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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２ 年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台风活动概述

聂高臻ꎬ钱奇峰
(国家气象中心ꎬ北京 １０００８１)

摘要: 利用中国气象局热带气旋最佳路径等资料ꎬ对 ２０２２年西北太平洋及南海台风活动的主要特

征和影响我国台风的路径、强度及风雨影响进行分析和回顾ꎮ 结果表明:２０２２ 年西北太平洋及南

海台风生成个数与常年持平ꎬ台风总体强度偏弱ꎬ生成源地显著偏北ꎻ登陆台风个数偏少ꎬ登陆强度

偏弱ꎻ有 ３个台风集中在广东西部登陆ꎬ另外强台风“梅花”是 １９４９ 年以来首个 ４ 次登陆不同省份

的台风ꎮ 全年多台风事件频发ꎬ共存的台风共计有 １１ 组ꎬ历史罕见ꎮ ２０２２ 年台风灾害影响较轻ꎬ
夏台风偏少ꎬ秋台风活跃ꎮ
关键词: 台风ꎻ登陆台风ꎻ活动特征ꎻ多台风事件ꎻ台风源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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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我国拥有漫长的海岸线ꎬ毗邻全球热带气旋最

活跃的西北太平洋ꎬ是世界上受台风影响最频繁、最
严重的国家之一[１]ꎮ 台风可以带来强风、暴雨、风
暴潮以及渍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一系列直接和次

生灾害[２－３]ꎬ威胁人民生命安全ꎬ并造成数额巨大的

经济损失ꎮ 中央气象台每年对过去一年台风活动特

点进行概括总结[４－６]ꎬ其中对台风的生成、登陆、活
动特征的统计以及对风雨影响的回顾总结有助于更

好地理解台风活动规律ꎬ发现科学问题ꎬ推动台风机

理和相关预报预测技术发展ꎬ提高台风预报预测准

确率ꎬ最终服务于防灾减灾ꎮ
２０２１年 ９ 月—２０２３ 年 １ 月出现了一次维持超

长时间的弱拉尼娜事件[７－８]ꎬ这是自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以

来ꎬ罕见地连续 ３个冬季经历拉尼娜事件ꎬ因此也被

称作三峰( ｔｒｉｐｌｅ￣ｄｉｐ)拉尼娜事件[９－１０]ꎮ 研究表明ꎬ
厄尔尼诺－南方涛动(Ｅｌ Ｎｉñｏ￣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Ｏｓｃｉｌｌａｔｉｏｎꎬ
ＥＮＳＯ)与台风活动的频数、空间分布有关[１１－１３]ꎬ拉
尼娜事件期间台风生成位置会更加偏北、偏西[１４]ꎮ
实际上ꎬ２０２２年在拉尼娜气候背景下ꎬ西北太平洋

和南海台风整体生成源地显著偏北ꎬ南海台风少ꎮ
研究表明ꎬ西北太平洋上夏季和秋季的台风生

成频数在超过 ７０％的年份中呈反位相特征[１５－１６]ꎮ
２０２２年台风活动呈现夏季台风偏少、秋季台风活跃

的特点ꎮ 另外ꎬ２０２２ 年台风群发特征明显ꎬ登陆我

国台风较少ꎬ自 ２０１８年以来连续 ５ ａ 无台风明显影

响(登陆)台湾ꎬ历史罕见ꎮ
利用 ２０２２年中国气象局热带气旋最佳路径资

料[１７－１８]、地面气象观测资料、风云卫星资料以及水

利和民政部门提供的台风因灾损失数据ꎬ对 ２０２２ 年

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台风活动的主要特征进行分析概

述ꎬ以期为台风预报业务及服务工作提供参考ꎮ

１　 ２０２２ 年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台风活动特征

１.１　 生成个数与台风强度

２０２２年ꎬ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共有 ２５ 个台风(热
带风暴级及以上)生成 (图 １ａ 和表 １)ꎬ较多年

(１９４９—２０２１年ꎬ下同)平均值 ２６.９ 个偏少 １.９ 个ꎬ
与气候(１９９１—２０２０ 年ꎬ下同)平均值 ２５.１ 个基本

持平ꎮ ２０２２年 ２５个台风的平均台风生命史最大风

速(风力)为 ３２.９ ｍｓ－１(１２级)ꎬ较多年平均值 ４０.０
ｍｓ－１(１３ 级)偏弱 ７.１ ｍｓ－１ꎬ较气候平均值 ３７.３
ｍｓ－１(１３级)偏弱 ４.４ ｍｓ－１ꎮ 总体来说ꎬ２０２２ 年西

北太平洋和南海台风生成个数与气候平均持平ꎬ台
风总体强度偏弱ꎮ
１.２　 生成源地

全年 ２５ 个台风的平均生成位置 ( １９. ４° Ｎꎬ
１３５.７°Ｅ)较多年平均(１６.１°Ｎꎬ１３６.３°Ｅ)偏北 ３.３ 纬

度ꎬ偏西 ０.６ 经度(图 ２)ꎮ 其中仅有 ３ 个台风(“暹
芭”“木兰”“桑卡”)在南海生成ꎬ较多年平均(４.５个)
偏少 １.５个ꎮ 另外ꎬ生成于 ２０°Ｎ以北的台风有 １２个ꎬ
比多年平均(６.４个)偏多近一倍ꎮ 综合来说ꎬ２０２２年
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台风生成源地偏北ꎮ

图 １　 ２０２２年西北太平洋和南海生成台风路径和登陆我国台风路径
Ｆｉｇ.１　 Ｔｒａｃｋｓ ｏｆ ｔｙｐｈｏｏｎｓ 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ｄ ｏｖｅｒ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Ｎｏｒｔｈ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Ｓｅａ ａｎｄ ｔｒａｃｋｓ

ｏｆ ｔｙｐｈｏｏｎｓ ｍａｋｉｎｇ ｌａｎｄｆａｌｌ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ｉｎ ２０２２

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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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２０２２ 年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台风纪要表
Ｔａｂｌｅ １　 Ｌｉｓｔ ｏｆ ｔｙｐｈｏｏｎｓ 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ｄ ｏｖｅｒ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Ｎｏｒｔｈ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Ｓｅａ ｉｎ ２０２２

台风编号 台风名称

生成信息

时刻

(北京时)
纬度 /
(°Ｎ)

经度 /
(°Ｅ)

极值强度

最低气压 /
ｈＰａ

最大风速 /
(ｍｓ－１)

停编时刻

(北京时)

２２０１ 马勒卡(Ｍａｌａｋａｓ) ４月 ８日 ０８时 ５.０ １４６.２ ９４０ ５２ ４月 １８日 ０８时
２２０２ 鲇鱼(Ｍｅｇｉ) ４月 １０日 ０２时 １０.８ １２６.０ ９９５ ２０ ４月 １２日 ０８时
２２０３ 暹芭(Ｃｈａｂａ) ６月 ３０日 １４时 １６.１ １１５.４ ９６０ ３８ ７月 ７日 ２０时
２２０４ 艾利(Ａｅｒｅ) ７月 １日 ０２时 １９.７ １３０.８ ９９０ ２３ ７月 １０日 ２０时
２２０５ 桑达(Ｓｏｎｇｄａ) ７月 ２８日 ２０时 ２２.５ １３９.０ ９９８ １８ ８月 ２日 ０８时
２２０６ 翠丝(Ｔｒａｓｅｓ) ７月 ３１日 １４时 ２７.０ １２７.５ ９９８ １８ ８月 １日 ２０时
２２０７ 木兰(Ｍｕｌａｎ) ８月 ９日 １１时 １６.７ １１３.１ ９９５ ２０ ８月 １１日 １４时
２２０８ 米雷(Ｍｅａｒｉ) ８月 １２日 ０２时 ２９.５ １３５.９ ９９８ ２０ ８月 １６日 ２０时
２２０９ 马鞍(Ｍａ￣ｏｎ) ８月 ２２日 １４时 １６.２ １２３.７ ９７０ ３５ ８月 ２６日 ０８时
２２１０ 蝎虎(Ｔｏｋａｇｅ) ８月 ２２日 ０８时 ２４.１ １５１.６ ９５５ ４２ ８月 ２７日 ０２时
２２１１ 轩岚诺(Ｈｉｎｎａｍｎｏｒ) ８月 ２８日 ０８时 ２５.０ １５０.０ ９１５ ６２ ９月 ９日 ０２时
２２１２ 梅花(Ｍｕｉｆａ) ９月 ７日 １４时 １７.１ １３５.２ ９４０ ５０ ９月 １７日 ０５时
２２１３ 苗柏(Ｍｅｒｂｏｋ) ９月 １１日 ２０时 ２０.９ １６０.４ ９６５ ３８ ９月 ２０日 ０２时
２２１４ 南玛都(Ｎａｎｍａｄｏｌ) ９月 １４日 ０２时 ２２.４ １４０.１ ９１５ ６２ ９月 ２０日 １４时
２２１５ 塔拉斯(Ｔａｌａｓ) ９月 ２２日 １４时 ２６.９ １３６.５ １ ０００ １８ ９月 ２７日 ０８时
２２１６ 奥鹿(Ｎｏｒｕ) ９月 ２３日 ０２时 １７.９ １３３.５ ９１５ ６２ ９月 ２９日 １４时
２２１７ 玫瑰(Ｋｕｌａｐ) ９月 ２６日 ０８时 ２３.３ １４３.６ ９７０ ３３ １０月 ３日 ０２时
２２１８ 洛克(Ｒｏｋｅ) ９月 ２８日 ２０时 ２３.１ １３１.７ ９６５ ４０ １０月 ５日 ２０时
２２１９ 桑卡(Ｓｏｎｃａ) １０月 １４日 １４时 １４.２ １１１.４ ９９８ １８ １０月 １５日 １４时
２２２０ 纳沙(Ｎｅｓａｔ) １０月 １５日 １４时 １８.７ １２４.０ ９５５ ４２ １０月 ２０日 １４时
２２２１ 海棠(Ｈａｉｔａｎｇ) １０月 １８日 ０８时 ２８.７ １５８.４ １ ００２ １８ １０月 ２０日 ０８时
２２２２ 尼格(Ｎａｌｇａｅ) １０月 ２７日 ０８时 １１.７ １３２.０ ９７５ ３３ １１月 ３日 ０８时
２２２３ 榕树(Ｂａｎｙａｎ) １０月 ３１日 ０８时 ７.６ １３４.０ ９９８ １８ １１月 １日 ０８时
２２２４ 山猫(Ｙａｍａｎｅｋｏ) １１月 １２日 ２０时 ２０.９ １６５.５ ９９８ ２０ １１月 １４日 ２０时
２２２５ 帕卡(Ｐａｋｈａｒ) １２月 １１日 ２０时 １８.２ １２６.８ ９９５ ２３ １２月 １３日 １４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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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１９４９—２０２１年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台风生成源地密度分布(分辨率:２.５°×２.５°)与 ２０２２年台风生成位置
Ｆｉｇ.２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２.５°×２.５°) ｏｆ ｔｙｐｈｏｏｎ ｇｅｎｅｓｉｓ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ｏｖｅｒ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Ｎｏｒｔｈ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Ｓｅａ ｆｒｏｍ １９４９ ｔｏ ２０２１ ａｎｄ ｔｙｐｈｏｏｎ ｇｅｎｅｓｉｓ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２０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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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登陆我国台风个数和强度

２０２２年共有 ４个台风登陆我国(以登陆时中心

附近最大风速达到或超过 １８ ｍｓ－１计)(表 ２)ꎬ分别

为 ２２０３ 号台风“暹芭”、２２０７ 号台风“木兰”、２２０９
号台风“马鞍”、２２１２ 号台风“梅花” (图 １ｂ)ꎮ 全年

登陆台风个数较多年平均(７.０个)偏少 ３.０个ꎬ较气

候平均(７.２ 个)偏少 ３.２ 个ꎮ ４ 个登陆台风的平均

登陆强度(每个台风以其第一次登陆强度参与统

计ꎬ下同)为 ３１.３ ｍｓ－１(１１ 级)ꎬ较多年平均值 ３２.４
ｍｓ－１(１１ 级)偏弱 １.１ ｍｓ－１ꎬ较气候平均值 ３２.７
ｍｓ－１(１２级)偏弱 １.４ ｍｓ－１ꎻ平均极值强度为 ３５.８
ｍｓ－１(１２级)ꎬ较多年平均值 ４２.０ ｍｓ－１(１４ 级)偏
弱 ６.２ ｍｓ－１ꎬ较气候平均值 ３８.１ ｍｓ－１(１３ 级)偏弱

２.３ ｍｓ－１ꎮ 另外ꎬ２２２２号台风“尼格”登陆广东珠海

香洲区时减弱为热带低压ꎬ中心附近最大风力(风

速)为 ７级(１５.０ ｍｓ－１)ꎮ 总体来说ꎬ２０２２年西北太

平洋和南海生成登陆我国的台风个数偏少ꎬ强度

偏弱ꎮ
１.４　 登陆地段集中ꎬ“梅花”４ 次登陆

２０２２年的 ４个登陆台风中ꎬ有 ３ 个集中在广东

西部沿海登陆:“暹芭”和“马鞍”同在广东电白登

陆ꎬ“木兰”在广东徐闻登陆ꎮ ３ 个台风的登陆点之

间最远直线距离不超过 ２００ ｋｍꎮ 另外ꎬ台风“梅花”
首次登陆舟山后其路径沿海岸线北上ꎬ相较于多数

登陆台风ꎬ其下垫面、水汽条件均有利于其环流和强

度维持ꎬ加之持续存在的高空出流ꎬ造成其首次登陆

舟山之后又相继在上海、山东和辽宁登陆ꎮ 这是继

９０１２号台风“杨希”和 １４１６ 号台风“凤凰”之后第

３个４次登陆我国的台风ꎬ也是 １９４９ 年以来首次出

现的登陆 ４个省(市)的台风ꎮ

表 ２　 ２０２２ 年登陆我国台风一览表
Ｔａｂｌｅ ２　 Ｌｉｓｔ ｏｆ ｔｙｐｈｏｏｎｓ ｍａｋｉｎｇ ｌａｎｄｆａｌｌ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ｉｎ ２０２２

台风编号 台风名称
极值强度 /
(ｍｓ－１)

登陆地点
登陆时刻

(北京时)
登陆强度

风力 /级 风速 / (ｍｓ－１) 气压 / ｈＰａ
２２０３ 暹芭(Ｃｈａｂａ) ３８ 广东电白 ７月 ２日 １５:００ １２ ３５ ９６５

２２０７ 木兰(Ｍｕｌａｎ) ２０ 广东徐闻 ８月 １０日 ０８:１５ ８ ２０ ９９５

２２０９ 马鞍(Ｍａ￣ｏｎ) ３５ 广东电白 ８月 ２５日 １０:３０ １１ ３０ ９８２

２２１２ 梅花(Ｍｕｉｆａ) ５０

浙江舟山普陀 ９月 １４日 ２０:３０ １３ ４０ ９６５
上海奉贤 ９月 １５日 ００:３０ １２ ３５ ９７５

山东青岛崂山 ９月 １６日 ００:００ ９ ２３ ９９０
辽宁大连金州区 ９月 １６日 １１:２５ ９ ２３ ９９２

平均值 　 ３５.８ 　 ３１.３

１.５　 台风群发特征明显

除生成于 ８月的台风“木兰”“米雷”以及生成于

１１月以后的台风“山猫”“帕卡”为单个活动的台风ꎬ
其他台风均经历过多台风(包括双台风或更多)共存

的情形ꎮ ２０２２年双台风共存的情况共有 ８组(“马勒

卡”－“鲇鱼”、“暹芭”－“艾利”、“桑达”－“翠丝”、“马
鞍”－“蝎虎”、“轩岚诺” －“梅花”、“桑卡” －“纳沙”、
“纳沙”－“海棠”、“尼格”－“榕树”)ꎬ三台风共存的情

况有 ３ 组(“梅花” －“苗柏” －“南玛都”、“塔拉斯” －
“奥鹿”－“玫瑰”、“奥鹿”－“玫瑰”－“洛克”)ꎮ 因此ꎬ
多台风共存的情况共计 １１组ꎬ远高于多年平均值(４
组)ꎬ历史上仅次于 １９９４年的 １３组ꎬ相当罕见ꎮ
１.６　 夏台风偏少ꎬ秋台风活跃

２０２２年夏季(６—８月)ꎬ共有 ９ 个台风生成(图
３)ꎬ较多年平均(１１.０ 个)偏少 ２.０ 个ꎻ秋季(９—１１

月)生成 １３ 个ꎬ较多年平均(１０.７ 个)偏多 ２.３ 个ꎮ
６—１０月登陆台风个数较多年平均持续偏少ꎬ其中

夏季偏少 １.７个ꎬ秋季偏少 １.３个ꎮ
１.７　 台风灾害影响相比往年偏轻

总体数据表明ꎬ２０２２年我国因台风灾害造成的损

失为 ２０００年以来最低值[１９]ꎮ ２０２２年共有 ７个台风影

响我国ꎬ其中 ４个登陆我国大陆地区ꎮ 台风灾害共造

成 ９个省(区)４７３.７万人次受灾ꎬ２人死亡ꎬ１人失踪ꎬ
２０１.６万人紧急避险转移ꎬ７５万人次紧急转移安置ꎻ８００
余间房屋倒塌ꎬ１ ８００余间房屋不同程度损坏ꎻ农作物受

灾面积为 １５.９３万 ｈｍ２ꎬ其中绝收面积为１.１４万 ｈｍ２ꎮ
登陆广东的台风“暹芭”是影响较大的台风之

一ꎬ具有台风强度强、影响范围广、累计雨量大等特

点ꎬ导致江西、广东、广西、海南损失严重ꎬ共造成

１８６.３万人受灾ꎬ２ 人死亡ꎬ１ 人失踪ꎬ９.２ 万人紧急

２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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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险转移ꎬ７.１ 万人紧急转移安置ꎮ 此外ꎬ台风“梅
花”４次登陆ꎬ对东部沿海多个省份造成严重影响ꎬ

辽宁、上海、江苏、浙江、山东共计 １７７.２ 万人受灾ꎬ
１１７.２万人紧急避险转移ꎬ５５.６万人紧急转移安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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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２０２２年与多年平均逐月台风生成个数和登陆个数
Ｆｉｇ.３　 Ｍｏｎｔｈｌｙ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ｔｙｐｈｏｏｎ ｇｅｎｅｓｉｓ ａｎｄ ｏｆ ｔｙｐｈｏｏｎ ｌａｎｄｆａｌｌ (ｏｒａｎｇｅ ｂａｒ ｆｏｒ ｔｈｅ

ｙｅａｒ ２０２２ꎬ ｂｌｕｅ ｂａｒ ｆｏｒ ｔｈｅ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ｆｒｏｍ １９４９ ｔｏ ２０２１)

２　 对我国造成显著影响的台风概况

２０２２年共有 ５个台风对我国造成显著的风雨影

响ꎬ包括 ４个登陆台风和近海北上台风“轩岚诺”ꎮ 以

下对这 ５个台风的活动特征和影响做简要概述ꎮ
２.１　 ２２０３ 号台风“暹芭”

“暹芭”(Ｃｈａｂａ)于 ６ 月 ３０ 日 １４ 时在南海中部

海面生成ꎬ７月 １ 日 ０２ 时加强为强热带风暴级ꎬ７ 月

２日０２时加强为台风级ꎬ当日 １５时前后在广东电白

沿海登陆(台风级ꎬ３５ ｍｓ－１ꎬ９６５ ｈＰａ) (图 ４ａ)ꎬ是
１９９１年以来初台登陆强度第 ４强的台风ꎮ ２日夜间以

强热带风暴级的强度移入广西境内ꎬ３日下午在广西北

部减弱为热带低压ꎬ４日 ０８时前后进入湖南境内并进

一步减弱ꎬ之后“暹芭”减弱后的低压环流及其残留云

系继续北上影响中国中东部和东北部地区(图 ４ｂ)ꎮ
受“暹芭”影响ꎬ７ 月 １ 日 ０８ 时—８ 日 ０８ 时ꎬ海

南、广西中东部、广东、福建东南部、湖南、江西西部和

南部、湖北中部、河南中东部、苏皖北部、山东中西部、
河北东部、天津、辽宁、吉林中部、黑龙江南部等地部

分地区出现 １００~３００ ｍｍ 的降雨ꎬ广东、海南岛西南

部、广西东部等局地降雨量为 ４００~５８０ ｍｍꎬ其中广东

茂名信宜大成镇降雨量达 ６９５.６ ｍｍꎮ 其间ꎬ海南、广
东、广西、湖南、河南、安徽等地超过６０个测站的日降雨

量达到特大暴雨量级ꎮ ７月 １日 ２０时—２日 ２０时ꎬ海
南三亚国家级气象观测站日降雨量(４２１.６ ｍｍ)突破当

地有气象记录以来日降雨量历史极值(图 ４ｃ)ꎮ

３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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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ＦＹ￣４Ａ卫星红外云图和台风“暹芭”路径及其影响期间过程累计降水量实况图
Ｆｉｇ.４　 ＦＹ￣４Ａ ｉｎｆｒａｒｅｄ ｉｍａｇｅｒｙꎬ ｔｒａｃｋ ｏｆ Ｔｙｐｈｏｏｎ Ｃｈａｂａꎬ ａｎｄ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ｅｄ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ｐｅｒｉｏｄ ｏｆ Ｃｈａｂａ

２.２　 ２２０７ 号热带风暴“木兰”
２０２２年第 ７号热带风暴“木兰”(Ｍｕｌａｎ)于 ８ 月

９日１１时在南海中部海面生成ꎬ８月 １０日 ０８:１５登陆

广东省徐闻县沿海(热带风暴级ꎬ２０ ｍｓ－１ꎬ９９５ ｈＰａ)ꎬ
如图 ５ａ所示ꎮ ８月 １１日再次登陆越南东北部(热带

风暴级ꎬ１８ ｍｓ－１ꎬ９９８ ｈＰａ)ꎬ之后减弱消失(图 ５ｂ)ꎮ
８ 月 ９日 ０８时—１２日 ０８时ꎬ受“木兰”影响ꎬ广

东西南部和沿海、广西南部、海南岛西北部等地累计

降雨量为 １００~２２０ ｍｍꎬ广东茂名、阳江和江门等局

地累计降雨量为 ２５０~ ４０４ ｍｍ(图 ５ｃ)ꎬ广东中西部

和沿海、广西东部、海南岛东北部沿海及东沙、西沙

群岛出现风力 ８~９级的阵风ꎬ局地风力为 １０~１２级
(图略)ꎮ
２.３　 ２２０９ 号台风“马鞍”

“马鞍”(Ｍａ￣ｏｎ)于 ８月 ２２日 １４ 时在菲律宾以

东洋面生成ꎬ２３日 ０８时加强为强热带风暴级ꎬ２３ 日

１０:３０前后登陆菲律宾吕宋岛东北部伊莎贝拉省

(强热带风暴级ꎬ２８ ｍｓ－１ꎬ９８２ ｈＰａ)ꎮ “马鞍”移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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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东北部海面后ꎬ于 ８ 月 ２４ 日 ２０ 时加强为台风

级ꎬ８ 月 ２５ 日 １０:３０ 登陆广东电白沿海(强热带风

暴级ꎬ３０ ｍｓ－１ꎬ９８２ ｈＰａ)ꎬ如图 ６ａ所示ꎬ之后自广西

境内移入北部湾北部海面ꎬ并于 ８月 ２５日 ２１时前后

再次登陆越南广宁省芒街市(热带风暴级ꎬ２０ ｍｓ－１ꎬ
９９２ ｈＰａ)ꎬ并在越南境内减弱消失(图 ６ｂ)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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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ＦＹ￣４Ａ卫星红外云图和热带风暴“木兰”路径及其影响期间过程累计降水量实况图
Ｆｉｇ.５　 ＦＹ￣４Ａ ｉｎｆｒａｒｅｄ ｉｍａｇｅｒｙꎬ ｔｒａｃｋ ｏｆ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Ｓｔｏｒｍ Ｍｕｌａｎꎬ ａｎｄ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ｅｄ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ｐｅｒｉｏｄ ｏｆ Ｍｕｌａｎ

　 　 受台风“马鞍”影响ꎬ２３ 日 ２０ 时—２６ 日 ０８ 时ꎬ
广东南部、广西中南部、海南岛等地累计降雨量为

５０~１００ ｍｍꎬ广东江门、阳江、茂名和湛江ꎬ广西防城

港和崇左ꎬ海南海口、澄迈、东方和乐东等地部分地

区累计降雨量为 １５０ ~ ２３０ ｍｍꎬ广西防城港局地降

雨量为 ２５０~３４４ ｍｍ(图 ６ｃ)ꎮ 上述部分地区出现风

力 ８~ ９ 级的阵风ꎬ广东阳江、茂名、江门、珠海及广

西钦州、防城港等地局地阵风风力为 １０ ~ １２ 级ꎬ个
别岛礁出现风力为 １３~１４级的最大阵风(图 ６ｄ)ꎮ

２.４　 ２２１１ 号超强台风“轩岚诺”
“轩岚诺”(Ｈｉｎｎａｍｎｏｒ)于 ８ 月 ２８ 日 ０８ 时在西

北太平洋洋面上生成ꎬ２９ 日 １４ 时加强为台风级ꎬ
３０日０２时加强为超强台风级ꎬ９ 月 ２ 日早晨在台湾

以东洋面减弱为强台风级ꎬ４ 日 ０８ 时在东海南部再

次加强为超强台风级ꎬ４日 １４ 时达到东海海域内的

最大强度(图 ７ａ)ꎬ５ 日 １４ 时减弱为强台风级ꎬ并于

９月６日 ０３:５０前后在韩国庆尚南道巨济市登陆(强
台风级ꎬ４５ ｍｓ－１ꎬ９５０ ｈＰａ)ꎬ之后在日本海北部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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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为温带气旋(图 ７ｂ)ꎮ
９月 １日 ０８时—５日 ０８时ꎬ受“轩岚诺”外围云

系影响ꎬ浙江东部和北部、上海、江苏东南部及台湾岛

等地累计降雨量为 ５０~１５０ ｍｍꎬ浙江宁波和绍兴、台
湾岛中北部部分地区累计降雨量为 ２００~３５０ ｍｍꎬ局
地达 ４００~４６１ ｍｍ(图 ７ｃ)ꎮ 福建东部沿海、浙江东部

沿海、上海、江苏南部和台湾岛沿海出现风力 ６~８级
的阵风ꎬ局地风力为 ９~１１级(图略)ꎮ
２.５　 ２２１２ 号强台风“梅花”

“梅花”(Ｍｕｉｆａ)于 ９月 ７日 １４时在菲律宾以东

洋面上生成ꎬ之后向西北方向移动ꎬ强度逐渐加强ꎬ
１０日 ２０ 时增强至强台风级ꎬ１２ 日下午短暂减弱为

台风级后ꎬ于 １３ 日凌晨再次加强为强台风级ꎬ之后

在东海维持强台风级强度直至邻近登陆ꎬ １４ 日

２０:３０前后在浙江舟山普陀沿海登陆 (台风级ꎬ
４０ ｍｓ－１ꎬ９６５ ｈＰａ)(图 ８ａ)ꎬ登陆后继续向北偏西方

向移动ꎬ于 １５日 ００:３０前后在上海奉贤第 ２ 次登陆

(台风级ꎬ３５ ｍｓ－１ꎬ９７５ ｈＰａ)ꎬ１６ 日 ００ 时前后在山

东青岛崂山区沿海第 ３ 次登陆 (热带风暴级ꎬ
２３ ｍｓ－１ꎬ９９０ ｈＰａ)ꎬ１６日 １２:４０前后在辽宁省大连

市金州区第 ４ 次登陆 (热带风暴级ꎬ ２３ ｍｓ－１ꎬ
９９２ ｈＰａ)ꎬ之后继续向东北方向移动ꎬ并逐渐减弱变

性为温带气旋(图 ８ｂ)ꎮ “梅花”是 １９４９年以来最晚

登陆山东、辽宁的台风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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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ＦＹ￣４Ａ卫星红外云图和台风“马鞍”路径及其影响期间过程累计降水量和最大阵风实况图
Ｆｉｇ.６　 ＦＹ￣４Ａ ｉｎｆｒａｒｅｄ ｉｍａｇｅｒｙꎬ ｔｒａｃｋ ｏｆ Ｔｙｐｈｏｏｎ Ｍａ￣ｏｎꎬ ａｎｄ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ｅｄ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ｇｕｓｔ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ｐｅｒｉｏｄ ｏｆ Ｍａ￣ｏｎ

　 　 台风“梅花”带来的大风影响范围广、强度大、
持续时间长ꎮ 浙江东部、上海、江苏东部、山东半岛、
辽宁东部等地最大阵风风力为 ８~１０ 级ꎬ上海沿海、

浙江沿海及部分岛礁出现 １２ ~ １５ 级的大风 (图
８ｃ)ꎬ最大阵风(１６级ꎬ５３.６ ｍｓ－１)出现在浙江舟山

徐公岛ꎮ 浙江东北部沿海海面 １２ 级以上大风累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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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长达 １２ ｈꎮ
９月 １２ 日 ０８ 时—１７ 日 ０８ 时ꎬ浙江北部和东

部、上海、江苏东部、山东半岛、辽宁东部等地累计降

雨量为 １００~ ２００ ｍｍꎬ其中浙江绍兴、宁波、舟山及

山东青岛、烟台等地部分地区累计降雨量为 ２５０ ~

５００ ｍｍꎬ绍兴上虞和嵊州、宁波余姚局地降雨量达

６００~７０７ ｍｍ(图 ８ｄ)ꎮ 其间ꎬ共 ２３个国家级气象观

测站日降雨量突破 ９ 月极值ꎬ其中浙江 ２ 个、山东

８个、辽宁 １１个、吉林 ２个ꎻ山东福山日降雨量突破

建站以来历史极值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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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　 ＦＹ￣４Ａ卫星红外云图和超强台风“轩兰诺”路径及其影响期间过程累计降水量实况图
Ｆｉｇ.７　 ＦＹ￣４Ａ ｉｎｆｒａｒｅｄ ｉｍａｇｅｒｙꎬ ｔｒａｃｋ ｏｆ Ｓｕｐｅｒ Ｔｙｐｈｏｏｎ Ｈｉｎｎａｍｎｏｒꎬ ａｎｄ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ｅｄ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ｐｅｒｉｏｄ ｏｆ Ｈｉｎｎａｍｎｏｒ

３　 结论与讨论

对 ２０２２年全年台风生成、路径及强度特点、登陆

台风及重点台风灾害影响进行概述ꎬ并对明显影响我

国的 ５个台风进行了简要回顾ꎬ得到以下主要结论ꎮ
(１)２０２２年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共有 ２５ 个台风

生成ꎬ生成个数与气候平均基本持平ꎻ年平均极值强

度较气候平均值偏弱 ４.４ ｍｓ－１ꎮ
(２)４个台风登陆我国ꎬ登陆台风数偏少ꎬ登陆

强度偏弱ꎮ 其中 ３ 个台风集中在广东西部沿海登

陆ꎬ台风“梅花”在浙江、上海、山东和辽宁先后 ４ 次

登陆ꎬ为 １９４９年以来首个登陆 ４省(市)的台风ꎮ

７０１



海 　 洋　 气　 象　 学　 报 第 ４３卷

(３)台风生成源地偏北且略偏西ꎬ生成于 ２０°Ｎ
以北的台风有 １２个ꎬ显著多于多年平均值ꎮ

(４)台风活动群发特征明显ꎬ除 ４个台风为单个

活动的台风ꎬ其他台风均经历过多台风共存的情形ꎬ

包括 ８组双台风、３组三台风ꎬ数量之多历史罕见ꎮ
(５)秋季台风活动较活跃ꎬ共生成 １３个台风ꎬ较多

年平均偏多 ２.３个ꎬ夏季台风生成偏少 ２.０个ꎮ 各月登

陆台风均偏少ꎬ其中夏季偏少 １.７个ꎬ秋季偏少 １.３个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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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８　 ＦＹ￣４Ａ卫星红外云图和强台风“梅花”路径及其影响期间最大阵风和过程累计降水量实况图
Ｆｉｇ.８　 ＦＹ￣４Ａ ｉｎｆｒａｒｅｄ ｉｍａｇｅｒｙꎬ ｔｒａｃｋ ｏｆ Ｓｅｖｅｒｅ Ｔｙｐｈｏｏｎ Ｍｕｉｆａ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ｇｕｓｔ ａｎｄ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ｅｄ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ｐｅｒｉｏｄ ｏｆ Ｍｕｉｆａ

　 　 仅对 ２０２２ 年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台风的活动特

点及主要影响我国的台风进行了系统的概括和总

结ꎮ 关于 ２０２２年拉尼娜背景下台风整体生成源地

偏北、台风登陆数偏少的原因和“暹芭”环流深入内

陆北上的维持机制有待进一步研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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