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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道西太平洋暖池次表层水温变化

对热带气旋的影响

吴迪生 白毅平

庞海龙

张红梅

张俊峰

许建平

国家海洋局南海预报中心
,

广
一

东 广州 国家海洋局海洋动力过程与

卫星海洋学重点实验室
,

浙江 杭州  

摘 要 分析了西太平洋暖池和南海次表层水温变化对 的影响
,

研究结果表明 当

赤道西太平洋暖池次表层水温夏半年持续出现正 负 距平时
,

西北太平洋生成的 个

数比常年偏多 少 是主要现象
,

这种现象极值年份尤其明显
,

对南海 指南海生成的
,

下同 的个数影响不明显
,

西北太平洋和南海生成 的时间比常年提早 推迟
。

当南海北部次表层水温夏季和秋季持续出现正 负 距平时
,

南海 比常年偏多 少
。

对南海和东海的影响趋势是一致的
,

但所受影响的程度东海比南海更为强烈
。

原因是东

海台风波浪比南海高
、

海面气温比南海低
、

相对湿度比南海小
,

故导致 急速下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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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水温变化对 的影响是当前海气相互作用研究领域中的一个热点
。

自二十世纪

五十年代以来
,

人们已经注意到 与 的加强及其路径之间存在正相关‘, ’
,

以及 强

度变化与其路径上下垫面温度变化之间的关系
, 一 ‘, 。

秦曾颧等 认为 及其空间分布与

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

强度对 的响应时间一般为十余小时
。

过境可使 中心

附近海洋混合层加深及海表温度降低
。

对海洋的影响在其过境后可持续
一 天

。

陈联

寿等 指出南海 发生数峰值出现在 月
,

可能与 月南海地区季风开始衰退而海

收稿日期
一

修订 日期
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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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较高有关
。

王昭正等曰指出南海表层断面的 ℃等温线所达深度 越大越有

利于南海台风的发生发展
。

西北太平洋热带气旋形成的时间
、

数量和强度是否与暖池次表层水温的变化有关呢

本文就这些 问题作了西太平洋暖池次表层水温变化 文中简称
,

 
。

 。、

对 影响和 对海洋影响分析研究工作
。

本文所用的  一
年

资料取 自中央气象台的西北太平洋台风路径图
,

全部用序号统计
。

热带太平洋水温选

自  
,

南海水温选自南海分局南海中部海域环境资源综合调查
、

南海科学考察
、

马瑞克斯 数据浮标观测等资料
。

用 述资料分析南海和西太平洋暖池次表层水

温变化与 之间可能的联系和影响机制
。

热带西太平洋暖池次表层水温变化对 的影响

实测资料表明 年 月的赤道西太平洋暖池次表层水深
一

的水温正

异常已达 ℃以上
,

而且 ℃正距平区已向东扩张到
‘

以东 图
,

随着暖池次

表层水温正异常区的进一步东扩
,

赤道东太平洋次表层的水温负距平逐渐为正距平所代

替 年 月 图
,

赤道西太平洋暖池次表层水温出现负距平的现象 同时赤道

东太平洋次表层水温正距平逐渐扩展到海洋表面
,

导致海表水温 出现明显的正距

平现象 在 年 月 五。 事件爆发之后
。

赤道东太平洋水温 包括  ! 和

正距平继续加强
,

赤道西太平洋暖池次表层水温负距平也进一步加强
。

年 月
,

赤

道东太平洋次表层水温及 异常暖水体面积达最大
,

说明
。
事件达到鼎盛期

。

年 月 图
。 ,

赤道中
、

东太平洋的次表层异常暖水体范围继续东缩
,

且强度明显减弱
,

正距平最大中心 比 年 月下降了 ℃左右
,

说明  ! 伽 事件已进人衰减期
。

以后
,

赤道东太平洋的次表层异常暖水体范围继续明显东缩
,

且强度明显继续减弱
,

暖池次表层

异常冷水温负距平中心值达 ℃左右
,

位于 ℃ 水深 米层附近
。

年 月 图
,

赤道中
、

东太平洋的次表层水温负距平分布范围明显扩大
,

强度明显加大
,

次表层

水温正距平消失
, 。 区的 距平月平均值已为负 ℃ 图略

,

说明从 年

月开始的百年来最强的一次 事件于 年 月正式结束
。

根据
一

年配匕太平洋 序号统计表明 表
, 、 、

年西北太平洋生

成的 分别为
、

和 个
,

比多年平均分别少  
、

 和 个
。

年西北太平洋生成的

全部未进人南海
,

这种情况五十多年来仅出现一次
。

年西北太平洋生成的 是五十多年来

最少的年份
。

和 年西北太平洋生成的台风比多年平均也少 个
。

实测资料表明
,

赤道

西太平洋暖池暖水自 年 月开始向东输送
,

暖池变浅
,

年 月
一

年 月赤道西太平

洋暖池次表层水温持续偏冷 图略
,

西北太平洋副热带高压主体偏东
、

强度偏小
,

主要往北至

东北方向移动
,

生成的 异常偏少
。

研究结果表明
,

年 月
一

年 月西太平洋暖池次表

层水温异常偏冷
,

西北太平洋生成的 均比多年平均偏少
。

西太平洋暖池次表层水温正距平中心往

东移动时
,

热带西北太平洋生成的 也是往北至东北方向移动
。

年南海生成 为 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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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正常年
。 一 望为年西太平洋暖池次表层水温变化对南海生成 的个数影响不明显

。

但是
,

年和 年南海的 和 异常偏暖 图略
,

南海生成的 比常年分别偏多  和 个
。

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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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一

图 I 赤道太平洋 199 7 年 l 月 (
a
)

、

7 月(b)及 199 8 年 l 月(
C
)

、
7 月(d)月平均水温异常

的深度 一 经度剖面 等值线单位为
:
℃

,

数据取 自CPC /N O AA
。

根据 1950
一 1 9 99 年热带西太平洋暖池次表层水温距平值统计表明 (表 1和图 Z

a ) : 当

暖池次表层水温持续出现正 (负 )距平时
,

西北太平洋生成的TC 比常年偏多 (少 )为主
。

由表 1 和图 Z
a
中还可发现

,

当 1968
一 1 9 7 9 年赤道西太平洋暖池次表层水温持续出现正距

平为主时
,

西北太平洋生成的 TC 比常年偏多也占多数
。

如 1967
、

1 97 1 年夏半年赤道西太

平洋暖池次表层水温持续出现正距平
,

则西北太平洋生成的 TC 比多年平均分别偏多 18
.
2

和 巧
.
2 个

,

生成的台风也分别多 7. 7 和 8. 7 个
。

而当 1980
~1999 年赤道西太平洋暖池次表

层水温持续出现负距平为主时
,

则西北太平洋生成的 Tc 比常年偏少的占多数
。

如 1983
、

1 99 5 年赤道西太平洋暖池次表层水温持续出现负距平
,

西北太平洋生成的 TC 比多年平均

偏少 9
.
8 个

,

生成的台风也分别少 8
.
3和 7

.
3 个

。

研究结果表明
,

当赤道西太平洋暖池次表

层水温夏半年持续出现正 (负) 距平时
,

西北太平洋生成的 TC 个数比常年偏多 (少 ) 为

主
,

对南海生成 TC 的个数和强度影响不明显
:卜

】9 4 9 一】9 9 9 年西北太平洋和南海逐年生成第一个 TC 的平均 日期分别是 2 月 22 日和

6 月 9 日
,

由热带气旋 日期距平值 (图 Z
a ) 表明

,

当暖池次表层水温持续出现正 (负 )

距平值时
,

西北太平洋和南海生成的 Tc 比常年提早 (推迟 ) 为主
,

如 1998年暖池次表

层水温持续出现负距平
,

当年 7 月 8 日西北太平洋生成第一个 TC
,

比多年平均推迟 4 个

多月 ; 而 7 月 8 日南海生成第一 个T C
,

比多年平均也推迟 1个多月
。

当 197 9和 1990 年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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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次表层水温持续出现正距平时
,

西北太平洋生成第一个 TC 的时间比多年平均分别提

早52 天和 40 天
,

南海生成第一个 TC 的时间也分别提早 20 天和 22 天
。

表 1 1949~ 1999 年西北太平洋和南海生成的热带气旋个数

年份
西北太平洋生成的热带气旋 南海生成的热带气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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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西北太平洋和南海逐年生成第 一 个 TC 日期距平值
。
.

热带西太平洋
; h
.
南海

。

日期距平值单位
:

1x l少 日; 水温距平值单位
: ℃; 实线代表西太平洋暖池次表层水温距平

,

虚线代表生成第一个 TC 日期距平值
。

3 南海北部次表层水温变化对南海 TC 的影响

根据南海分局断面线调查 和南海中部海域环境资源综合调查 的水温资料
,

分析

1983~ 1994 年南海北部次表层水温变化情况
,

发现 1983年 5
一

11 月南海次表层水温及 SST

均比常年偏暖
,

南海还出现暖池现象
,

1 9 8 3 年南海生成的 TC 比多年平均多 1
.
8 个

。

1 9 8 3

年 10 月水温距平剖面图 (图略 ) 上几乎全部为正距平值所控制
,

1 9 8 3 年 10 月南海生成 4

个 TC
,

是五十年来 10 月份南海生成 TC 最多的年份
。

1 9 91 年 8 月南海北部次表层水温出

现异常偏冷 (图略 )
,

负距平最大值出现在 19 .5
‘

N

,

1 ]1

.

5 ℃ 水深 50 m 层附近
,

中心值为
一
4. 2 ℃

,

南海生成的 TC 比常年异常偏少
,

19 91 年南海仅生成了 1个 TC
,

是五十多年来

南海生成 TC 最少的年份
。

研究结果表明
:
当南海北部次表层水温夏季和秋季持续出现正

(负 ) 距平时
,

南海热带气旋比常年偏多 (少 )
。

4

TC
对海洋的影响

由于资料原因
,

T C 对海洋影响的研究工作较少
。

下面根据浮标实测资料作了 TC 对海

洋影响的初步分析
。

1 9
86 年 4 月

一 1 9 87 年 12 月南海分局第 3
、

4 号 M ar
ex (马瑞克斯 )数

据浮标分别在 29
.
6

“

N

,

1 2 9

.

6

“

E 和 22
.
2

“

N

,

1 1 6

.

2

“

E 进行连续的观测
。

1 9 8 6 年 8 月 19 日

20 时
,

8 6 1 5 号 TC 位于 22
.
6

“

N

,

一3 9
.
4 飞

,

中心气压 980 hP
a ,

中心风速 26 m /
S ,

T C 远离 3

号浮标
,

19 日 20 时的 SS T
、

气温
、

气压
、

风速实测值(图 3a 均为 3 号浮标实测值
,

下同)

分别为 29
.
7 ℃

、

2 8

.

6 笔
、

1 0 0 6

.

7 h P

a
、

0

.

9 m /
s ;

2 7 日0 2时的 SST
、

气温
、

气压
、

风速实

测值分另Ij为 27
.
0 ℃

、

2 6

.

0 ℃
、

9 7 9

.

4 h P
a

、

2 7

.

l m /
S

,

最大波高超过 15 m ;28 日 0 8时的 SST
、

气温
、

气压
、

风速实测值分别为 24
.
5 ℃

、

2 6

.

7 ℃
、

9 9 7

.

3 h P
a

、

一2 2 m /s
,

与 一9 日20 时相

比 ssT 下降了 5. 2 ℃
。

最大降温出现在 TC 过境后时
,

在东海达到台风强度的 TC 对海洋的

影响在其过境后最少可持续 7 天
。

1 9 8 6 年 8月 14 日 08 时
,

8 6 1 6 号 TC 位于 17
.
7

‘’

N

,

1 1 4

.

9

“

E

,

中心气压 980 hP
a ,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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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风速 30 m /
S ,

远离 4 号浮标 600 多千米
。

19 日 14 时的 ss T
、

气温
、

气压
、

风速实测值(图

3h均为 4 号浮标实测值
,

下同 ) 分别为 29 5 ℃
、

2 8

.

4 ℃
、

1 0 0 5

.

6 h P
a

、

2

.

9 m /

S
,

2 2 日

08时 8616 号 TC 位于 22
.
3

‘’

N

,

l 一6
.
0
O
E

,

中心气压 970 hP
a ,

中心风速 40 m /
S ,

这时的SST
、

气温
、

气压
、

风速实测值分别为 28 .5 ℃
、

26
.5 ℃

、

9

57

.

1 h P

a
、

2 4. 2 m /
S

,

最大波高超过

12 m ; 22 日 14 时的 SST
、

气温
、

气压
、

风速实测值分别为 27
.
5 ℃

、

2 6

.

6 ℃
、

9 9 5

.

7 h P
a

、

1 7

.

9 m z
;

,

与 14 日0 8时的Tc 未到达之前相比 ssT 下降了 2
.
0 ℃

。

从 8 月 一4 日 0 8时
一
2 9

日08 时
,

8 61 6 号Tc 经过 4 号浮标后最大降温也出现在 TC 过境后
。

在南海达到台风强度

的 T( 二对海洋的影响在其过境后最少可持续 7 天时间
。

从对 86巧 号和 86 16 号台风的研究

表明
,

S S T 最大降温出现在 1℃过境后在东海达到台风强度的 TC 对海洋的影响在其过境后

邓T 可下降5 2 ℃
,

对海洋的影响时间可持续 7 天以 上
。

T C 对南海和东海的影响趋势一致
,

但所受影响的程度东海比南海更为强烈
。

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由于东海的台风波浪比南

海高
、

海面气温比南海低
、

相对湿度比南海小
,

故导致 SS T 急速下降
。

。l
!

口!
拭

、

价
�l

、 1
1、丫介
\、1

1

水
LI
?

!

。

一一
。

,

IJ州泣l,
雀
马

,
一
Ti一1一日es一�一1

抑翻训、

甄沁/\
\

l
脚以
、

一少乃川

叮一一一一一一一
02时/25日 O日时/ 28 日

瑞病了一偏由。 ”

硫漏
一

顶涵不言一衷漏 20时/2了11 1 4时/29日

图 3 南海和东海 M
arox ( ‘今瑞 克斯 )数据浮标实测气温和 铝T

,
_

3 号数据浮标 }986 年时J

19 {}2{)}}、卜9月 3 日 2〔) }}
、

卜}
,

一

4 号数据浮标 1986 年 8 月 14 卜l ()8 日
、

j

一
2 9 日 14 日寸:实线代 表气洲

(单位
: 『

仁 〕 : 实线带
*
号代表 邓T L单位

: ‘

仁 )

5 结论和讨论

(l) 从 50 年的统计情况来看
, ‘

与赤道西太平洋暖池次表层水温持续出现正 (负 )

距平时
,

西北 太平洋和南海生成 T( 二的时间比常年提 早 (推迟 )

( 2 ) 当赤道西太平洋暖池次表层水温夏半年持续出现正 (负 )距平时
,

西北 太平洋

生成的T( ;个数比常年偏多 ( 少 )为主
,

这种现象极值年份尤其明显
,

对
一

南海生成 T( 它的个

数影响不明显

( 3 ) 当热带太平洋发生 EI N i几
,
事件时

,

西北太平洋生成热带气旋的个数以偏少为
_
主

。

( 4 ) 当南海北部次表层水温夏季和秋季持续出现正 (负 )距平时
,

南海热带气旋比

常年偏多 (少 )
。



期 吴迪生等
:
赤道西太平洋暖池次表层水温变化对热带气旋的影响 259

( 5 ) T C 对南海和东海的影响趋势一致
,

所受影响东海比南海更为强烈
。

原因是由

于东海的台风波浪比南海高
、

海面气温比南海低
、

相对湿度比南海小
,

故导致 sS T 急速下

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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