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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余年来影响福建热带气旋的变化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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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应用１８８４—２００３年影响福建的热带气旋资料，采用突变分析、最大熵谱分析、连续小波变换以及正交小波变

换等方法研究百余年来影响福建热带气旋频数变化的多时间尺度特征及其异常年份的海气背景场特征。结果表

明：百余年来福建经历了３次少台期和２次多台期，影响福建热带气旋频数具有准１３年、准４年和准２．５年的振荡

周期，１９７１年为年频数变化的突变点；影响福建热带气旋频数近百年呈弱的上升趋势，但近十几年略微下降，未来

有偏多的趋势；影响福建热带气旋异常偏多（少）的年份，夏季５００ｈＰａ高度场上，鄂霍次克海地区位势高度偏低

（高），从高纬到低纬呈“－＋－”（“＋－＋”）的距平型，纬（经）向环流占优势，西风带低槽偏北（南），副热带高压北

界偏北（南），副热带高压脊线偏北（南）；赤道中、东太平洋为明显的带状负（正）ＳＳＴＡ距平区，同时西太平洋热带气

旋主要源区和西北太平洋上皆为正（负）ＳＳＴＡ距平。由此可见，影响福建热带气旋频数多寡与西太平洋热带气旋

生成区的海温有关，同时大气环流系统的位置和强弱对热带气旋路径的变化起着关键性作用，从而使影响福建热

带气旋频数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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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福建省地处东南沿海，濒临西北太平洋，热带气

旋影响之频繁仅次于广东省、海南省和台湾省，是福

建夏季的主要气象灾害。近年来，不少学者从不同

角度对西太平洋热带气旋与季风环流的关系进行了

探讨，并揭示出一些重要的事实：陶诗言［１］、丁一汇

等［２］对影响西北太平洋热带气旋形成的大尺度环流

条件的分析表明，大尺度环流条件可能是影响热带

气旋频数变化的重要原因。孙秀荣等［３］分析东亚夏

季风与西北太平洋地区（包括中国南海）热带气旋频

数的关系，结果表明，在强夏季风年西北太平洋地区

热带气旋频数偏多，而弱夏季风年同期热带气旋频

数异常偏少而后期趋于正常，正常夏季风年热带气

旋频数基本正常。张庆云等［４］研究表明：夏季

２００ｈＰａ风场上南亚高压中心位置偏北（南）其形态

表现向东北（东南）伸展，西太平洋热带地区上空

（２００ｈＰａ）的东风急流加强（减弱），中层（５００ｈＰａ）西

太平洋副热带高压脊线位置偏北（南），低层（８５０ｈＰａ）

东亚夏季风环流偏强（弱），登陆中国台风数偏多

（少）。潘怡航［５］、李崇银［６］对ＥＮＳＯ循环与西太平

洋和南海台风数以及登陆我国大陆台风数的关系进

行了研究，认为ＥｌＮｉ珘ｎｏ年西太平洋和南海台风数

以及登陆我国大陆的台风数均较常年偏少，ＬａＮｉ珘ｎａ

年则明显偏多。邓自旺等［７］进一步研究了我国登陆

台风频率变化与太平洋海表温度场的关系表明，Ｅｌ

Ｎｉ珘ｎｏ年登陆台风偏少，第二类ＬａＮｉ珘ｎａ年的当年登

陆台风也偏少，而相邻年登陆台风将偏多。陈联

寿［８］认为季节内热带气旋发生频率与ＥＮＳＯ的关系

不是十分显著，但还是影响其生成海域的变迁，暖的

ＥＮＳＯ常使台风形成于西北太平洋的东南海域，一

般年份台风不一定在这一海域生成。目前对热带气

旋的年代际变化分析得还不多［９１０］，本文首先分析

百余年来影响福建热带气旋活动的变化特征，在此

基础上，分析影响福建热带气旋异常的海气背景场

特征，揭示其可能的物理联系，为影响福建热带气旋

的短期气候预测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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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资料和方法

本文采用的资料包括：①１８８４—２００３年影响福

建热带气旋（简称ＴＣ）年、季频数。影响福建ＴＣ年

频数是指年内正面登陆福建或登陆邻省（广东、海南

等）之后，中心再进入福建的ＴＣ，以及登陆杭州湾以

南浙江沿海、珠江口以东广东沿海，中心未进入福

建，但中心位置进入福建省海岸线３个经、纬距范围

内的ＴＣ总数，统称为影响福建ＴＣ年频数；影响福

建ＴＣ季频数指７—９月影响福建ＴＣ总数。② 环

流场资料：１９５１—２００２年北半球５００ｈＰａ月平均高

度场（５°×１０°网格点）。③１９５１—２００２年北太平洋

２８６个格点逐月海温资料，网格距为５°×５°。

应用的方法有：相关分析、趋势分析、滑动狋检

验法、Ｃｒａｍｅｒ法、最大熵谱分析、连续小波变换、正

交小波变换等。

２　百余年来影响福建热带气旋频数的年代

际变化

２．１　趋势分析

１８８４—２００３年影响福建的ＴＣ总数为５８４个，

平均每年４．８７个，均方差１．９１，最多年份为１９６１年

（１３个），最少为１８９６年和１９９３年（１个）。从近百

年影响福建ＴＣ年频数的累积距平曲线图（图略）可

以看出，１２０年间影响福建ＴＣ年频数可分为３次少

台期和２次多台期，其中少台期为：１８８４—１９０２年、

１９３２—１９５５年和１９７２—２００３年；多台期为：１９０３—

１９３１年，１９５６—１９７１年。各活动期特征数列于表

１。由表１可以看出，多台期与少台期维持时间大约

为１５～３５年左右。５次活动期中，以多台期１９５６—

１９７１年最为明显，１６年中偏少年仅为２年，平均每

年６．２个，偏多１．３个；１９７２—２００３年的少台期累积

表１　１８８４—２００３年影响福建犜犆年频数变化

犜犪犫犾犲１　犞犪狉犻犪狋犻狅狀狅犳狋犺犲犪狀狀狌犪犾犳狉犲狇狌犲狀犮狔狅犳犉狌犼犻犪狀犪犳犳犲犮狋犻狀犵犜犆犱狌狉犻狀犵１８８４—２００３

阶段 少台期 多台期 少台期 多台期 少台期

起止年份 １８８４—１９０２年 １９０３—１９３１年 １９３２—１９５５年 １９５６—１９７１年 １９７２—２００３年

间隔年数 １９ ２９ ２４ １６ ３２

ＴＣ平均数 ４．１ ５．３ ４．３ ６．２ ４．７

距平 －０．８ ０．４ －０．６ １．３ －０．２

偏少年数（＜５个） １２ １０ １４ ２ １３

正常年数（＝５个） ４ ７ ５ ６ １２

偏多年数（＞５个） ３ １２ ５ ８ ７

距平曲线变化较为平缓，是近百年中影响福建 ＴＣ

年频数累积距平变化最小的阶段，３２年间偏多年数

仅７年。

２．２　最大熵谱分析

应用最大熵谱分析，取最大后延数 犕＝犖／２。

图１给出影响福建ＴＣ年频数的最大熵谱的谱图，

由图可知，突出的峰值出现在４．１４年左右的周期

上，其次在１３～１４年和２．５年周期上也出现较大值。

图１　影响福建ＴＣ年频数的最大熵谱

Ｆｉｇ．１　Ｓｐｅｃｔｒａｌｖａｌｕｅ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ｍａｘｉｍｕｍｅｎｔｒｏｐｙ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ｔｈｅａｎｎｕａｌ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ｏｆＦｕｊｉａｎａｆｆｅｃｔｉｎｇＴＣ

由此可知：影响福建ＴＣ年频数具有准１３年的中周

期振荡和准４年和准２．５年的短周期振荡，尤其是

４年的短周期振荡最为显著。

２．３　突变分析

分别利用滑动狋检验和Ｃｒａｍｅｒ方法对１８８４—

２００３年影响福建ＴＣ年频数进行突变检验，子序列

样本长度犖１ 分别取５，７，１０，１５，２０年，显著性水平

α＝０．０１，由滑动狋统计量曲线（图略）可以看出，当

犖１＜１０时，１９３１年｜狋｜值较大，通过０．０１的显著性

检验；当犖１ 取值为１５和２０时，通过０．０１的显著

性检验的年份是１９７１年和１９５５年。Ｃｒａｍｅｒ曲线

（图２）表明无论犖１ 取何值，｜狋｜最大值都出现在２０

世纪６０年代末和７０年代初附近，且通过０．０１的显

著性检验。

结合累积距平的分析结果最终可以得出：１９０２，

１９３１，１９５５年是福建 ＴＣ年频数变化的转折点，其

中１９０２年和１９５５年是少台期向多台期转换的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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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１９３１年则是多台期向少台期转换的转折点，

１９７１年为影响福建ＴＣ年频数变化的突变点，此时

图２　１８８４—２００３年影响福建ＴＣ年频数的Ｃｒａｍｅｒ曲线

（犖１为１０年，虚线为α＝０．０１显著性检验值）

Ｆｉｇ．２　Ｃｒａｍｅｒｃｕｒｖｅｄｅｎｏｔｉｎｇｔｈｅａｎｎｕａｌ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ｏｆ

ＦｕｊｉａｎａｆｆｅｃｔｉｎｇＴＣｄｕｒｉｎｇ１８８４—２００３

（ｗｈｅｒｅ犖１＝１０ｙｅａｒｓ，ｗｉｔｈｄｏｔｔｅｄｓｈｏｗｉｎｇ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ｖａｌａｔ０．０１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ｌｅｖｅｌ）

正是近百余年来最明显的一次多台风活动期的结束

和新的少台期开始的转折点。

２．４　墨西哥帽小波分析

应用墨西哥帽小波变换得到影响福建ＴＣ年频

数的小波变换系数如图３所示。由图３可见，影响

福建ＴＣ年频数在１６年左右尺度的小波系数变化

表现为负（少）正（多）负（少）正（多）负（少）５个

变化阶段，与趋势分析的结果是比较一致的，即１９

世纪末至２０世纪初、２０世纪３０—４０年代和７０年

代至今为福建的少台期，而２０世纪初至３０年代初

以及５０年代至７０年代初为福建的多台期，目前处

于少台期向多台期的过渡。另外根据该小波变换系

数绝对值的大小和正负交替也可以看出影响福建

ＴＣ频数不同时间尺度变化的嵌套结构。根据年代

际变化特征，在不考虑长期趋势的情况下，下一个

１０年福建省应该是一个相对多台期。

图３　影响福建ＴＣ年频数标准化序列小波变换系数

Ｆｉｇ．３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ｏｂｔａｉｎｅｄ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ｏｆ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ｅｄｓｅｒｉｅｓｏｆｔｈｅ

ａｎｎｕａｌ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ｏｆＦｕｊｉａｎａｆｆｅｃｔｉｎｇＴＣ

２．５　正交小波分析

利用ＤＢ１６为母小波对影响福建ＴＣ年频数标

准化序列进行正交分解，结果如图４所示。得到相

互正交的７个频带成分，其中６个高频成分（图４ｂ

～ｇ）和平滑信息（图４ｈ）。由图４ｈ可见，从基本气

候背景来看，百年来影响福建热带气旋呈逐渐增加

的趋势，尤其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前增幅较大，６０年代

后增幅较小。从图４ｂ～ｅ可以看出，自２０世纪７０

年代后序列明显与前期不同，影响福建热带气旋年

频数的年际变化和年代际变化振幅变小，异常年份

出现的机率变小。

由于各成分之间两两正交，因此总方差等于各

分量方差之和。由表２可以看出，方差贡献最大的

是周期＜３．５年的成分，占３７．６％；其次是３．５～７

年周期占３５．１％；７～１５年周期占１６％。可见影响

福建ＴＣ年频数的年际变化最明显，解释了总体方

差的８８．７％。在其他尺度上的变化是：１５～３０年周

期成分解释了方差的３．７％，３０～６０年年代际尺度

解释了方差的６．５％，反映周期为６０～１２０年的长期

变化尺度，可解释０．４％的方差，而长期变化趋势部分

则可解释０．７％。将影响福建ＴＣ年频数变化分为年

际变化、年代际变化和长期变化，则可得到３个成分

的方差贡献率分别为８８．７％，１０．２％和１．１％。

根据表２重构长期变化、年代际变化和年际变

化成分，可得到以下结论：影响福建ＴＣ长期变化的

趋势是近百年有弱的上升趋势，但近十几年有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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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影响福建ＴＣ年频数在６个时间尺度（犱）上的分量

Ｆｉｇ．４　Ｔｈｅａｎｎｕａｌ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ｏｆＦｕｊｉａｎａｆｆｅｃｔｉｎｇＴＣａｔ６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ｓｃａｌｅｓ（犱）

表２　影响福建犜犆年频数７个尺度变化的方差贡献率

犜犪犫犾犲２　犞犪狉犻犪狀犮犲犮狅狀狋狉犻犫狌狋犻狅狀狅犳狋犺犲犪狀狀狌犪犾犳狉犲狇狌犲狀犮狔狅犳犉狌犼犻犪狀犪犳犳犲犮狋犻狀犵犜犆狏犪狉犻犪狋犻狅狀犪狋７狊犮犪犾犲狊

时间尺度 年　际 年代际 长期变化

变换尺度／ａ ２０ ２１ ２２ ２３ ２４ ２５ ≥２５

对应周期／ａ ＜３．５ ３．５～７ ７～１５ １５～３０ ３０～６０ ６０～１２０ ＞１２０

方差贡献／％ ３７．６ ３５．１ １６．０ ３．７ ６．５ ０．４ ０．７

下降，具体分为４个阶段：１９世纪８０年代至２０世纪

初逐渐增加，２０年代至４０年代基本不变，５０年代至

７０年代有逐渐增加的趋势，８０年代后有逐渐减少的

趋势。从年代际变化来看：大致经历了少台多台少

台多台少台５个时期，２０世纪１０～２０年代和５０，６０

年代年代际变化较为明显，振幅较大，而近３０年年代

际变化不明显，未来有偏多的趋势。从年际变化的尺

度来看，从６０年代中期至９０年代初，影响福建热带

气旋年频数随时间变化振幅较前期小，即年际变化不

明显，台风异常年份出现几率较小。

３　影响福建热带气旋频数异常的环流与海

温特征分析

３．１　影响福建热带气旋频数异常年份的确定

根据均方差（σ）将影响福建ＴＣ频数划分为以

下５级（表３）：异常偏少年为８年、偏少年为１０年、

正常年为２５年、偏多年为６年以及异常偏多年为５

年。影响福建的ＴＣ出现在４—１１月，其中７—９月

共出现２１１个，占年总频数７８％。全年影响福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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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Ｃ频数曲线和７—９月影响福建ＴＣ频数曲线（图

略）趋势一致，两者间存在着很好的相关关系，相关

系数达０．８３，因此７—９月影响福建ＴＣ趋势可以代

表全年趋势。因此，着重分析夏季（７—９月）大气环

流及海温场与影响福建ＴＣ年频数的关系。

表３　１９５０—２００３年影响福建犜犆异常年份的划分

犜犪犫犾犲３　犜犺犲犮犾犪狊狊犻犳犻犮犪狋犻狅狀狅犳狋犺犲犪狀狀狌犪犾犳狉犲狇狌犲狀犮狔狅犳

犉狌犼犻犪狀犪犳犳犲犮狋犻狀犵犜犆犱狌狉犻狀犵１９５０—２００３

等级 年份

异常偏多 １９５２，１９６１，１９６４，１９６６，１９９０

偏多 １９４９，１９５６，１９６７，１９９４，１９９９，２００１

正常

１９５３，１９５７，１９５８，１９５９，１９６０，１９６２，１９６８，１９６９，

１９７０，１９７１，１９７４，１９７５，１９７８，１９７９，１９８０，１９８１，

１９８４，１９８５，１９８８，１９８９，１９９１，１９９２，１９９５，１９９８，

２００２

偏少
１９５４，１９６３，１９６５，１９７２，１９７６，１９７７，１９８２，１９８６，

１９８７，２０００

异常偏少 １９５０，１９５１，１９５５，１９７３，１９８３，１９９３，１９９６，１９９７

３．２　影响福建热带气旋频数异常年份夏季５００犺犘犪

高度场特征

ＴＣ频数正常年７—９月的５００ｈＰａ高度场（图

略）表明，副热带高压呈带状分布，中心位置大致位

于２４°Ｎ，１５０°Ｅ，５８８ｄａｇｐｍ线向西伸展到１２０°Ｅ附

近，中高纬度盛行纬向环流，西风带南缘大概位于

３５°Ｎ左右。

夏季５００ｈＰａ高度场 ＴＣ频数异常偏多年和

ＴＣ频数异常偏少年与正常年的偏差场分布表现为

明显不同的特征。图５ａ为ＴＣ频数异常偏多年的

偏差场，鄂霍次克海地区位势高度呈负偏差，不利阻

塞形势发展，从高纬到低纬呈“－＋－”的距平型，纬

向环流占优势。反之，ＴＣ频数异常偏少年（图５ｂ）

鄂霍次克海地区位势高度出现正偏差，有利阻塞形

势发展，导致中纬度西风分支，经向度加大，副热带

锋区南压，从高纬到低纬呈“＋－＋”的距平型。可

见，不同ＴＣ频数异常年份所对应的副热带高压和

西风带的强度和位置也不同。ＴＣ频数异常偏多

年，热带气旋源区为负偏差区，有利于热带气旋的生

成，而日本及其以东洋面出现正偏差区，表明副热带

高压位置偏北，西风带比正常年份偏北，这种大气环

流形势有利于热带气旋移动路径偏北，造成影响福

建ＴＣ频数增多；而ＴＣ频数异常偏少年则正好有

相反的分布。

由ＴＣ频数异常年份副热带高压５８８ｄａｇｐｍ线

分布图（图略）可见，ＴＣ频数异常偏多年份的特点

是：西风带低槽偏北，副热带高压北界偏北，副热带

高压脊线偏北，位于２７°Ｎ左右，热带辐合带活跃并

向北推进，有利于ＴＣ生成，此时福建省正好处于副

热带高压南侧，ＴＣ在副热带高压南侧偏东气流引

导下，较多地移近福建，导致影响福建的ＴＣ频数异

常偏多。ＴＣ频数异常偏少年份则相反，西风带低

槽偏南，副热带高压北界偏南，副热带高压脊线也偏

南，在２５°Ｎ附近，热带辐合带不活跃，不利于ＴＣ生

成，且西太平洋ＴＣ平均路径偏南，ＴＣ多移向华南，

导致影响福建ＴＣ频数异常偏少。

图５　ＴＣ频数异常偏多（ａ）和异常偏少（ｂ）年份相对于正常

年份夏季５００ｈＰａ高度场偏差（单位：ｄａｇｐｍ）

Ｆｉｇ．５　Ｔｈｅｓｕｍｍｅｒ５００ｈＰａｈｅｉｇｈｔａｎｏｍａｌｙｏｆｎｏｒｍａｌｔｏｖｅｒｙｈｉｇｈｅｒ（ａ）

ａｎｄｖｅｒｙｌｏｗｅｒ（ｂ）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ｏｆＦｕｊｉａｎａｆｆｅｃｔｉｎｇＴＣ（ｕｎｉｔ：ｄａｇｐｍ）

５１２　２期　　　　　　　　　　　 　 　高建芸等：百余年来影响福建热带气旋的变化特征　　　　　　　　　　　　 　　　



续图５

３．３　影响福建热带气旋频数异常年份夏季犛犛犜场

特征

图６ａ为ＴＣ频数异常偏多年７—９月的ＳＳＴ距

平图，赤道中、东太平洋为负距平区，偏低０．１～

０．９℃，西北太平洋上为正距平，偏高０．１～０．５℃。

而ＴＣ频数异常偏少年（见图６ｂ）则相反，赤道中、东

图６　ＴＣ频数异常偏多（ａ）和异常偏少（ｂ）年份ＳＳＴ距平图

Ｆｉｇ．６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ＳＳＴＡｆｏｒｔｈｅｙｅａｒｏｆａｎｏｍａｌｏｕｓｈｉｇｈｅｒ（ａ）

ａｎｄｌｏｗｅｒ（ｂ）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ｏｆＦｕｊｉａｎａｆｆｅｃｔｉｎｇＴ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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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为明显的带状正距平区，偏高０．１～１．０℃；

同时西太平洋ＴＣ主要源区和西北太平洋上皆为负

距平，偏低０．１～０．３℃，距平中心分别出现在４０°Ｎ，

１６５°Ｅ和３７°Ｎ，１７０°Ｗ 附近。由此可以得出：西太

平洋ＴＣ主要源区海温偏低不利于ＴＣ生成，赤道

中、东太平洋海温异常偏高（即ＥｌＮｉ珘ｎｏ年），西北太

平洋海温偏低，影响福建ＴＣ年频数偏少。

　　表４表明影响福建ＴＣ年频数与夏季５００ｈＰａ

阻塞高压、西风带及副热带高压的强度和位置有关，

同时与西太平洋ＴＣ源区海温、西北太平洋海温和

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关系密切。

表４　影响福建犜犆异常年份的大气环流及海温场特征

犜犪犫犾犲４　犉犲犪狋狌狉犲狊狅犳５００犺犘犪犪狋犿狅狊狆犺犲狉犻犮犮犻狉犮狌犾犪狋犻狅狀狊

犪狀犱犛犛犜犳犻犲犾犱犻狀狉犲犾犪狋犻狅狀狋狅犪狀狅犿犪犾狅狌狊

犉狌犼犻犪狀犪犳犳犲犮狋犻狀犵犜犆犳狉犲狇狌犲狀犮狔

统计项目 ＴＣ异常偏多年 ＴＣ异常偏少年

５００ｈＰａ 鄂霍次克海地区 负距平 正距平

高度场 朝鲜至日本以东洋面 正距平 负距平

南海及菲律宾附近 负距平 正距平

阻塞高压 不发展 发展

西风带低槽 偏北 偏南

副热带高压北界 偏北 偏南

副热带高压脊线 偏北 偏南

ＳＳＴ 西北太平洋 正距平 负距平

西太平洋ＴＣ源区 正距平 负距平

赤道中、东太平洋 负距平 正距平

　　由表４可知：影响福建热带气旋频数异常偏多

（少）的年份，夏季５００ｈＰａ高度场上鄂霍次克海地

区位势高度偏低（高），从高纬到低纬呈“－＋－”

（“＋－＋”）的距平型，纬（经）向环流占优势，西风带

低槽偏北（南），副热带高压北界偏北（南），副热带高

压脊线偏北（南）；影响福建热带气旋频数异常偏多

（少）的年份，赤道中、东太平洋为明显的带状负（正）

距平区，同时西太平洋ＴＣ主要源区和西北太平洋

上皆为正（负）距平。

４　结论与讨论

１）百余年来福建经历了３次少台期和２次多

台期，转折点分别为１９０２，１９３１，１９５５年和１９７１年，

其中１９７１年为影响福建热带气旋年频数变化的突

变点。影响福建热带气旋频数具有准１３年的周期

振荡和准４年和准２．５年的短周期振荡，尤其是４

年的短周期振荡最为显著。

２）影响福建热带气旋频数近百年长期变化呈

弱的上升趋势，但近十几年有略微的下降；从年代际

变化来看：大致经历了少台多台少台多台少台５

个时期，未来有偏多的趋势；从年际变化的尺度来

看，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中期至９０年代初，影响福建

热带气旋年频数随时间变化振幅较前期小，即年际

变化不明显，台风异常年份出现几率较小。

３）影响福建热带气旋频数异常偏多（少）的年

份，夏季５００ｈＰａ高度场上鄂霍次克海地区位势高

度偏低（高），从高纬到低纬呈“－＋－”（“＋－＋”）

的距平型，纬（经）向环流占优势，西风带低槽偏北

（南），副热带高压北界偏北（南），副热带高压脊线偏

北（南）；赤道中、东太平洋为明显的带状负（正）ＳＳＴ

距平区，同时西太平洋热带气旋主要源区和西北太

平洋上皆为正（负）ＳＳＴ距平。

由正交小波分析可以看出：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后影

响福建热带气旋年频数发生突变，年际变化和年代际

变化振幅较前期变小，异常年份出现的几率也变小，

其原因值得探究。百余年来影响福建热带气旋频数

的变化特征表明影响福建热带气旋年频数有准４年

和准２．５年的周期振荡（可能与 ＱＢＯ有一定的关

联），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初期为影响福建热带气旋年频数

变化的突变点，这些事实表明影响福建热带气旋频数

与ＥＮＳＯ事件的发生存在某种联系，但众所周知，

ＥＮＳＯ的突变点发生在７０年代中后期。可见，太平

洋热带海气状况不是影响福建热带气旋频数多寡的

唯一因素，大气环流系统的位置和强弱对热带气旋路

径的变化起着关键性作用，其机理还需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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