要原因，与合成分析结果一致。

在分析夏季台风多寡年与前期气候背景的关系

时，本文着重讨论了海温和热带辐合带两个方面，

在不同的年份也许还有其他的一些影响因子，有关

的问题还有待于深入地探讨。另外，虽然西北太平

洋热带气旋强度已表明存在月际、年际和年代际的

变化特征（陈联寿等，１９７９），但强台风的出现特征，

以及与环境条件的关系，还是很值得深入研究的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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