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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５年登陆我国热带气旋特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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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热带气旋是影响我国沿海的主要灾害性天气系统之一，它产生的狂风、暴雨、巨浪和风暴潮，给沿岸地区人民

生命和国家财产安全带来严重威胁。而严重的台风灾害，往往是台风登陆引起的。为进一步研究登陆热带气旋的

活动规律，总结了 ２００５年登陆我国热带气旋的特点，结果表明：２００５年登陆我国热带气旋具有登陆季节短、登陆地

点分布异常、台风比例异常偏高、灾害损失极为严重的特点。同时，还讨论了 ２００５年登陆我国热带气旋异常的气

候原因，并指出未来几年登陆热带气旋和台风的年频数处在上升趋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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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热带气旋（指热带风暴，强热带风暴，台风，下

同）是影响我国沿海的主要灾害性天气系统之一，它

产生的狂风、暴雨、巨浪和风暴潮等给沿岸地区人民

生命和国家财产安全带来严重威胁。而比较严重的

灾害，往往是热带气旋登陆引起的［１］
。因此，对热带

气旋的研究特别是登陆热带气旋的研究一直受到海

洋气 象 工 作 者 的 高 度 重 视。如 朱 乾 根 等［２］对

１９４９—１９９６年登陆热带气旋进行统计，分析了其

年、月际变化特征；刘春霞［３］针对严重影响广东的热

带气旋年频数和气旋登陆日期的气候规律进行了小

波分析；梁建茵［４］针对我国热带气旋登陆时间日变

化特征进行了分析；余晖［５］对热带气旋登陆后强度

变化的气候特征进行了分析；张胜军［６］初步分析了

登陆台风的衰减特征，认为山区和高原地区可使

６５．７％的台 风 在 ２４ｈ内 消 亡，平 原 地 区 则 只 有

１０％；袁金南等［７］采用准地转的正压模式，研究了无

非绝热加热时地形和边界层摩擦对登陆热带气旋路

径和强度的影响；李英等［８］利用 １９７０—２００１年热带

气旋年鉴资料，对西太平洋热带气旋登陆我国的频

率、位置、维持、衰减、变性、加强及消亡等进行统计

分析，揭示了热带气旋登陆活动的一些事实和特征。

这些研究大大加深了人们对登陆热带气旋活动规律

的认识。然而，对于登陆热带气旋的年突变特征的

研究，则显得不多。

据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预测，２００２—２００８年

是厄尔尼诺现象的多发期，而最近十几年来的研究

已取得共识：厄尔尼诺现象会导致西北太平洋热带

气旋活动异常。然而，关于厄尔尼诺现象使热带气

旋哪些方面出现异常、这些异常偏离正常程度如何

等方面的研究，目前尚未有完全一致的结论。这说

明，对厄尔尼诺年及其前后年份的热带气旋的诸多

统计特征进行研究，仍十分必要，也更具有实际意

义［９］
。因此本文利用上海台风研究所提供的热带气

旋路径等资料对 ２００５年度登陆热带气旋的规律和

特点进行了总结。

１　２００５年登陆我国热带气旋概况

２００５年有８个热带气旋在我国大陆登陆，６个

为台风。而且这６个台风在我国首次登陆时最大风

速都不低于４５ｍ／ｓ，可见２００５年登陆热带气旋平均

强度非常大，这在我国热带气旋登陆历史上是极其

罕见的（登陆热带气旋概况见表１）。

　　２００６０３０３收到，２００７０２０２收到再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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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２００５年登陆我国热带气旋概况

Ｔａｂｌｅ１　Ｔｈｅｇｅｎｅｒａｌ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ｒｏｐｉｃａｌｃｙｃｌｏｎｅｓｌａｎｄｉｎｇｏｎＣｈｉｎａｉｎ２００５

国内编号 中文名 起讫日期 最大强度
中心气压

极值／ｈＰａ
最大风速

极值／（ｍ·ｓ－１）
编号起始点 登陆情况

０５０５ 海棠 ０７１２—０７２０ 台风 ９２０ ６０ ２３．１°Ｎ，１５１．８°Ｅ ７月１８日登陆中国台湾
１９日登陆福州

０５０８ 天鹰 ０７２９—０８０１ 热带风暴 ９８４ ２３ １８．５°Ｎ，１１２．２°Ｅ ７月３０日登陆海南

０５０９ 麦莎 ０７３１—０８０９ 台风 ９５０ ４５ １１．７°Ｎ，１３３．９°Ｅ ８月６日登陆浙江台州

０５１０ 珊瑚 ０８１１—０８１３ 强热带风暴 ９８０ ３０ １７．３°Ｎ，１２４．７°Ｅ ８月１３日登陆汕头

０５１３ 泰利 ０８２７—０９０２ 台风 ９３５ ５５ １４．１°Ｎ，１４２．３°Ｅ ９月１日先后登陆

中国台湾、崇武

０５１５ 卡努 ０９０６—０９１３ 台风 ９４５ ５０ １２．１°Ｎ，１３６．０°Ｅ ９月１１日登陆浙江台州

０５１８ 达维 ０９２１—０９２７ 台风 ９３５ ５５ １７．５°Ｎ，１２３．３°Ｅ ９月２６日登陆海南万宁市

０５１９ 龙王 ０９２６—１００３ 台风 ９３５ ５５ １９．６°Ｎ，１４３．５°Ｅ １０月２日先后登陆

中国台湾、晋江

２　热带气旋登陆年频数分析

２００５年有８个登陆热带气旋在我国大陆，其中

有３个为登陆中国台湾后穿过台湾海峡又登陆福建

地区。而常年西北太平洋发生热带气旋平均为 ２８
个，登陆大陆热带气旋平均每年约为７个，这一对比

不仅表明２００５年登陆热带气旋频数稍偏多，而且登

陆热带气旋占当年发生热带气旋的比例（８／２３）与
常年平均（７／２８）相比也异常偏高。不仅如此，登陆

热带气旋中 ６个为台风，是常年平均数（３个）的两

倍，台风占登陆热带气旋的比例（６／８）比常年平均

（３／７）也明显增加，这也持续了自 ２００３年来登陆台

风比重异常偏高的趋势。

图 １　１９４９—２００５年登陆我国的台风（ａ）、热带气旋（ｂ）和西北太平洋生成
热带气旋（ｃ）年频数距平

Ｆｉｇ．１　Ｔｈｅａｎｎｕａｌ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ａｎｏｍａｌｙｏｆｔｙｐｈｏｏｎｓ（ａ），ｔｒｏｐｉｃａｌｃｙｃｌｏｎｅｓ（ｂ）ｌａｎｄｉｎｇｏｎ
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ｔｈｅｔｒｏｐｉｃａｌｃｙｃｌｏｎｅｓｏｎ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ＰａｃｉｆｉｃＯｃｅａｎ（ｃ）ｆｒｏｍ１９４９ｔｏ２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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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１给出了１９４９—２００５年登陆我国台风、热带

气旋和西北太平洋生成热带气旋年频数的逐年距平

和多项式拟合的趋势曲线。这与文献［１０］得出

１９５０—１９９９年的统计结果比较一致，需要引起注意

的是：３条曲线的趋势都已由 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末的

下降转为近几年的上升。说明未来几年登陆我国的

热带气旋有增加的趋势，同时，台风登陆频数也处于

增长趋势中。经计算可知，前两者的相关系数为

０．５２６５，后两者的相关系数为 ０．５３５７，而一、三者之

间的相关系数只有０．２４７６，即这三者之间的相关程

度并不高，这与文献［１１］的结论一致。

然而，对于热带气旋登陆我国频率、强度的年际

变化受哪些因素影响的研究，目前还很少见。但如

图１所示，登陆热带气旋年频数和生成热带气旋年

频数具有很好的正相关关系。而很多研究表明热带

气旋生成频数和强度的变化都受全球变暖、厄尔尼

诺等现象的影响［１２１３］
。邓自旺等［１４］统计分析了

１９５１—１９９７年我国登陆台风频率变化与太平洋海

表温度场的关系，得出了类似的结论，他们研究指

出：厄尔尼诺年登陆台风偏少，第二类拉尼娜年的当

年登陆台风也偏少，而其相邻年登陆台风将偏多。

３　热带气旋登陆时间和登陆地区分布

２００５年台风首次登陆我国比常年初台登陆时

间（７月１日）偏晚半个多月。最早登陆的 ０５０５台

风“海棠”，于７月１８日在中国台湾花莲登陆，穿过

台湾海峡后于７月１９日在福建再次登陆。“海棠”

同时也是２００５年第１个二次登陆的，而且它在登陆

台湾宜兰时风速４５ｍ／ｓ，是２００５年第１个登陆强台

风。由《台风年鉴》可知，历年初台登陆多在广东

省。而２００５年广东初台（０５１０“珊瑚”，为 ２００５年

第４个登陆热带气旋）登陆则推迟到 ８月 １３日，比

常年晚一个半月，这种情况也比较少见，这与 ２００５

年西北太平洋副热带高压位置偏北偏东有关。２００５

年最晚登陆的为０５１９台风“龙王”，为１０月２日，热

带气旋登陆季节结束较早。这也表明 ２００５年登陆

月为７—１０月，而多年（１９４９—２００４年）统计结果登

陆月份为５—１２月。２００５年热带气旋登陆开始晚 ２

个月，结束早２个月，而登陆热带气旋偏多，说明登

陆时间相对集中。

分析还表明，２００５年登陆我国热带气旋月份分

布与多年平均数有较大出入，６月、８月相差更为明

显：２００５年６月没有热带气旋登陆，而 ８月热带气

旋登陆显著偏多。

２００５年热带气旋在我国登陆地点分布相对异

常，登陆热带气旋的地区分布见表 ２。从表 ２可见，

登陆的８个热带气旋中，登陆浙江 ２次，登陆福建 ３

次，均远高出多年平均数。而常年登陆台风次数最

多的广东省 ２００５年则几乎免于台风侵袭，只有

０５１０“珊瑚”登陆汕头，而且强度相对较弱，只达到

强热带风暴级别。这也是继 １９５６，１９６９，２００４年后，

广东再度出现年度登陆台风次数仅有１次的年份。

　　分析表明，２００５年登陆台风广东少、闽浙多，其

表 ２　登陆我国的热带气旋的登陆点分布

Ｔａｂｌｅ２　Ｌａｎｄｉｎｇｐｏｉｎｔｓ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ｔｒｏｐｉｃａｌｃｙｃｌｏｎｅｓｌａｎｄｉｎｇｏｎＣｈｉｎａ

广西 广东 海南 台湾 福建 浙江 江苏 山东 河北 辽宁 合计

２００５年 ０ １ ２ ３ ０／３ ２ ０ ０ ０ ０ ８

多年平均 ０ ３．８０ ２．１５ １．９８ ０．５３ ０．４５ ０．１２ ０．１８ ０ ０．１０ ９．３１

／０．５５ ／３．９３ ／２．７５ ／２．０３ ／１．６５ ／０．５６ ／０．２３ ／０．３５ ／０．０２ ／０．２５ ／１２．３２

　　　注：“／”前数据为按首次登陆地点统计的数据，“／”后数据为按多次登陆地点统计的数据。

主要原因是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的位置偏北偏东。

往年到了盛夏台风登陆季节，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

已呈东西方向的带状分布，且高压中心大多位于

２５°～３０°Ｎ一带，使副热带高压以南辐合带里生成

的热带气旋在副热带高压南缘的东风气流引导下西

进，登陆或影响华东、华南，或在南海东部海面生成

热带气旋北上。但２００５年情况较特殊，副热带高压

虽然６月底、７月初就已北跳到上述纬度，但位置却

偏北偏东。菲律宾以东洋面形成的台风，移到这一

地区时就在引导气流的作用下纷纷向北移去。而南

海生成的热带气旋，位置偏西，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加

强西伸，也纷纷西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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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登陆我国热带气旋平均强度及路径分布

如前所述，２００５年登陆 ８个热带气旋中 ６个为

台风，平均强度大。与１９９５—２００４年热带气旋登陆

时强度相比（表３），虽然２００５年登陆时最强的０５１８

的中心最低气压９４０ｈＰａ不如 ２０００年的 ００１０号台

风“碧利斯”，后者在中国台湾登陆时近中心最低气

压达到９３０ｈＰａ，但二者近中心最大风速同样达到了

５５ｍ／ｓ，为近１０年之最。而且 ２００５年 ７５％的热带

气旋登陆时达到台风强度，在近十年里实为罕见。

由于强度大，影响范围大，２００５年登陆热带气旋共

计造成了２２０多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达 ７５０亿元，

与１９９９—２００２年热带气旋灾害统计平均损失２４６

表 ３　１９９５—２００５年热带气旋登陆我国时强度对比

Ｔａｂｌｅ３　Ｔｈｅ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ｔｈｅ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ｏｆｔｈｅｔｒｏｐｉｃａｌｃｙｃｌｏｎｅｓｌａｎｄｉｎｇｏｎＣｈｉｎａｄｕｒｉｎｇ１９９５—２００５

年份 登陆个数 气压极值 风速极值 台风个数 强热带气旋个数 热带气旋个数 热带低压个数

１９９５ １１ ９７０ ３５ １ ５ ３ ２

１９９６ ７ ９３５ ５０ ３ ２ ２ ０

１９９７ ６ ９８０ ３０ ０ ３ １ ２

１９９８ ５ ９６０ ４０ ２ ２ ０ １

１９９９ ９ ９７０ ３５ ２ ２ １ ４

２０００ ７ ９３０ ５５ ４ ２ ０ １

２００１ １０ ９６０ ３５ ６ １ １ ２

２００２ ７ ９６５ ３７ １ ３ ２ １

２００３ ７ ９６５ ２８ ４ １ ２ ０

２００４ ８ ９５０ ４５ ３ ２ ２ １

２００５ ８ ９４０ ５５ ６ １ １ ０

亿元［１５］相比，２００５年台风灾害特别严重。

　　与热带气旋登陆我国历史活动规律相比，２００５
年登陆我国热带气旋路径则较为正常，登陆热带气

旋中７个生成于西北太平洋，仅０５０８“天鹰”生成于

南海。在登陆过程中，没有出现打转、蛇形等异常路

径，而是相对比较正常。

５　小　结

由以上统计分析可以看出，２００５年登陆我国热

带气旋具有以下特点：

１）２００５年登陆我国热带气旋总数偏多，占全

年生成热带气旋总数比例高，登陆台风比例也异常

偏高，且登陆热带气旋频数、登陆台风频数有逐年增

加的趋势。

２）２００５年热带气旋登陆时段为７—１０月，登陆

时段开始晚，结束早，登陆时间相对集中。

３）２００５年登陆热带气旋平均强度明显加强，

中心气压极值、最大风速均为近年少见，台风灾害带

来的损失显著增加。

４）２００５年台风在我国登陆点分布比较异常，

广东少、闽浙多，这与太平洋副热带高压位置偏北偏

东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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