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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台风灾情特征及其灾害客观评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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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利用上海台风研究所及国家气象中心整编的中国台风灾情资料，分析了中国致灾台风造成的人员伤亡、房屋倒损、

农田受淹及直接经济损失等灾情特征。引入了定基物价指数，改进了台风灾害指数（ＡＴＤＩ指数）的计算方法，基于１９８０—

２００４年间所有致灾台风的灾害指数的聚类分析，将致灾台风的灾害分为：轻灾（或小灾）、中灾、大灾（或中偏重灾）和重灾４个

等级，并据此对１９８０—２００４年间中国致灾台风的灾情进行了客观评估。结果表明：平均每年约有７．２个台风对中国造成明显

灾情，最多的年份多达１１个、最少年份也有４个。中国致灾台风的频数逐年减少，但造成的灾情却逐年趋重，因台风而伤亡的

总人数逐年上升（死亡人数下降）、倒损房屋和受淹的农田面积以及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均逐年递增，倒损房屋、受淹的农田

面积、直接经济损失的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１．３３×１０４ 间／年、２．２８×１０４ｈｍ２／年和１４．５６亿元／年。１９８０—２００４年间，单个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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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助课题：中国气象局气象新技术推广项目（ＣＭＡＴＧ２００５Ｍ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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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台风而言，倒损房屋、受淹的农田面积、直接经济损失的平均增长率分别为５８１．４间／个、８８０．０ｈｍ２／个和０．３３亿元／个。从

台风灾害指数看，１９９０年代中期，中国的台风灾害较为严重，其中１９９６年最重，而１９９８年则是１９８０—２００４年间台风灾害最

轻的年份。

关键词　台风，灾害，评估

中图法分类号　Ｐ４０．３５

１　引　言

台风（泛指热带气旋，包括热带低压、热带风暴、

强热带风暴、台风、强台风、超强台风，下同）及其伴

随的狂风暴雨和风暴潮等，往往造成树拔屋倒、船沉

田淹、财损人亡等灾害，深入内陆的台风还常引发洪

水和泥石流等次生灾害，是众所周知的严重灾害性

天气。

长期以来，气象工作者通过投入更多、更新的探

测设备，获取更全面的观测信息；开展更广泛的联合

科技攻关，提高对台风活动规律和机制的认识（黄荣

辉等，２００７）；使用更高性能的计算机和研制更高分

辨率的数值模式，提高对台风路径和强度等的预报

能力（黄伟等，２００７），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和有目共睹

的成果，为防台减灾工作提供了强有力的科技支撑。

为了解台风灾害的特征，提高台风灾害的预报

预警能力，国外早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即开展了台风

灾害风险分析评估工作（Ｓａｆｆｉｒ，１９７２；Ｓｉｍｐｓｏｎ，

１９７４），并研制了台风大风可能带来的灾害风险的评

估 指 标 体 系 （ＳａｆｆｉｒＳｉｍｐｓｏｎ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Ｃｙｃｌｏｎｅ

Ｓｃａｌｅ，ＳＴｉＣｋＳ）（Ｓｈｅｉｆｅｒ，１９８６；Ｇｕａｒｄ，１９９９）。然

而，中国对台风灾害的研究却相对缺乏，对中国致灾

台风特征的分析工作主要是在“八·五”攻关期间，

并对台风害情的评估进行了初步的研究（徐良炎，

１９９４；梁必骐等，１９９５；蔡则怡等，１９９４）。但是，当时

使用的资料年代大都载止至１９９０年前后，而且对台

风灾情评估等工作主要集中在东南沿海的部分省

（直辖市），至今我们尚不十分清楚中国总体的台风

灾害究竟有多大、具有特点如何，不同台风的罩情孰

重孰轻也众说纷纭。本文利用中国气象局上海台风

研究所和国家气象中心整编的台风灾情资料，对中

国台风的灾害特征及台风灾情的客观评估方面进行

了初步的分析和研究。

２　台风灾情资料

由于种种原因，中国台风灾情资料的收集、上报

工作较为薄弱，台风灾情的内容不很规范、资料不很

完整，而且不同来源的数据相差悬殊。２０世纪９０

年代初，中国气象局曾组织力量对台风的灾情资料

进行了较系统的收集和整理，并由上海台风研究所

主持对１９８０—１９９２年间中国的台风灾情资料进行

了整编。２００５年，受中国气象局气象新技术推广项

目资助，中国气象局上海台风研究所汇同国家气象

中心对１９９３—２００４年中国的台风灾情资料进行了

整编。整编时使用的资料主要来自：历年《全国气候

影响评价》、《全国农业年鉴》、《气象》，近两年出版的

《中国气象灾害年鉴》以及国家气候中心有关的历史

灾情数据等。

整编后的１９８０—２００４年的中国台风灾情资料

包括：死亡人数、失踪人数、受伤人数、倒塌房屋数、

受损房屋数、受淹农田面积、船舶沉没及损坏数和直

接经济损失等项。以省（或直辖市或自治区，下同）

为单位，单个台风在同一省境内造成的灾情为一个

样本，１９８０—２００４年间共有４５０个不甚完整（部分

灾情项目缺测）的样本，图１给出了各灾情资料的年

样本数分布。

　　由于船舶沉没、船舶损坏的记录“缺测”太多（而

且往往同时缺测），样本数仅为总样本数的１８．７％

和２６．４％，故本文暂不作分析。失踪人员的记录

“缺测”更多，但考虑到受台风影响时不一定会造成

人员失踪的事实，因此，本文将失踪人员的“缺测”视

为无人员失踪处理，即失踪人数为０。此外，失踪数

年的人员，死亡的可能性极大，因此，下文将失踪人

数与死亡人数合并成“伤亡人数”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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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１９８０—２００４年中国台风灾情资料的年样本数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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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台风灾害特征

３．１　致灾台风频数

１９８０—２００４年间，对中国造成明显灾情（有记

录）的台风共１８１个，平均每年约７．２个，且年际差

异较大，最多的年份（１９８５年）达１１个之多，是最少

年份（１９９８年）４个的近３倍。由图２可见：除３—５

年的年际振荡外，中国致灾台风频数总体呈现弱的

减少趋势（约０．８个／１０年）。此外，年代际变化特

征也较明显：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及以后相对少发，１９９６

年以来的年致灾台风数几乎都在平均数以下（２００１

年除外）。

图２　１９８０—２００４年中国致灾台风频数的年际变化

（粗实线为线性趋势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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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ａｂｓｃｉｓｓａ：ｔｉｍｅ（ｙｅａｒ）；ｔｈｅ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ｃｙｃｌｏｎｅｓｃａｕｓｉｎｇ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ｓ；ｔｈｅｔｈｉｃｋｌｉｎｅ：ｌｉｎｅａｒｔｒｅｎｄ）

　　台风对中国影响的地域较广，从地理分布看，

１９８０—２００４年间，中国共有２４个省份受台风的明

显影响并有灾情记录，但以东南沿海各省为多（徐良

炎（１９９４）、梁必骐等（１９９５）、蔡则怡（１９９４）、叶雯

（２００２）等也曾得到过类似的不完全统计结论）。其

中，广东省的致灾台风频数最多，共有９２个（年均约

３．７个）影响并造成了有记录的灾情；福建和浙江省

次之，年均约２．６个；海南岛、广西、江苏省年均

１．９—１．２个，江西、安徽、上海、山东、湖南、湖北、河

北、辽宁、吉林、天津、北京、河南、黑龙江、山西、陕

西、内蒙古、云南、贵州等省份年均尚不足１个致灾

台风影响。

３．２　致灾台风灾情

１９８０—２００４年的２５年间，１８１个致灾台风共造

成中国２３．５３万人伤亡（其中死亡及失踪１．４４万

人，伤２２．０９万人）、３０８８．９５万间房屋倒损（其中倒

塌７４２．１８ 万间，损坏 ２３４６．７７ 万间）、３．９２×

１０７ｈｍ２农田受淹和４２２３．５７亿元人民币的直接经

济损失，并有７万余艘各式船舶翻沉或损坏。

（１）人员伤亡

１９８０—２００４年间的台风灾情资料显示：平均每

年，中国因台风伤亡（含失踪，下同）９４１２．８人，其中

死亡（含失踪，下同）５７７．３人、伤８８３５．５人；平均每

个台风，造成人员伤亡数为１３００．１人，其中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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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９．７人、伤１２２０．４人。

台风造成的伤亡人数年际间差异极大：１９９６年

因台风而伤亡人数高达１２．２７万人，是最少年１９９８

年１２人的１万多倍；死亡人数的多年（１９９４年２１１５

人）和少年（１９９８年６人）间也相差３５２倍。在中

国，台风灾害造成的伤亡人数有以逐年约４０５．９人

的速度增加的趋势，但死亡人数则以２４．９人／年的

速度递减（图３）。

图３　１９８０—２００４年中国台风灾害造成

的人员伤亡数（单位：人）

Ｆｉｇ．３　Ｃａｓｕａｌｔｉｅｓ（ｕｎｉｔ：ｐｅｒｓｏｎ）ｃａｕｓｅｄｂｙ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ｃｙｃｌｏｎｅｓｉｎＣｈｉｎａｆｒｏｍ１９８０ｔｏ２００４

（Ｔｈｅｔｈｉｃｋｌｉｎｅｄｅｎｏｔｅｓｔｈｅｌｉｎｅａｒｔｒｅｎｄ）

　　不同致灾台风造成的人员伤亡情况也相差悬

殊：９６０８、９４１７号台风分别以伤亡１１．３万人和死亡

１４２６人而居首位，而８００９、８３１１、８６１３、８７０４、８８１９、

８８２３、９２０６、９２０７、９８０６、０１１９号台风仅有１人死或

伤甚至未造成人员伤亡。此外，造成５千以上人员

伤亡的台风还有：８６０７号（伤亡１．２２万人）、９６１５号

（伤亡８１１６人）、０１０４号（伤亡７９０７人）、９４１７号（伤

亡５９４６人）、９７１１号（伤亡５６６０人）及９１０７（伤亡

５３４０人）；造成５００人以上死亡的台风还有：８１０８号

（死亡１２８３人）、９６０８号（死亡７７９人）。从趋势上

看，随着时间的推移，单个台风造成的人员伤亡数略

有增加（递增率为１１．４人／个），死亡人数则略有减

少（递减率为０．３人／个）。

（２）房屋倒损

１９８０—２００４年间，中国因台风而倒损的房屋平

均每年约１２３．５６万间（其中倒塌２９．６９万间、损坏

９３．８７万间），并以１．３３万间／年的速度递增（图４）；

单个台风平均约造成１７．０７万间房屋倒损（其中倒

塌４．１０万间、损坏１２．９７万间），并以５８１．４间／个

的速度随时间递增。

图４　１９８０—２００４年中国台风灾害造成

的房屋倒损数（单位：间）

Ｆｉｇ．４　Ｙｅａｒｌｙｄａｍａｇｅｄａｎｄｃｏｌｌａｐｓｅｄｈｏｕｓｅｓ（ｕｎｉｔ：ｒｏｏｍ）

ｃａｕｓｅｄｂｙｔｒｏｐｉｃａｌｃｙｃｌｏｎｅｓｉｎＣｈｉｎａｆｒｏｍ１９８０ｔｏ２００４

（Ｔｈｅｔｈｉｃｋｌｉｎｅｄｅｎｏｔｅｓｔｈｅｌｉｎｅａｒｔｒｅｎｄ）

　　与人员伤亡的情况类似，因台风而倒损的房屋

数也存在显著差异：１９９４年倒塌的房屋最多（达

１３４．６７万间）、１９９６年损坏及倒损的房屋最多（分别

为５１２．９７万间和５８５．０８万间），而１９９８年无论是

倒塌、损坏或是倒损的房屋数都是最少的一年（分别

是６１４５间、１８３５７间和２４５０２间）。

同样，不同的台风造成的房屋倒损数也相差甚

大，９４０６号台风以６１．３１万间位居房屋倒塌数的首

位（９７１１号和９６１５号台风以４７．６２万间和３４．０７

万间分列第２、３位），９６０８号台风则以２７３．０万间、

３０２．２２万间列房屋损坏和倒损总数之首（９６１５号和

９７１１号分列第２、３位，其损坏房屋数分别是２１．５１

万和１３．７０万间、倒房屋数分别是２４．９１万和１８．４６

万间），而８７０８号台风仅造成了６间房屋倒塌、８４０９

号台风造成的房屋损坏和倒塌数仅１间和１５间。

　　（３）农田受淹

平均每年（１９８０—２００４年），台风造成中国１．５７

×１０６ｈｍ２ 的农田受淹。１９９７年因台风受淹的农田

面积最大（达８．３×１０６ｈｍ２）、１９９１年最小（３．６７×

１０３ｈｍ２），两者相差２千多倍。自１９８０年以来，中

国因台风而受淹的农田面积呈现出逐年增大的趋势

（图５），递增率约为２．７８×１０４ｈｍ２／ａ。值得注意的

是，２０００年以来受淹的农田面积均接近或小于多年

（１９８０—２００４年）平均，其成因有待进一步分析。

就单个台风而言，平均每个台风造成的受淹农

田面积约２．１７×１０５ｈｍ２，并以８．８×１０２ｈｍ２／个的

速度随时间递增。其中，造成农田受淹面积最大的

是９７１１号台风，为７．１３×１０６ｈｍ２；９４０６、９６０８号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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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以４．６３×１０６ｈｍ２ 和３．６６×１０６ｈｍ２ 分列第２和

第３；其余台风均不足２．６７×１０６ｈｍ２，其中８４０９号

台风最小，仅造成２２ｈｍ２ 农田受淹。

图５　１９８０—２００４年中国因台风受淹

的农田面积（单位：亩）

Ｆｉｇ．５　Ｙｅａｒｌｙｉｎｕｎｄａｔｅｄｆａｒｍｌａｎｄａｒｅａ（ｕｎｉｔ：０．０６７ｈｍ
２）

ｃａｕｓｅｄｂｙｔｒｏｐｉｃａｌｃｙｃｌｏｎｅｓｉｎＣｈｉｎａｆｒｏｍ１９８０ｔｏ２００４

（Ｔｈｅｔｈｉｃｋｌｉｎｅｄｅｎｏｔｅｓｔｈｅｌｉｎｅａｒｔｒｅｎｄ）

　　（４）直接经济损失

不计物价及货币升值率等因素，１９８０—２００４

年，中国平均每年因台风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为

１６８．９４亿元人民币，平均约占当年国民生产总值

（ＧＤＰ）的０．３６％；平均每个台风造成２３．３３亿元人

民币的直接经济损失。统计数据表明，台风造成的

直接经济损失的年际差异也很大，且以１９９６年的

９６１．６５ 亿元人民币为最大（约占当年 ＧＤＰ 的

１．４２％）、以１９８０年的５６８３．９５万元为最小（约占

当年ＧＤＰ的０．０１％）。从年际变化的趋势看，台风

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有逐年增加的趋势，递增率约

为１４．５６亿元／年（图６）。

　　就单个台风而言，９６０８号台风造成的直接经济

损失最大（达６５２．７亿元人民币），造成巨灾（１００亿

图６　１９８０—２００４年台风造成中国的

直接经济损失（单位：万元人民币）

Ｆｉｇ．６　Ｙｅａｒｌｙｄｉｒｅｃｔ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ｌｏｓｓ（ｕｎｉｔ：ｔｅｎｔｈｏｕｓａｎｄＲＭＢ）

ｃａｕｓｅｄｂｙｔｒｏｐｉｃａｌｃｙｃｌｏｎｅｓｉｎＣｈｉｎａｆｒｏｍ１９８０ｔｏ２００４

（Ｔｈｅｔｈｉｃｋｌｉｎｅｄｅｎｏｔｅｓｔｈｅｌｉｎｅａｒｔｒｅｎｄ）

元以上损失）的台风还有９７１１号（４３６．３亿元）、

９６１５号（２１８．６亿元）、０４１４号（２０３．３亿元）、９４１７

号（１７８．５亿元）、０１０４号（１６９．７亿元）和９４０６号

（１３３．２亿元），１而８００６、８１０８、８２０９、８７０４、８８２４、

９６０７号等台风的损失则较小，均不足１００万元。此

外，１９８０—２００４年间，单个台风所造成的直接经济

损失有以０．３３亿元／个的速率递增的趋势。

４　台风灾情客观评估

１９８０—２００４年的台风灾情资料显示，有些台风

造成的人员伤亡较多，但房屋倒损或受淹农田面积

或直接经济损失并不高，如：８１０８号台风造成１２８３

人死亡，是造成死亡人数最多的单个台风，但直接经

济损失却只有４．１万元（是直接经济损失最少的台

风之一）。另一方面，台风的灾情资料也显示：有些

台风造成的人员伤亡不多，但房屋倒损或受淹农田

面积或直接经济损失却很大，如：０３２０号台风造成

了近１６．３亿元的直接经济损失，但却仅有２人死亡

（且无人员失踪和受伤）。由于不能将所有的灾情项

目换算成单一的灾情项目（如把人员伤亡、房屋倒损

和受淹农田面积都换算成直接经济损失），因而给客

观评估哪类台风的灾害更重带来一定的困难。

４．１　犃犜犇犐指数

“八·五”期间，卢文芳（１９９５）在分析和评估影

响上海地区的台风灾害时，提出：先将台风造成的人

员伤亡数、房屋倒损数和农田受淹面积进行规范化

处理（即换算成规范化指数），然后将各规范化指数

相加得到该台风的灾情指数（ＴＤＩ指数，记为犐ＴＤ），

最后引用冯利华（１９９３）提出的灾级概念对台风灾害

进行了分级评估。此后，又有学者采用类似的方法，

相继建立了浙江、广东等地的台风灾情评估方案（钱

燕珍等，２００１；姚棣荣等，２００１；梁必骐等，２００１；樊琦

等，２００１）。台风灾害的犐ＴＤ指数定义为（钱燕珍等，

２００１）

犐ＴＤ ＝犐犱＋犐犺＋犐犲　　 （１）

其中，犐犱、犐犺 和犐犲 分别为规范化的人员伤亡指数、农

田受淹指数和房屋倒损指数，按下式计算：

犐犱 ＝

ｌｏｇ犱－１　 当犱≥１００人

犱
１００
　　　 当犱＜１００

烅

烄

烆
人
　　 （２．１）

犐犺 ＝

ｌｏｇ犺－２　 当犺≥６６６７ｈｍ

犺
６６６７

　 　 当犺＜
烅

烄

烆
６６６７ｈｍ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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犐犲 ＝

ｌｏｇ犲－２　 当犲≥１００００间

犲
１００００

　　 当犲＜１００００
烅

烄

烆
间

（２．３）

式中，犱、犺和犲分别为伤亡人员数（单位：人）、受淹

农田面积（单位：亩）和倒损房屋数（单位：间）。

ＴＤＩ指数综合表征了台风造成的伤亡人数、受

淹农田面积和倒塌房屋数，大致反映了台风灾害的

主要方面，但却未能包含另一个重要方面，即直接经

济损失。

随着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诸如道路桥梁、供水

供电系统和户外广告牌损毁等带来的损失越来越严

重，直接经济损失还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除人员伤

亡、农田受淹和房屋倒塌之外的损失（包括近年来人

员转移的经济成本等）。因此，在综合表征台风灾情

的指数中还应包括直接经济损失。增加了直接经济

损失后的台风灾情指数（简称 ＡＴＤＩ指数，记为

犐ＡＴＤ）可定义为

犐ＡＴＤ ＝犐犱＋犐犺＋犐犲＋犐犿　　　 （３）

其中，犐犱、犐犺、犐犲、犐犿 分别为规范化的人员伤亡指数、

农田受淹指数、房屋倒损指数和直接经济损失指数。

犐犱、犐犺、犐犲分别按式（２．１）、（２．２）和（２．３）计算，犐犿 则

按下式计算

犐犿 ＝

ｌｏｇ犿　 当犿≥１０亿元

犿
１０
　　 当犿＜１０

烅

烄

烆
亿元

　　 （４）

式中，犿为定基直接经济损失（单位：亿元）。定义

为以某一年的物价为基准，将其他各年的直接经济

损失换算成以基准年物价为基准的直接经济损失。

犿＝犿０·β　　　　 （５）

其中，犿０ 为直接经济损失，β为定基物价比系数

（经济学上系指：调查商品报告期物价水平与某一固

定时期物价水平的比值，该固定时期称为基准时

期，基准时期的比值为１．０），本文将２０００年设定为

基准年。

引入定基直接经济损失的目的是要消除物价涨

落等因素，将各年的直接经济损失订正到基准年的

物价水平，从而使不同年份的经济损失具有可比性、

对不同年份台风灾害的评估更具可比性。图７给出

了１９８０—２００４年的年环比物价指数（经济学上系

指：调查商品报告年物价水平与上年物价水平的比

值，上年的比值为１００％）及相对于基准年（２０００年）

的定基物价比系数。可见，环比物价连年上升，相对

于２０００年的定基物价比系数界于０．７２—６．３９之

间，极值间相差近９倍，充分说明引入定基物价比系

数、考虑不同年份直接经济损失可比性的必要性Ｊ。

图７　１９８０—２００４年中国环比物价指数及

相对于２０００年的定基物价比系数

Ｆｉｇ．７　Ｐｒｉｃｅｌｉｎｋ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ａｎｄｆｉｘｅｄｂａｓｅｐｒｉｃｅｒａｔｉｏ

ｗｉｔｈｒｅｓｐｅｃｔｔｏｙｅａｒ２０００ｉｎＣｈｉｎａｆｒｏｍ１９８０ｔｏ２００４

４．２　灾害等级

由式（２．１）—（２．３）及式（３）—（５），即可计算出

每个致灾台风的灾情 ＡＴＤＩ指数（图８）。结果表

明：１９８０—２００４年，中国单个致灾台风的综合灾害

指数（ＡＴＤＩ）平均为６．８１；期间的１８１个致灾台风

中，ＡＴＤＩ指数最大的是９６０８号台风（其 ＡＴＤＩ指

数高达１７１．２２）；９７１１号和９４０６号台风分列２、３

位，ＡＴＤＩ指数值分别是１５．７９和１４．９６；ＡＴＤＩ指

数最小只有０．００５（８４０９号台风），与最大者相差

３４００多倍；从趋势上看，中国致灾台风的灾害指数

ＡＴＤＩ有逐渐增大的趋势（递增率约为０．０１２／个）。

　　为了防台减灾业务和服务的需要，将台风的灾

情进行分级是必要的。本文按ＡＴＤＩ指数的大小，

对１９８０—２００４年的致灾台风进行聚类，并据此将致

灾台风的灾害分为：轻灾（或小灾）、中灾、大灾（或中

偏重灾）和重灾４个等级。各级灾害的 ＡＴＤＩ指数

取值如下。

　　按上述标准划分，１９８０—２００４年约３２％的致灾

台风给中国带来了中等程度的灾害，约３０％的致灾

表１　中国致灾台风的灾害等级划分

Ｔａｂｌｅ１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ｏｆ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ｓｃａｕｓｅｄｂｙ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ｃｙｃｌｏｎｅｓｉｎＣｈｉｎａ

灾害等级 轻灾 中灾 大灾 重灾

犐ＡＴＤ指

数取值
犐ＡＴＤ≤８．３

８．３＜犐ＡＴＤ

≤１１．１

１１．１＜犐ＡＴＤ

≤１２．６０
犐ＡＴＤ＞１２．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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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１９８０—２００４年中国各致灾台风的ＡＴＤＩ指数

（横坐标为台风编号（１１４为０１１４号、４０７为０４０７号），纵坐标为ＡＴＤＩ指数（与狓轴交于犐ＡＴＤ＝６．８１））

Ｆｉｇ．８　ＴｈｅＡＴＤＩｉｎｄｅｘｏｆｔｒｏｐｉｃａｌｃｙｃｌｏｎｅｓｃａｕｓｉｎｇｄａｍａｇｅｓｉｎＣｈｉｎａｆｒｏｍ１０９８０ｔｏ２００４

Ｔｈｅａｂｓｃｉｓｓａ：ｔｈｅｓｅｒｉａｌ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ｔｒｏｐｉｃａｌｃｙｃｌｏｎｅｓ（１１４ｓｔａｎｄｓｆｏｒＮｏ．０１１４，

４０７ｓｔａｎｄｓｆｏｒＮｏ．０４０７）；ｔｈｅ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ＡＴＤＩｉｎｄｅｘ；ｔｈｅｒｅｄｌｉｎｅ：ｌｉｎｅａｒｔｒｅｎｄＳ

（ｉｎｔｅｒｓｅｃｔｉｎｇｔｈｅ狓ａｘｉｓａｔ犐ＡＴＤ＝６．８１）

台风的灾情达到大灾或重灾（其中大灾约占总数的

２０％、重灾约１０％），另有约３８％的致灾台风的灾情

较轻。

此外，１９８０—２００４年，平均每年约有１—２个

（约１．６４个）台风对中国造成大灾或重灾（年均重灾

台风约０．５２个）。各级灾害的单个致灾台风平均造

成的人员伤亡、房屋倒损、农田受淹和直接经济损失

（系指以２０００年为基准的定基直接经济损失）列于

表２。

表２　中国各级灾害的单个致灾台风的平均灾情

Ｔａｂｌｅ２　Ｔｈｅａｖｅｒａｇｅｄａｍａｇｅｃａｕｓｅｄｂｙｓｉｎｇｌｅ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ｃｙｃｌｏｎｅｓｆｏｒｖａｒｉｏｕｓ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ｉｎＣｈｉｎａ

伤亡人数

（人）

倒损房屋

（万间）

受淹农田面

积（１０４ｈｍ２）

定基（以２０００年

为基准年）直接

经济损失（亿元）

轻灾 ７８．７ ３．２７ ０．４３ ９．２５

中灾 ４５３．５ １３．０４ １．２９ ２２．１８

大灾 １２４０．１ ２８．８１ ３．８９ ４７．１６

重灾 １２９７９．０ １０８．３４ １２．５５ ２３４．４０

　　类似地，若将某年因台风造成的人员伤亡、房屋

倒损、农田受淹和直接经济损失代入公式（２）—（５），

则可以获得该年的台风灾害指数（ＡＴＤＩ），图９即是

１９８０—２００４年中国台风灾害指数的逐年变化。

　　由图９可见，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中国的台风

灾害较为严重，其中１９９６年最重，而１９９８年则是

图９　１９８０—２００４年中国台风灾害指数的年变化

Ｆｉｇ．９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ｙｅａｒｌｙＡＴＤＩ

ｉｎｄｅｘｉｎＣｈｉｎａｆｒｏｍ１９８０ｔｏ２００４

（Ｔｈｅｔｈｉｃｋｌｉｎｅｄｅｎｏｔｅｓｔｈｅｌｉｎｅａｒｔｒｅｎｄ）

１９８０—２００４年台风灾害最轻的年份。从趋势上看，

中国的台风灾害随着时间的推移呈现弱的逐年递增

趋势。

若将ＡＴＤＩ值介于均值（犅）和正、负一个标准

差（犛）视为台风灾害正常年，而Ａ犐ＡＴＤ＞犅＋０．５
犛

视为台风灾害偏重年、犐ＡＴＤ＞犅＋犛视为台风重灾

年、犐ＡＴＤ＜犅－０．５
犛 视 为 台 风 灾 害 偏 轻 年、

犐ＡＴＤ＜犅－犛视为台风轻灾年，则可基于某年的犐ＡＴＤ

值评估该年的台风影响年景。据此，可以判定

１９８０—２００４年，中国台风灾害偏轻的年份有：１９９８、

１９９１、１９８０、１９８３、１９８２、２００３和２００４年，其中１９９８、

１９９１、１９８０、１９８３、１９８２年为台风轻灾年；台风灾害

１８８雷小途等：中国台风灾情特征及其灾害客观评估方法　　　　　　　　　　　　　　　　　　 　　　 　　　　　　　　　



偏重的 ９年份有：１９９６、１９９４、１９９７、１９８５、１９８９、

１９９０、１９９９和１９８６年，其中１９９６、１９９４、１９９７、１９８５

年为台风重灾年。

５　结论与讨论

基于１９８０—２００４年，中国因台风造成的人员伤

亡、房屋倒损、农田受淹及直接经济损失等灾情资料

的分析和客观评估，获得了以下主要结论：

（１）平均每年约有７．２个台风对中国造成明显

灾情，最多的年份多达１１个（１９８５年）、最９少年份

（１９９８年）也有４个。

（２）中国因台风平均每年造成：伤亡的人员数

约９４１２．８人（死５７７．３人，伤８８３５．５人）、倒损的房

屋数约１２３．５６万间（倒塌２９．６９万间，损坏９３．８７

万间）、受淹的农田面积约１．５７×１０６ｈｍ２、直接经

济损失约为１６８．９４亿元（平均约占当年 ＧＤＰ的

０．３６％）。单个致灾台风，平均约造成：１３００．１人伤

亡（死７９．７人，伤１２２０．４人）、１７．０７万间房屋倒损

（倒４．１０２万间，损１２．９７万间）、２．１７×１０５ｈｍ２ 农

田受淹、２３．３３亿元直接经济损失。

（３）１９９６年是１９８０—２００４年中国台风灾情最

严重的一年，是造成人员伤亡最多（１２．２７万人，其

中死 １５０８ 人、伤 １２．１２ 万人）、房屋损坏最多

（５１２．９７万间）、直接经济损失最１多（９６１．６５亿元，

约占当年ＧＤＰ的１．４２％）的一年。１９９７年次之，同

时也是造成农田受淹面积最多０（８．３３×１０６ｈｍ２）

的一年。１９９８年则是中国台风灾情最轻的一年，也

是因台风造成的人员伤亡最少（１２人，６死６伤）、房

屋倒塌和损坏最少（分别为６１４５和１８３５７间）的一

年。１此外，１９９１年和１９８０年的台风灾情均较轻，

其中１９９１年还是受淹农田面积最少（仅３．６７×１０３

ｈｍ２）的一年、１９８０年则是直接经济损失最小（５６８３．

９５万元，约占当年ＧＤＰ的０．０１％）的一年。

（４）９６０８号台风是１９８０—２００４年，中国灾情最

为严重的台风，造成的人员伤亡最多（１１．３万人，其

中死７７９人、伤１１１９７７人）、房屋损坏和倒损最多

（分别为２７３．０万间、３０２．２２万间）、直接经济损失

也最大（６５２．７亿元）。９７１１号台风是中国灾情第二

严重的台风，它同时也是造成中国农田受淹面积最

大（７．１３×１０６ｈｍ２）的台风。８４０９号台风则是所有

致灾台风中灾情最轻的台风，它造成的房屋损坏和

倒塌最少（分别为１间和１５间）、受淹农田面积也最

小（仅２２ｈｍ２）。

（５）从趋势上看，中国致灾台风的频数逐年递

减（速率０．８个／１０年）、造成的死亡人数逐年下降

（速率２４．９人／年），但因台风造成的灾害则逐年趋

重，表现为伤亡总人数逐年上升．（速率４０５．９人／

年）、倒损房屋逐年递增（速率１．３３万间／年）、受淹

的农田面积逐年增大８（速率２．２８×１０４ｈｍ２／ａ）和

直接经济损失逐年增加（速率１４．５６万元／年）。单

个台风造成的死亡人数略有减少（递减率为０．３人／

个）、伤亡人数略有增加（递增率为１１．４人／个）、倒

损房屋数增加（５８１．４间／个）、受淹农田面积增加

（递增率８．８×１０２ｈｍ２／个）、直接经济损失增加（递

增率０．３３亿元／个）。

台风所带来的影响和灾害是多方面的，灾情资

料的完整性和准确性是关系到台风灾害特征的代表

性、关系到台风灾情评估的客观性和不确定性。由

于整编资料的样本所限，本文仅使用０了１９８０—

２００４年的台风灾害资料，给出的台风灾情评估方法

也仅考虑了人员伤亡、房屋倒损、农田受淹及直接经

济损失等４个方面。如何在计算灾情指数时充分利

用不完整的资料（如船舶翻沉和损坏、道路和桥梁等

交通设施损坏、保险和理赔等）以及人口大量转移等

新近出现的防台减灾措施带来的成本等，有待进一

步研究；犃犜犇犐指数的计算方法和灾级划分标准等

的适用性也有待业务服务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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