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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1998年，西北太平洋台风年发生频数创下 14个的谷值，打破了建国以来 1951

年全年生成 20个台风的最低纪录。而在同年，大西洋飓风发生数目却创下了 14个的近年

最高纪录。本文利用NCEP/NCAR 再分析等资料，分析了台风发生与越赤道气流活动异常

之间的关系。发现：1998年夏季（6~9 月）东半球 90 °E～180 °区间里越赤道气流明显地

偏弱，而 0～90 °E区间里，特别是位于 40～45 °E的索马里急流处，越赤道气流极强，是

造成 1998年南海及西北太平洋台风发生数目特少的重要原因。而 1998年大西洋飓风发生

数比气候平均发生数目明显偏多以及当年强烈飓风造成重大灾害的主要原因,也正是由于

1998年夏季 40 °W 及 75 °W 处越赤道气流异常强劲所引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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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越赤道气流是南、北两半球间能量、动量和水汽交换的重要联系纽带与通道，也是全

球大气环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研究表明，绝大多数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台风的生成，都

与越赤道气流的突然增强有着密切的联系[1～4]。统计表明，我国编号的西北太平洋台风（含

南海台风，下同）每年平均发生数目约为 28 个。而登陆我国的台风平均每年约为 8 个左右，

且登陆台风数目一般与发生数目成正比。1998 年西北太平洋台风发生数目创下了我国建国

以来的最低纪录，与此同时，大西洋飓风发生数目却创下了近年来的峰值。 

本文从越赤道气流活动与台风生成关系进行分析，发现 1998 年 90 °E～180 °西太平洋

地区越赤道气流特别微弱，可能是造成该年台风发生奇少的主要原因。同时，1998 年大西

洋飓风发生频率特多的原因也在于该年夏季 40 °W 及 75 °W 处越赤道气流特别强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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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越赤道气流主要通道 
 

利用 NCEP/NCAR 再分析的 1979～1995 年 5×5 经纬度网格资料，统计出北半球夏季

(6～9 月)东半球及西半球 850 hPa 赤道上空的越赤道气流通道(图 1)。以下作几点分析。 

2.1  东半球越赤道气流通道 

东半球具有气候意义的越赤道气流通道主要有以下四条：（1）45 °E 通道：17 年 6～9

月日平均南风高达 9.3 m/s；（2）105 °E 通道：日平均南风值为 3.9 m/s；（3）125 °E 通道：

日平均南风值 3.6 m/s；（4）145 °E 通道：日平均南风值 3.3 m/s。这四条通道位置处的日

平均南风值均大于或等于沿东半球各经度的平均值 3.3 m/s，故称其为具有气候意义的四条

通道。以上情况均系指平均情况而言。具体到某一次天气过程，很可能是以上四条通道中

的几条或其它某个经度上的越赤道气流起着主导作用。另外，值得注意的是：45 °E 索马里

急流处的越赤道气流值是其他通道值的 2 倍以上。 

2.2  西半球越赤道气流通道 

西半球越赤道气流通道，有以下三条：（1）40 °W 通道：日平均南风值为 2.6 m/s；（2）

75 °W 通道：日平均南风值为 2.2 m/s；（3）115 °W 通道：日平均南风值为 1.9 m/s。它们

的值均大于西半球各经度上的平均值 1.7 m/s，故称此三条为西半球赤道上空具有气候意义

的越赤道气流通道。  
 

 

 

 

 

 

 

 

 

 

 

 

 

 

 

图 1  东半球(左)和西半球(右)越赤道气流(南风)通道(1979～1995 年 6～9月 850 hPa V+平均） 

 

2.3  东、西两半球越赤道气流的比较 

比较夏半年（6～9 月）东半球与西半球赤道上空的越赤道气流通道，可以看出：（1）

东半球各通道的峰值均较明显；（2）东半球具有气候意义的越赤道气流通道较多；（3）

西半球通道较少，且各经度上的越赤道气流值都远远小于东半球之值。因此，可以得到以

下结论：东半球越赤道气流远较西半球更为活跃、强劲，特别是在非洲东岸的索马里急流

位置处，两半球间的动量、能量及水汽的交换更为剧烈。 

                                                                                                                                           
 

0

1

2

3

4

5

6

7

8

9

10

0 20 40 60 80 100 120 140 160 180 °E

m
/
s

东半球南风值

3.3 m/s 多年平均值

1.0

1.5

2.0

2.5

3.0

0 20 40 60 80 100 120 140 160 180 °W

m/
s

西半球南风值

1.7 m/s多年平均值

9.3 

3.9 3.6 
3.3 

2.6 

3.2 

1.9 



2期                      李曾中等：1998 年台风与飓风异常成因分析                    163 

 

3  越赤道气流与台风生成 
 

分析表明，西北太平洋台风的生成，绝大多数均与越赤道气流的突然加强与持续维持

有着密切的关系。图 2 给出 1975～1979 年 6～9 月共计 61 个台风平均之形成当天及其前后

各 10 天里的 850 hPa 面上东半球越赤道气流总和 E 值逐日演变（其中 E= ∑
°

°
+

180

0

V ）。从图 2

可以看出，在台风形成的前两天（-2）及前五天（-5），越赤道气流 +V 的强度有一个突然

加强的过程；在台风形成之后的 2～4 天，继续有强劲的越赤道气流发生和维持。特别有趣

的是：不论冬半年或是夏半年，索马里急流处（45 °E）越赤道气流的强弱与该半球当年台

风季中台风发生数目有着很好的相关关系。 

图 3 给出 1975～1979 年 6～9 月 45 °E 处 850 hPa 与 200 hPa 日平均南风分量之和与西

北太平洋全年台风发生数目相关图。从图可以看出：越赤道气流强的年份，西北太平洋台

风年发生频率亦大；越赤道气流弱的年份，则台风年发生频率较小
[3]
。1980～1986 年北半

球冬季时（12 月～2 月）45 °E 处 850 hPa 与 200 hPa 上平均北风值之和与同期南印度洋及

南太平洋台风发生数目亦有类似相关，此处从略
[5]
。需要说明的是，图 2 与图 3 都为统计平

均情况而言，我们仔细分析了每一个台风，它们的形成都与其所在经度附近越赤道气流的

突然加强有关，并为卫星云图所证实。对南、北两半球台风生成个例的分析，亦有相同情

况
[6]
。 

 
 
 
 
 
 
 
 
 
 
 
 
 
图2  1975～1979 年 6～9月共61个台风生成 

       前、后10天越赤道气流总和 E (850 hPa， 

        0～180 ° E V+总和)逐日分布   台风生 

成指热带气旋中心风力达到八级的时刻。 

图3  1975～1979 年 6～9月 45 °E 处 850 hPa 

   与 200 hPa 日平均南风分量之和与西北 

      太平洋全年台风发生数目相关图（取 

      自文献[2]） 
 

4  1998 年台风发生数极少的主要原因 
 

研究表明，1949～1995 年共 47 年平均，西北太平洋每年台风发生数（均指我国编号

台风，下同）为 28 个，最低年为 1951 年的 20 个。1998 年却创下了 14 个的最低值。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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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了 1998 年越赤道气流的活动特征，发现从 6～9 月台风发生最多的月份里，西太平洋

地区（90 °E～180 °）越赤道气流均特别微弱，各经度上日平均南风值（ +V
_

）仅为 2.0 m/s

左右，而多年平均值一般均为 3.0 m/s 左右。特别是对年台风发生数起关键作用的 8 月份，

差异更为明显（图 4）。而同时，索马里急流处（40～45 °E）越赤道气流从 5 月份一直到 9

月份均特别强劲。从我国多雨时段的 850 hPa 平均风场图上可以看出，气流从南半球的中、

高纬度地区流向非洲东岸，在索马里急流处穿过赤道，进入北印度洋阿拉伯海地区，在科

氏力作用下转为西南季风，穿过印度次大陆、孟加拉湾及中南半岛地区，然后一部分穿越

横断山脉进入我国云、贵、川地区；另一部分经过南海北部进入我国华南及江淮地区，造

成我国江南及江淮地区的暴雨
[7]
。在我们过去的分析中，曾发现正常年份印度洋地区（0～

90 °E）与西太平洋地区（90 °E～180 °）越赤道气流的活动是“同步”的，也即：在同一

年里，印度洋地区越赤道气流强时，西太平洋越赤道气流也强；印度洋地区越赤道气流弱

时，西太平洋越赤道气流亦弱。而 1998 年为百年不遇的强厄尔尼诺年，低纬大气环流均发

生异常，上述两部分越赤道气流不同步了，印度洋地区特别是索马里急流处越赤道气流特

强，而西太平洋地区越赤道气流很弱，以至导致 1998 年热带风暴及强热带风暴各生成 4 个，

12 级风力以上的台风仅生成 6 个（为多年平均数的 1/3），从而创下年发生频率 14 个的最

低记录。同时，1998 年全年的热带气旋源地偏西，活动范围亦偏西，这与 1998 年东半球

越赤道气流东弱西强的活动特征显然是紧密相关联的。 

 
 
 
 
 
 
 
 
 
 
 
 
 
 
 
 
 
 

 

 
图4  1998 年 6～8月 850 hPa 东半球各月日平均越赤道气流（南风分量） 

                  V+值（实线）与1979～1995 年多年平均值（虚线）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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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998 年大西洋飓风特多原因分析 
 

在 1998 年台风季里，西北太平洋台风数目创下了 1949 年建国以来最低纪录的同时，

大西洋飓风生成数却创下了 14 个的近年来最高纪录，而一般年平均数为 10 个左右。图 5

给出 1998 年西半球越赤道气流随经度的分布情况与 1979～1995 年多年平均值的比较，从

图可以看出：1998 年越赤道气流在 75 °W 及 40 °W 处的值远远高于多年的气候平均值，分别

为它们的 2.5 倍及 1.7 倍。而且第一峰值不在气候平均第一峰值的 40 °W 处而在 75 °W。在

这种情况下，越赤道气流在75 °W 处穿过赤道后，刚好进入散布着大片浅海岛屿的加勒比海

地区，这里有利于潜热能量的积蓄
[8]
，是 Gray W M 统计的大西洋飓风生成源地的最大高频

区之一
[9]
。而 1998 年此处越赤道气流的特强，正好提供了飓风形成的动力启动条件。这就

是为什么 1998 年大西洋飓风创下了 14 个的近年来的最高纪录，并且发生了造成巨大损失

的米奇飓风生成的主要原因。 

 

 

 

 

 

 

 

 

 

 

 

 

 

 

图5  1998 年夏季（6～9月）西半球越赤道气流随经度之分布（实线） 

                   与 1979～1995 年多年平均值（虚线）之比较 

 

6  结    语 
 

（1） 东半球地区，越赤道气流的强弱与西北太平洋台风的生成关系极为密切，一般

在台风生成前 2 天及前 5 天，以及形成后的 2~4 天，越赤道气流均有峰值出现。 

（2） 索马里急流处（40～45 °E）的越赤道气流情况，更直接地与两半球热带气旋的

生成直接有关：6～9 月该处 850 hPa 及 200 hPa 南风之和值大时，西北太平洋台风偏多；12

月～2 月该处 850 hPa 及 200 hPa 北风之和偏大时，南印度洋及南太平洋热带气旋发生数目

亦偏多，反之亦然。 

（3） 1998 年西北太平洋台风发生数目极少的原因，主要是由于该年 90 °E～180 °区
间里越赤道气流极弱而导致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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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W 处、特别是 75 °W 处越赤道气流特别强劲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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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entre, Beijing  100081, China; 3. National Meteorological Center, Beijing  100081, China) 
 

Abstract：In 1998, the annual frequency of the Typhoon(including the tropical storm) genesis 

created a minimum value—14, it is far lower than the minimum of 20 in 1950 over 

North-West Pacific, while in the Atlantic Ocean, the annual frequency of the hurricane 

(including the tropical storm) created a maximum value—14, it is far higher than the average 

number—9.2. 

    In this paper, an analysi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generation of Typhoon, 
Hurricane and the Cross-Equatorial Flow(CEF) was made by using the NCEP/NCAR 

reanalysis data during 1979～1995. The result points out that the anomalies of the CEF over 

the Pacific and Atlantic Ocean is the main cause for the 1998 annual frequency anomalies of 
Typhoon and Hurricane, respectively. 
 

Key words: typhoon; hurricane; anomalies of the gross-equatorial flo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