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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岛屿对过境台风强度的影响

董克勤
’

杨庆苹

提 要

本文用统一的标准和方法
,

衬台风经过台湾省
、

海 南岛和 吕宋岛前后 强度

的 变化进行 了统计分析
.

研究结 果表示
,

这些 大型岛屿时过境台风强度的 影响

与 台风过岛前的强度有关
.

时 于较 强的台风
,

其衰减程度与强度有正的比例关

系 ; 时于较弱的台风
,

一般 过岛 前
、

后 衰减较小
,

有些甚至加 强
。

同时 发现
,

岛屿地形时台风强度的表减效应并非 简单地与地形高度 成正比
,

而 且与其环境

有关
.

靠近 大陆 的海 南岛无论其 山 峰高度或平均 高度都比远 离大陆的 吕宋岛要

按些
,

但台风 经 过海南岛时强度衰减比经 过 吕宋岛时要 大一些
.

这些事实时 台风

预报可 有一 点参考价 位
.

1
.

关于吕宋岛
、

台湾省和海南岛对过境台风特性的影响
,

过去有过一些研究
.

布

兰德 (B
r “ n

d) 和布莱 洛奇(Bl
e lloc h) 【’l[2l 曾先后统计了台风经过台湾省和菲律宾前 后 强

度 的变化
.

对于经过台湾省的台风
,

他们分别按登陆前 2 4小时平均最大风力 ) 和 < 1 00 海

里 /小时划分为强台风和弱台风两类
,

统 计得出
:

从登陆前 6 小时到离陆后 6 小时
,

强台

风 强度衰减45 肠
,

弱台风强度衰减 40 %
.

对于经过菲律宾的台风
,

他们 以登陆前 2 4小时

平均最大风力乡和 < 90 海里 /小时
,

分强
、

弱台风统 计得出
:

从登陆前 6 一 1 2小时 到 离

陆后 6 一 1 2小时
,

强台风强度衰减 4 5一 50 肠
,

而弱台风强度仅衰减功一 ]5 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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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5了 ( 1 9 ) 号台风经 吕宋岛前后强度

(中心 气压
、

最大风力 )的演变情况

李曾中 [sl 统计了台风经过海南 岛前
、

后 12 小时的

强度变化得出
:
登陆前犯一 2 理小时内最大风力》

3 2
.

6 米 / 秒的较强台风
,

强度衰减约 31 肠
,

而相应

时段最大风力 < 3 2
.

6米 / 秒的较弱台风
,

强 度 只

衰减约 8 %
。

在上述这些研究中采用了不同的强

度划分标准和不相等的衰减时段
,

因此不便于相

互比较
。

另外
,

我们发现少数台风经过这些岛屿时其

强度 (最大风力
、

中心气压 )业未衰减
,

有的甚至

有所加强
。

图 1
.

给出由东南向西北穿过吕宋岛

北部的 5 7 ( 19) 号台风的中心气压和最大风力随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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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演变的情况
。

这次台风过岛前后
,

其中心气压是缓慢加深的
,

最大风力是少变或有所

加大的
.

这种与一般统计结朱明显 偏离的现象值得进一步分析研究
.

2
.

考虑到上述情况
,

本 文采用统一的标准和方法
,

对 1 9 4 9一 1 9 7 8年经过台湾 省
、

海

南岛和 吕宋岛(1 4
.

5
’

N 以北 )的台风
,

逐一点绘了其过岛前后地面中心气压和最大 风力的

演变曲线
,

在个例分 听的基础上
,

作了一些关于大型岛屿对过境台风强度影响的统计和

分 析研究
。

.

文中统计分析的台风包括
:

经过台湾省的44 个
; 经过海南岛的42 个

; 经 过 吕 宋 岛

( 1 4
.

5
’

N 以北 ) 的7 8个
.

一些过岛前后路径很特殊或登陆迅速消失的个例除外
.

3
.

表 1
.

给出台风经过各岛屿陆地所需时段的频次分布
:

表 1

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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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匕

海南岛

多数台风很快移过台湾
,

岛上停留3
.

0一 8
,

9小时的占7 5 ; 0肠 ; 过其它两个 岛屿需时稍长
,

在吕宋岛上停留 6
.

。一 1 1
.

9小时的 占60
.

2 肠
,

在海南岛上停留6
.

。一 1 1
.

9小时的占64
.

3 肠
.

表 2
.

是台风经过各岛屿前后
,

其强度(风
、

压 )开始衰减时段的频次分布
:

表中时间划分是 以登陆时刻为零点
,

负值表示登陆以前的时间
,

正值表示登陆以后的时

间
.

从表中可 以看到
,

无论对于最大风力或者中心气压
,

在登陆前8
.

9小时到登陆后3小

时的时段里强度开始衰减的台风次数出现了极大值
。

经过三个岛的情况都相同
.

它反映

出多数台风的强度在这一时段内开始受到地形的明显影响
。



表 2 台风过岛前后强度开始衰减时间的次数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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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风最

海南 岛
心压中气

大力最风

吕宋岛
心压中气

考虑到上述台风在岛屿停留的时间和强度开始衰减的时 间
,

为排除 日变化的影响
。

户,

在本文的统计分析中
,

统一用台风绎过岛屿时的2 4小时地面 中心气压变化(△
2 ; P C

)和 最

大风力变化 (△
2 ; V

o . 二

)
,

来表示岛屿地形对台风强度的影响程度
。



4
.

从表 2 中还可以看到
,

有些台风远在登陆 24 小时以前已趋于衰减
.

这可能是 其

它条件所致
,

与岛屿地形影响关系不大
.

值得 注意的是
,

有些台风登陆后 15 小时其强度

才衰减
,

即过岛时并未减弱
.

在过台湾和海南岛的例 子中
,

这种情况只有几次
.

在过吕

宋岛的 台风中
,

这种情况业不少
。

最大风力未减小的22 次
,

中心气压没有填塞的 19 次
,

占过岛台风总次数的24 一28 肠
。

这是需要进一步分析的问题
.

5
.

根据每 6 小时一点的台风路径图和台风强度演变曲线
,

我们逐一计算了台风 经

过各岛屿时中心气压和最大风力的24 小时变量
,

并统计分析了它们与台风本身的强度
,

台风过岛时的移向
、

移速 以及台风过岛所需时间的长短等因素的关系
.

结果发现
,

台风

过岛时强度 (风
、

压 )的24 小时变量与其登陆前 12 小时内的最大强度(风
、

压 )之间有明显

的相关
.

图2
.

A
、

2
.

B和 2
.

C分别给出台风经过台湾省
、

海南岛和吕宋岛时
,

其 中 心 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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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前12 小时内最低中心气压的关系

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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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台风泥过 吕宋岛
”

扣卜合气
犷E八小时变化 与登

陆前12 小时内最低中心气压的关系



压的24 小时变量 (八2 ; P
。

)与其登陆前 12 小时内最低中心气压关系的散布图
.

三个图中点

子的分布都大致表示出
:

过 岛前台风愈强
,

过 岛时其强度衰减愈大
.

图中也给出据此计算

的一元回归直线和相关系数
。

对于台湾省
、

海南岛和吕宋岛
,

这些相关系数分别为
一

0
.

9 0
、

一

0
.

80 和
一

0
.

88
。

这些线性相关关系是有意义的
.

关于台风经过各岛屿时其地面中心附近最大风力的24 小时变化与其登陆前 12 小时内

最大风力关系的散布图
,

特点与上述关于中心气压的情况完全一致
,

只是相关系数略低

些 (图略 )
。

台风过岛时的强度变化与过岛移向
、

移速及过岛时间长短等因素所作的散布

图没有反映出相互之间有明显的关系
.

6
.

从平均地形高度或最高山峰高度来看
,

台湾省最高 (玉山峰高3 9 5 0米 )
,

吕宋岛

次之 (普洛山峰高 2 9 2 8米 )
,

海南岛较低 (五指山峰高 18 6 7米 )
.

但从上述台风经过三个岛

时2 4小时中心气压变化与前论小时内最低中心气压的三条相关回归直线可 以看 出
,

当过

岛前台风强度相同时
,

过岛时24 小时的强度衰减程度是
:

过台湾省的最大
,

过海南岛的

次之
,

过 吕宋岛的相对最小
.

最大风速统计的情况也完全一致(表略 )
.

台湾省地形最高

对台风强度的衰减影响最大
,

这比较容易理解
.

海南岛的高度比吕宋岛低很多
,

而它对

过岛合风强度的衰减影响业不比吕宋岛小
。

我们初步考虑
,

这可能与 岛屿 所 处的地理

环境关系较大
.

即台风经过台湾省和海南岛后
,

一般很快又进入大陆或立即受到大陆影

响
,

而台风穿过 吕宋岛以后
,

又处于宽阔的海洋上
。

表 3 给 出台风从台湾省和海南岛到

达大陆所需时段的频次分布
:

表 3 台风从离开台湾省
、

海南岛再次登陆所需时段的次数分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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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风从台湾省到达大陆多数只需 6 一
’8小时 ; 从海南岛到达大陆多数只需 12 一 2 4小时

。

7
.

根据台风过岛时强度变化 (△2 ; P
。 、

△2 ; V
二 . 、

)与登陆前 12 小时内最大强度关系的

统计
,

一些过岛时有所加强的台风
,

登陆前强度均不太强 (参见图 2
.

八一2
.

C )
:

过台湾省的 2 次 城 > 98 0毫巴 V 。
、

< 30 米 / 秒

过海南岛的 1 次 Pc 二二 9 8。毫巴 v。
二

< 35 米 / 秒

过 吕宋岛的19 次 Pc > 96 0毫巴 V ~
二

< 40 米/ 秒

对于台湾省和海南岛来说
,

这种过岛有所加强的台风只是很少数
;

对于吕宋岛来说
,

这

种现象业非很少数
.

例如
,

以中心气压表示
,

过吕宋岛前P
。

> 98 0毫 巴的台风共 31 次
,

过

岛时△
2
护

。

为负值的 ]6 次
,

占5 1
.

6 肠
;

正值的13 次
,

占4 1
.

9 肠 ;
其它 2 次为 0 值

.

如 以

最大风力表示
,

过吕宋岛前 V
二a 二

< 3 5 /米秒的台风共23 次
,

过岛时△
2 ; V

二 . 二

为正值的13 次
,

占5 6
.

5肠 ; 负值的只 4 次
,

占17
.

4 % ;
其余 6 次为 O 值

.

另外
,

有 5 次台风登陆吕宋岛



前 V
o . 二

< 20 米 / 秒
,

过岛时统统有所加强
。

以上统计结果对于台风强度预报可有一 些 参

考价值
.

同时
,

上述统计事实表明
,

这些大型岛屿对于较强的台风有明显的衰减效应
,

但对

于较弱的台风
,

其衰减效应业不明显
.

8
.

进一步分析发现
,

那些过岛时有所增强的台风
,

除了与过岛前的强度密切相关以

外
,
与其经过岛站的路径也有一定关系

。

过海南岛加强的一次只擦过岛的南端
.

过台湾

加强的两次
,

一次 由东向西经过其南部
; 一次由西南向东北擦过其南端

。

在过吕宋岛加

强的 19 次台风中
,

有 5 次属于擦过岛东北角和北边(18
‘

N 以北 )的路径 ;
其 中包括过岛

前强度较强(P
。

= 96 1毫巴
,

V
二 . ‘

二 39 米 / 秒 )而过岛业未衰减的 7 7 0 4号台风
.

这些情况表

示
,

台风过岛时接近海洋是有利于台风发展的

条件
。

但上面的条件不是充分条件
.

在本文所统

计的例 子中
,

擦过吕宋 岛北边和东北角的台风

共12 次
,

其中尚有 7 次过岛时业未加强
.

原因

可能很多
,

但其中台风本身强度这一条比较
一

肯

定
, 二

即过岛前台风较强时(初步估计
:

P
。

< 9 6 0

毫巴
、

V
二. 二

> 40 米 /秒 )
,

擦过岛屿强度仍然衰

减
.

例如
,

7 3 1 5号 台风过吕宋岛的路径与上述

7 7 0 4号完全相似
,

但其强度较强
,

过岛时明显

衰减
.

图 3 给出这类情况的三次实例
.

6 7 n 号

台风登陆前刚刚达到台风强度
,

过岛前后继续

加强
.

7 7 0 4号和 7 3 15号的情况如上所述
。

根据上述事实
,

我们初步推测
,

当台风发

展到一定强度以后
,

其上
、

下环流及能量结构

的配盖相当严密
,

短暂的岛屿下垫面也足以破

坏其物理平衡机制而使之减弱
.

但当台风弱 于

这一强度时
,

其上
、

下环流之间结 构 业 不 紧

密
,

岛屿下垫面业不影响其发展
.

9
.

初步小结
:

9
.

1 台湾省
、

海南 岛和 吕宋岛三个大型岛

屿对过境 台风的强度变化有明显影响
。

台风过

岛时的强度变化与过岛前台风 的强度有线性相

关关系
.

台风较强时
.

过岛前愈强过岛衰减愈

大
:

台风较弱时
,

有的在过岛前后仍可有所发

展
。

丁

次经过吕宋岛
月 _

边的台
,

的路径

又
、

其强度 (中心
‘

飞门
~ 、

最大风
‘

) )

变 伙情 况 (拼 6 小计一点
,

丈
_

侧

数字为中 心气压 ( 斌
: : )

,

右侧 数字

为最大风速 (米/ 秒 ) )

9
.

2 这些大型岛屿对台风强度 的影响与地形高度有关
,

但并不与地形高度完全成正

比
.

靠近大陆的岛屿如海南岛
,

其地形高度虽低于吕宋岛
,

但它对过境台风的衰减作用

比远离大陆的吕宋 岛要显著一终
.

可 以说沿海大型岛屿对 台风有较大的屏障效应
.

由于



大洋 中岛屿对过境台风的衰减效应相对小些
,

不少较弱的台风过 吕宋岛时强度业不衰减

或甚 至有所加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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