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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８年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台风活动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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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２０１８年共有 ２９个台风在西北太平洋和南海生成，生成台风个数偏多，南海台风活跃。有 １０
个台风登陆我国，登陆强度整体明显偏弱，但是登陆台风个数明显偏多、登陆时间集中、登陆地段

偏北、北上台风偏多，造成台风降水范围广、暴雨强度大、超警河流多。其中，“安比”、“摩羯”、“温

比亚”一个月内相继在华东地区登陆并深入内陆北上，且登陆后长时间维持热带风暴级强度，给华

东、华北、东北等地区带来大范围强降雨。“艾云尼”移动缓慢，与西南季风环流相结合，给广东等

地区造成长时间的持续强降水。“山竹”是 ２０１８年登陆我国最强台风，其 ７ 级风圈明显偏大，给广
东、香港等地区带来大范围、长时间的强风和强降水。２０１８ 年所有预报时效的路径预报误差较
２０１７年均有所降低，路径预报水平进一步提高，但是强度预报水平仍然没有明显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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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台风是形成于热带海洋大气中强烈的暖性低

压涡旋系统，往往伴随着大风、暴雨和巨浪等现象，

是全球最具有破坏性的自然灾害之一。全球热带

海域每年大约有 ８０个台风生成，其中西北太平洋是
全球台风生成最多的海域，平均每年大约有 ２７个台
风生成，其中有近半数可以影响我国，每年大约有 ７
个台风登陆我国沿海地区［１］，使我国成为受台风影

响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据统计，１９８０—２００４ 年致
灾台风造成我国大陆伤亡人数约 ２４万，直接经济损
失 ４ ０００ 多亿人民币［２］。近年来，随着全球数值模

式和区域模式的发展，我国台风路径预报时效逐步

延长，预报准确率逐步提高［３］，预报的精细化程度

也逐步提升，近 ５ 年（２０１４—２０１８ 年）平均 ２４ ｈ 台
风路径预报误差为 ７２ ｋｍ，在西北太平洋海域处于
国际领先水平（美国联合预报中心和日本近 ５ 年平
均 ２４ ｈ预报误差分别为 ８３ ｋｍ 和 ８２ ｋｍ）。我国作
为世界气象中心（北京）［４］和区域台风预报中心，需

要在未来的工作中提供更加准确和精细化的台风

灾害性天气预报服务，并逐步提升全球台风监测预

报能力。

本文利用 １９４９—２０１７ 年中国气象局台风最佳
路径资料、２０１８年中央气象台台风路径和强度实时
预报资料、常规地面气象观测资料以及 ＦＹ－４Ａ卫星
资料分析了 ２０１８ 年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台风活动的
主要特征，以期为将来的台风预报业务提供一定的

参考依据。

１　 ２０１８年台风活动特征

２０１８年共有 ２９个台风（图 １ａ，表 １）在西北太平
洋和南海海域生成，其中 １０个台风（图 １ｂ）在我国沿
海登陆：１８０４ 号台风“艾云尼”（ＥＷＩＮＩＡＲ）、１８０８ 号
台风“玛莉亚”（ＭＡＲＩＡ）、１８０９ 号台风“山神”（ＳＯＮ－
ＴＩＮＨ）、１８１０ 号台风“安比”（ＡＭＰＩＬ）、１８１２ 号台风
“云雀”（ＪＯＮＧＤＡＲＩ）、１８１４ 号台风“摩羯”（ＹＡＧＩ）、
１８１６ 号台风“贝碧嘉”（ＢＥＢＩＮＣＡ）、１８１８ 号台风
“温比亚”（ＲＵＭＢＩＡ）、１８２２ 号 台 风 “山 竹”

（ＭＡＮＧＫＨＵＴ）和 １８２３号台风“百里嘉”（ＢＡＲＩＪＡＴ）。
其中，１８０４号台风“艾云尼”出现了三次登陆。

图 １　 ２０１８年西北太平洋和南海生成（ａ）及登陆中国（ｂ）的台风路径
Ｆｉｇ．１　 Ｔｒａｃｋｓ ｏｆ ｔｙｐｈｏｏｎｓ 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ｄ ｏｖｅｒ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Ｎｏｒｔｈ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Ｓｅａ （ａ）ａｎｄ ｔｒａｃｋｓ ｏｆ ｔｈｏｓｅ ｔｈａｔ ｍａｄｅ ｌａｎｄｆａｌｌ

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ｃｏａｓｔａｌ ａｒｅａ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ｂ）ｉｎ ２０１８

１．１　 生成和登陆的台风均明显偏多
２０１８年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台风生成总数比多

年平均偏多 ２个（图 ２ａ），登陆台风数比多年平均偏
多 ３个（图 ２ｂ）。２０１８年 １—４月赤道中东太平洋处
于拉尼娜状态，５月逐渐转为厄尔尼诺状态，６—９月
偏冷程度逐渐减弱至略偏暖；西太平洋的海温一直

处于偏暖状态。西太平洋暖池对流活跃、夏季风偏

强，是台风生成数量偏多的主要原因；西太平洋副

热带高压偏强、位置显著偏北、西脊点偏西，是导致

台风生成源地偏北、移动路径偏北、登陆浙沪沿海

个数偏多的主要原因。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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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２０１８年西北太平洋和南海生成台风列表
Ｔａｂｌｅ １　 Ｌｉｓｔ ｏｆ ｔｙｐｈｏｏｎｓ 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ｄ ｏｖｅｒ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Ｎｏｒｔｈ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Ｓｅａ ｉｎ ２０１８

台风编号
台风名称

中文名 英文名
起编时间（ＵＴＣ） 停编时间（ＵＴＣ）

强度极值

气压 ／ ｈＰａ 风速 ／（ｍ·ｓ－１）

１８０１ 布拉万 ＢＯＬＡＶＥＮ １月 ３日 ０３时 １月 ４日 ０６时 １ ０００ １８

１８０２ 三巴 ＳＡＮＢＡ ２月 １１日 ００时 ２月 １５日 ００时 １ ０００ １８

１８０３ 杰拉华 ＪＥＬＡＷＡＴ ３月 ２５日 ０６时 ４月 １日 ０６时 ９３５ ５２

１８０４ 艾云尼 ＥＷＩＮＩＡＲ ６月 ５日 ００时 ６月 ９日 ００时 ９９０ ２０

１８０５ 马力斯 ＭＡＬＩＫＳＩ ６月 ７日 ２１时 ６月 １２日 ００时 ９８０ ３０

１８０６ 格美 ＧＡＥＭＩ ６月 １５日 ２１时 ６月 １６日 １８时 ９９０ ２０

１８０７ 派比安 ＰＲＡＰＩＲＯＯＮ ６月 ２９日 ００时 ７月 ４日 ０９时 ９７０ ３３

１８０８ 玛莉亚 ＭＡＲＩＡ ７月 ４日 １２时 ７月 １１日 １５时 ９２０ ６０

１８０９ 山神 ＳＯＮ－ＴＩＮＨ ７月 １７日 ００时 ７月 １８日 ２１时 ９８３ ２３

１８１０ 安比 ＡＭＰＩＬ ７月 １８日 １２时 ７月 ２４日 １８时 ９８０ ２８

１８１１ 悟空 ＷＵＫＯＮＧ ７月 ２３日 １２时 ７月 ２６日 １２时 ９８０ ３０

１８１２ 云雀 ＪＯＮＧＤＡＲＩ ７月 ２４日 ２１时 ８月 ３日 １５时 ９６０ ４０

１８１３ 珊珊 ＳＨＡＮＳＨＡＮ ８月 ３日 ００时 ８月 １０日 ０６时 ９５５ ４２

１８１４ 摩羯 ＹＡＧＩ ８月 ８日 ０６时 ８月 １４日 ００时 ９８０ ２８

１８１５ 丽琵 ＬＥＥＰＩ ８月 １１日 １５时 ８月 １５日 ００时 ９８２ ２８

１８１６ 贝碧嘉 ＢＥＢＩＮＣＡ ８月 １２日 ０６时 ８月 １７日 １１时 ９８２ ２８

１８１７ 赫克托 ＨＥＣＴＯＲ ８月 １３日 １８时 ８月 １５日 ００时 ９９５ ２０

１８１８ 温比亚 ＲＵＭＢＩＡ ８月 １５日 ０６时 ８月 ２０日 １８时 ９８２ ２５

１８１９ 苏力 ＳＯＵＬＩＫ ８月 １６ 日 ００ 时 ８月 ２４日 １８时 ９４０ ５０

１８２０ 西马仑 ＣＩＭＡＲＯＮ ８月 １８日 １２时 ８月 ２４日 ０９时 ９４５ ４８

１８２１ 飞燕 ＪＥＢＩ ８月 ２８日 ００时 ９月 ５日 ００时 ９０５ ６５

１８２２ 山竹 ＭＡＮＧＫＨＵＴ ９月 ７日 １２时 ９月 １７日 １２时 ９１０ ６５

１８２３ 百里嘉 ＢＡＲＩＪＡＴ ９月 １１日 ００时 ９月 １３日 ０９时 ９８８ ２８

１８２４ 潭美 ＴＲＡＭＩ ９月 ２１日 １２时 １０月 １日 ００时 ９２０ ６０

１８２５ 康妮 ＫＯＮＧ－ＲＥＹ ９月 ２９日 ０６时 １０月 ７日 ００时 ９２０ ６０

１８２６ 玉兔 ＹＵＴＵ １０月 ２２日 ００时 １１月 ３日 ００时 ８９５ ７２

１８２７ 桃芝 ＴＯＲＡＪＩ １１月 １７日 １２时 １１月 １８日 １２时 １ ００２ １８

１８２８ 万宜 ＭＡＮ－ＹＩ １１月 ２０日 １２时 １１月 ２６日 １８时 ９５５ ４２

１８２９ 天兔 ＵＳＡＧＩ １１月 ２２日 １１时 １１月 ２５日 ２１时 ９８５ ３０

图 ２　 ２０１８年逐月与多年（１９４９—２０１８年）逐月平均生成台风频数（ａ）和登陆台风频数（ｂ）
Ｆｉｇ．２　 Ｍｏｎｔｈｌｙ ｎｕｍｂｅｒ （ｒｅｄ ｂａｒ ｆｏｒ ２０１８，ｂｌｕｅ ｂａｒ ｆｏｒ ｍｏｎｔｈｌｙ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ｆｒｏｍ １９４９ ｔｏ ２０１８）ｏｆ ｔｙｐｈｏｏｎ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ａｎｄ ｌａｎｄｅｄ

ｔｙｐｈｏｏｎ（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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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登陆后北上台风偏多、登陆时间集中
２０１８年共有 １０ 个台风 １２ 次登陆我国，其中登

陆广东 ５ 次、上海 ３ 次、海南 ２ 次、浙江 １ 次、福建
１次，无台风登陆台湾，台风登陆地段明显偏北，其
中 ３个台风（“安比”、“云雀”、“温比亚”）登陆上
海，为 １９４９年以来最多的年份（１９４９—２０１７ 年共有
６个台风登陆上海，包括二次登陆，而直接登陆的仅
有 ２个），历史罕见。另外，“安比”、“摩羯”、“温比
亚”这 ３个台风在一个月内相继在华东地区登陆并
深入内陆北上，历史罕见，带来降雨影响区域涉及

华东、华北、东北等地 １７个省份。
台风登陆时间主要集中于盛夏（７—８月），共有

７ 个台风登陆我国沿海地区，占全年登陆台风总数
的 ７０％，与多年同期（３ ７ 个）相比，偏多 ３ ３ 个，偏
多达 ８９％。其中 ８ 月 １２—１７ 日的 ６ 天内“摩羯”、
“贝碧嘉”和“温比亚”先后登陆。

１．３　 登陆台风强度偏弱
２０１８年 １０个登陆台风平均第一次登陆强度为

风速 ２７ ３ ｍ·ｓ－１，较多年平均（３２ ７ ｍ·ｓ－１）明显
偏弱。１８２２号台风“山竹”登陆时达强台风级（风速
４５ ｍ· ｓ－１，中心最低气压 ９５５ ｈＰａ），１８０８ 号台风
“玛莉亚”达强台风级（４２ ｍ·ｓ－１，９６０ ｈＰａ），其余 ８
个为热带风暴或强热带风暴级。

１．４　 生成源地偏北、偏东，南海台风偏多
西北太平洋和南海生成的台风源地一般集中

在三个区域：南海中北部海域、菲律宾以东洋面和

马里亚纳群岛附近［５］。２０１８ 年台风生成源地偏北
（图 ３），平均生成纬度（１７ ７°Ｎ）较多年平均偏北约
１ ６°，仅有 ６个台风在 １５°Ｎ以南生成。生成源地在
１５０°Ｅ以东的台风有 ８个，占总数的 ２７ ６％，比多年

平均（２０ １％）偏多。另外，南海海域有 ７ 个台风生
成，占总数的 ２４ １％，比多年平均值（４ ６ 个和
１６ ９％）明显偏多。

图 ３　 １９４９—２０１８年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台风生成源地密
度分布（等值线，单位：个·π－１Ｒ－２，Ｒ ＝ ２５０ ｋｍ）与
２０１８年台风生成位置（红色台风符号）

Ｆｉｇ．３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ｙｐｈｏｏｎｓ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ｖｅｒ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Ｎｏｒｔｈ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Ｓｅａ ｆｒｏｍ
１９４９ ｔｏ ２０１８ （ｉｓｏｌｉｎｅ，ｕｎｉｔｓ：ｉｎｃｉｄｅｎｔ·π－１ Ｒ－２，
Ｒ＝ ２５０ ｋｍ）ａｎｄ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ｙｐｈｏｏｎｓ ｉｎ
２０１８ （ｒｅｄ ｔｙｐｈｏｏｎ ｓｙｍｂｏｌ）

２　 台风路径与强度业务预报准确率

台风路径的 ２４～ １２０ ｈ 预报误差分别为７２ ｋｍ、
１２４ ｋｍ、１７９ ｋｍ、２６２ ｋｍ 和 ３８８ ｋｍ（图 ４ａ），各预报
时效路径预报误差较 ２０１７年均有所降低；台风强度
的 ２４ ～ １２０ ｈ 预 报 误 差 分 别 为 ３ ７ ｍ·ｓ－１、
５ １ ｍ·ｓ－１、５ ７ ｍ·ｓ－１、７ １ ｍ·ｓ－１和 ７ ２ ｍ·ｓ－１

（图 ４ｂ），预报水平与 ２０１７ 年基本相当。在过去二
三十年中台风路径预报水平有明显提高，但是强度

误差一直没有明显提高［６－７］。

图 ４　 中国气象局台风路径（ａ；单位：ｋｍ）和强度（ｂ；单位：ｍ·ｓ－１）业务预报误差
Ｆｉｇ．４　 Ｔｙｐｈｏｏｎ ｔｒａｃｋ （ａ；ｕｎｉｔｓ：ｋｍ）ａｎｄ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ｆｏｒｅｃａｓｔ ｅｒｒｏｒ （ｂ；ｕｎｉｔｓ：ｍ·ｓ－１）ｏｆ ＣＭ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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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中国的台风雨水情特征

２０１８年共有 １０ 个台风登陆我国，其中 ５ 个登
陆广东西部至海南东部一带、５ 个登陆浙江、福建及
上海一带，尤其第 ４号台风“艾云尼”、第 １８ 号台风
“温比亚”和第 ２２号台风“山竹”对中国的雨水情影
响较大。雨水情主要呈现以下两个特点：

１）降雨范围广，暴雨强度大。台风影响区域
涉及到海南、广东、广西、云南、贵州、湖南、江西、

台湾、福建、浙江、江苏、上海、安徽、湖北、河南、山

东、河北、北京、天津、辽宁、吉林、黑龙江等 ２２ 个
省份。“安比”、“云雀”和“温比亚”在 ２６ ｄ内接连
登陆上海，为 １９４９ 年以来首次。“艾云尼”、“安
比”、“贝碧嘉”及“温比亚”均有持续 ５ ｄ以上的强
降雨影响。受“艾云尼”影响，６ 月 ４—１０ 日，华南
东部南部出现持续 ７ ｄ 的强降水过程，９ 个地市面
雨量超过３００ ｍｍ，累积最大点广东江门螺塘水库
降雨量达８５２ ｍｍ；受“温比亚”影响，江淮、黄淮先
后出现强降雨，过程降雨量在 ２５０ ｍｍ 以上的暴雨
覆盖面积为２ ７ 万 ｋｍ２，山东 ７ 县（市）日雨量突破
历史极值。

２）超警河流多，部分超历史。台风降水共造成
广东、江苏、安徽、山东、江西、黑龙江等 １３ 个省份
２００多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淮河流域沭河发
生 ２０１０ 年以来最大洪水，海河流域潮河发生 １９９８
年以来最大洪水，安徽淮河北岸支流奎河和濉河，

江苏洪泽湖水系新汴河，山东沿海弥河，江西赣江

中游支流蜀水，黑龙江松花江支流呼兰河等 ６ 条河
流发生超历史最高水位的洪水，广东珠海白蕉、广

州中大、东莞大盛、中山横门等 １２ 个潮位站出现超
历史最高 ０ ０４～０ ５６ ｍ的高潮位。

４　 登陆中国的台风概括及影响

４．１　 １８０４号热带风暴“艾云尼”（ＥＷＩＮＩＡＲ）
热带低压于 ６月 ２日 ０６：００ ＵＴＣ在南海西南部

海面生成（图 ５ａ），生成后向偏北方向移动，５ 日
００：００ ＵＴＣ在南海中部海面加强为 １８０４ 号热带风
暴“艾云尼”，之后继续向偏北方向移动。“艾云尼”

在海南岛东北部和广东雷州半岛东部附近海域回

旋打转，于 ５日 ２２：２５ ＵＴＣ 在广东徐闻第一次登陆
（风力 ８ 级，风速 ２０ ｍ· ｓ－１，中心最低气压 ９９５
ｈＰａ），６日 ０６：５０ ＵＴＣ在海南海口第二次登陆（风力
８级，风速 １８ ｍ·ｓ－１，中心最低气压 ９９５ ｈＰａ），６ 日
晚上从海南文昌东北部进入南海北部海面（图 ５ｂ），
向广东省阳江沿海靠近，并于 ７ 日 １２：３０ ＵＴＣ 在广
东阳江第三次登陆（风力 ８级，风速 ２０ ｍ·ｓ－１，中心
最低气压 ９９０ ｈＰａ）；８ 日 ０９：００ ＵＴＣ 在广东肇庆减
弱为热带低压；９ 日 ００：００ ＵＴＣ“艾云尼”在广州停
止编号。

华南地区 ５—６月降水和雨带分布受季风系统
影响［８－１０］，在“艾云尼”和季风共同影响下，６ 月 ５—
９日，海南中北部、广东、湖南南部、江西中南部、福
建西部和北部、浙江南部等地累计降水量超过 １００
ｍｍ（图 ５ｃ），广东中南部、海南岛北部部分地区出现
２５０～４５０ ｍｍ 的降水，广东江门、惠州、汕尾、云浮、
广州等局地降水在 ５００ ～ ７００ ｍｍ，广东汕尾海丰县
最大降水达 ８３５ ｍｍ；累计降水量 １００ ｍｍ、２５０ ｍｍ
以上覆盖面积分别有 ３０ ７ 万 ｋｍ２、６ ６ 万 ｋｍ２；广
东、湖南、海南、江西共有 ８ 个市（县）日降水量突破
当地 ６月极值，广东云浮突破建站以来历史极值。
期间，南海西北部海域、琼州海峡以及海南岛东部

和北部、广东沿海地区、珠江口附近海域或地区出

现 ６～８级风，南海西北部海域、广东西部沿海、珠江
口等部分海域或地区阵风 ９～１０级。

图 ５　 “艾云尼”路径（ａ）、２０１８年 ６月 ６日 ２３时 ＦＹ－４Ａ红外云图（ｂ）和 ６月 ５日 ００时—１０日 ００时降水量（ｃ；单位：ｍｍ）
Ｆｉｇ．５　 Ｔｒａｃｋ （ａ）ｏｆ Ｔｙｐｈｏｏｎ ＥＷＩＮＩＡＲ，ＦＹ－４Ａ ｉｎｆｒａｒｅｄ ｃｌｏｕｄ ｉｍａｇｅｒｙ （ｂ）ａｔ ２３：００ ＵＴＣ ｏｎ ６，ａｎｄ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ｅｄ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ｃ；ｕｎｉｔｓ：ｍｍ）ｆｒｏｍ ００：００ ＵＴＣ ｏｎ ５ ｔｏ ００：００ ＵＴＣ ｏｎ １０ Ｊｕｎｅ ２０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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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降水影响，海南、广东、福建、浙江、江西 ５ 省
３１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超警 ０ ０１ ～ ４ ４５ ｍ，
其中北江上中游发生超警洪水，江西赣江中游支流

蜀水发生超历史极值洪水。

４．２　 １８０８号超强台风“玛莉亚”（ＭＡＲＩＡ）
１８０８号热带风暴“玛莉亚”于 ７ 月 ４ 日 １２：００

ＵＴＣ生成（图 ６ａ），一路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
加强，５日 ２１：００ ＵＴＣ增强为超强台风（图 ６ｂ）。于
１１日 ０１：１０ ＵＴＣ 在福建省连江县黄岐半岛沿海登
陆（风力 １４级，风速 ４２ ｍ·ｓ－１）。１１ 日 １２：００ ＵＴＣ
“玛莉亚”移入江西境内并减弱为热带低压，１１ 日
１５：００ ＵＴＣ中央气象台对其停止编号。

受“玛莉亚”影响，截至 １２ 日，台湾岛中北部、
福建东北部和中部、浙江东南部、江西中部、湖南东

北部等地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部分地区累

计降水量有 ５０～１５０ ｍｍ，浙江温州、福建三明、湖南
长沙局地雨量 ２００ ～ ２５０ ｍｍ，浙江丽水局地降水
３１３ ｍｍ（图 ６ｃ）；福建、浙江和台湾等沿海地区出现
１０～１３级阵风，沿海岛屿 １４ ～ １６ 级，福建霞浦三沙、
福鼎沙埕镇和浙江苍南流岐岙村风力 １７ 级（风速
分别达 ５９ ３ ｍ·ｓ－１、５８ ８ ｍ·ｓ－１和 ５７ ８ ｍ·ｓ－１）。
福州、宁德和温州等沿海地区有 ３～６个时次出现 １２
级以上大风。福建有 ９ 个县（市）极大风速突破有
气象记录以来 ７ 月极值，罗源和宁德城区破历史
极值。

受“玛莉亚”及天文大潮共同影响，浙江温州、

瑞安、鳌江，福建沙埕、头、梅花、白岩潭等 ７ 个潮
位站潮位超警，最大超警幅度 ０ ０１～０ ９３ ｍ，其中沙
埕站（福建福鼎）１１ 日 ０７：１２ ＵＴＣ 出现最高潮位
４ ４０ ｍ，为 １９５６年建站以来最高潮位。

图 ６　 “玛莉亚”路径（ａ）、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８ 日 ０５ 时 ＦＹ－４Ａ 红外云图（ｂ）和 ７ 月 １０ 日 ００ 时—１２ 日 ００ 时累积降水量（ｃ；
单位：ｍｍ）

Ｆｉｇ．６　 Ｔｒａｃｋ （ａ）ｏｆ Ｔｙｐｈｏｏｎ ＭＡＲＩＡ，ＦＹ－４Ａ ｉｎｆｒａｒｅｄ ｃｌｏｕｄ ｉｍａｇｅｒｙ （ｂ）ａｔ ０５：００ ＵＴＣ ｏｎ ８，ａｎｄ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ｅｄ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ｃ；
ｕｎｉｔｓ：ｍｍ）ｆｒｏｍ ００：００ ＵＴＣ ｏｎ １０ ｔｏ ００：００ ＵＴＣ ｏｎ １２ Ｊｕｌｙ ２０１８

４．３　 １８０９号热带风暴“山神”（ＳＯＮ－ＴＩＮＨ）
热带低压于 ７月 １６ 日 ０６：００ ＵＴＣ 在菲律宾东

北部近海生成（图 ７ａ），生成后向偏西方向移动，７
月 １７日 ００：００ ＵＴＣ在南海东北部海面加强为 １８０９
号热带风暴“山神”，之后继续向偏西方向移动，逐

渐向海南岛东部沿海靠近（图 ７ｂ），７ 月 １７ 日 ２０：５０
ＵＴＣ在海南省万宁市万城镇沿海登陆（风力 ９ 级，
风速 ２３ ｍ·ｓ－１，中心最低气压 ９８３ ｈＰａ），之后穿过
海南岛进入北部湾，并于 ７月 １９日凌晨在越南荣市
再次登陆，登陆后其强度迅速减弱，１８日 ２１：００ ＵＴＣ
中央气象台对其停止编号。

受“山神”影响，７月 １７—１９日，海南大部、广东
中西部沿海普降大到暴雨（图 ７ｃ），大于 １００ ｍｍ、
５０ ｍｍ的覆盖面积分别为 ０ ５万 ｋｍ２、３ ８万 ｋｍ２；累
积最大点雨量海南陵水 ２４１ ｍｍ、广西防城港
１５１ ｍｍ、广东珠海斗门 １１４ ｍｍ。受降雨影响，海

南、广东等省部分中小河流出现幅度小于 １ ０ ｍ 的
涨水，均低于警戒水位。

４．４　 １８１０号强热带风暴“安比”（ＡＭＰＩＬ）
１８１０号热带风暴“安比”于 ７ 月 １８ 日 １２：００

ＵＴＣ 生成（图 ８ａ），２０ 日加强为强热带风暴（图
８ｂ），２２日 ０４：３０ ＵＴＣ 在上海崇明岛沿海登陆（风力
１０级，风速 ２８ ｍ·ｓ－１，中心最低气压 ９８２ ｈＰａ），之
后经过江苏、山东、河北、天津、辽宁，于 ２５日凌晨在
内蒙古变性为温带气旋，中央气象台对其停止编

号。“安比”从生成到停编，生命历时近 １５０ ｈ。初
期由热带风暴加强为强热带风暴历时 ３６ ｈ，之后维
持强热带风暴和热带风暴近 １１４ ｈ。登陆后一路北
上并深入到内蒙古东南部，其在陆地上维持的时间

长达 ６２ ｈ，历史少见。
受“安比”影响，２１—２５ 日，华东、京津冀、内蒙

古东部及东北地区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先后出现暴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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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　 “山神”路径（ａ）、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１７ 日 ２３ 时 ＦＹ－４Ａ 红外云图（ｂ）和 ７ 月 １８ 日 ００ 时—１９ 日 ００ 时累积降水量（ｃ；
单位：ｍｍ）

Ｆｉｇ．７　 Ｔｒａｃｋ （ａ）ｏｆ Ｔｙｐｈｏｏｎ ＳＯＮ－ＴＩＮＨ，ＦＹ－４Ａ ｉｎｆｒａｒｅｄ ｃｌｏｕｄ ｉｍａｇｅｒｙ （ｂ）ａｔ ２３：００ ＵＴＣ ｏｎ １７ Ｊｕｌｙ ２０１８，ａｎｄ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ｅｄ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ｃ；ｕｎｉｔｓ：ｍｍ）ｆｒｏｍ ００：００ ＵＴＣ ｏｎ １８ ｔｏ ００：００ ＵＴＣ ｏｎ １９ Ｊｕｌｙ ２０１８

雨或大暴雨（图 ８ｃ），山东日照、天津市区和北部、河
北承德和秦皇岛等地累计降雨量达 ２００ ～ ３００ ｍｍ，
秦皇岛青龙县达 ３２４ ｍｍ；华东沿海及环渤海沿岸出
现 １０～１１级大风，舟山群岛风力有 １２～１３级。

受强降雨影响，浙江、上海、安徽、江苏、山东、

北京、天津、河北、辽宁、吉林、内蒙古、黑龙江等总

计 １２个省（区、市）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天气，累计降雨
量 ５０ ｍｍ以上的面积达 ４０万 ｋｍ２。松花江流域呼兰
河、汤旺河、兴隆河等 １７ 条河流发生超警戒以上洪
水，最大超警幅度 ０ ０１ ～ ２ ０１ ｍ，其中，汤旺河、呼兰
河等 ８条河流发生超保洪水，呼兰河发生超历史极值
洪水。海河流域潮河发生 １９９８年以来最大洪水。

图 ８　 “安比”路径（ａ）、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２０ 日 ２０ 时 ＦＹ－４Ａ 红外云图（ｂ）和 ７ 月 ２１ 日 ００ 时—２５ 日 ００ 时累积降水量（ｃ；
单位：ｍｍ）

Ｆｉｇ．８　 Ｔｒａｃｋ （ａ）ｏｆ Ｔｙｐｈｏｏｎ ＡＭＰＩＬ，ＦＹ－４Ａ ｉｎｆｒａｒｅｄ ｃｌｏｕｄ ｉｍａｇｅｒｙ （ｂ）ａｔ ２０：００ ＵＴＣ ｏｎ ２０，ａｎｄ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ｅｄ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ｃ；ｕｎｉｔｓ：ｍｍ）ｆｒｏｍ ００：００ ＵＴＣ ｏｎ ２１ ｔｏ ００：００ ＵＴＣ ｏｎ ２５ Ｊｕｌｙ ２０１８

４．５　 １８１２号台风“云雀”（ＪＯＮＧＤＡＲＩ）
１８１２号热带风暴“云雀”于 ７ 月 ２４ 日 ２１：００

ＵＴＣ在西北太平洋洋面上生成（图 ９ａ），随后东北行
并不断加强，２６ 日 １２：００ ＵＴＣ 增强为台风，之后逐
渐转向西北方向移动，７月 ２８日 １６：００ ＵＴＣ 在日本
本州岛南部沿海登陆（图 ９ｂ），登陆后“云雀”偏西
转偏南行，再次进入西北太平洋洋面，并在日本西

南部洋面回旋打转，之后，偏西行并逐渐向上海沿

海靠近，８月 ３ 日 ０２：３０ ＵＴＣ 在上海市金山区沿海
登陆（风力 ９ 级，风速 ２３ ｍ· ｓ－１，中心最低气压
９８５ ｈＰａ）。登陆后向西北方向移动，其强度逐渐减
弱，３日 １５：００ ＵＴＣ在江苏境内停止编号。

受“云雀”影响，８月 ２—４日，江南东北部、江淮
中部降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图 ９ｃ），大于 １００
ｍｍ、５０ ｍｍ 的暴雨覆盖面积 ０ ６ 万 ｋｍ２、４ ３ 万
ｋｍ２；累积最大点雨量浙江嘉兴海盐 ２３９ ｍｍ、安徽巢
湖凤凰颈闸 １３６ ｍｍ、江苏南京山头水库 １０７ ｍｍ、上
海枫围 １０３ ｍｍ。

受降雨影响，浙江钱塘江支流新昌江、苕溪支

流!塘、甬江部分支流，江苏太浦河 ５条河流及太湖
杭嘉湖区 １５ 站超警，最大超警幅度 ０ ０５ ～ １ １５ ｍ；
其中，浙江杭嘉湖区有 １０ 站超保，最大超保幅度
０ ２４～０ ６５ ｍ。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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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９　 “云雀”路径（ａ）、２０１８年 ７月 ２８日 ２２时 ＦＹ－４Ａ可见光云图（ｂ）和 ２０１８年 ８月 ２日 ００时—４日 ００时累积降水量（ｃ；
单位：ｍｍ）

Ｆｉｇ．９　 Ｔｒａｃｋ （ａ）ｏｆ Ｔｙｐｈｏｏｎ ＪＯＮＧＤＡＲＩ，ＦＹ－４Ａ ｖｉｓｉｂｌｅ ｃｌｏｕｄ ｉｍａｇｅｒｙ （ｂ）ａｔ ２２：００ ＵＴＣ ｏｎ ２８ Ｊｕｌｙ ２０１８，ａｎｄ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ｅｄ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ｃ；ｕｎｉｔｓ：ｍｍ）ｆｒｏｍ ００：００ ＵＴＣ ｏｎ ２ ｔｏ ００：００ ＵＴＣ ｏｎ ４ 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１８

４．６　 １８１４号强热带风暴“摩羯”（ＹＡＧＩ）
１８１４号热带风暴“摩羯”于 ８ 月 ８ 日 ０６：００

ＵＴＣ在西北太平洋洋面上生成（图 １０ａ），１１ 日夜间
进入东海（图 １０ｂ），１２日 ０９：００ ＵＴＣ 加强为强热带
风暴，１２日 １５：３５ ＵＴＣ 在浙江温岭沿海登陆（风力
１０级，风速 ２８ ｍ·ｓ－１，中心最低气压 ９８０ ｈＰａ），之
后进入安徽，并于 １３ 日 １５：００ ＵＴＣ 减弱为热带低
压，１４日早晨中央气象台对其停止编号。

受“摩羯”影响，１２—１５日，浙江东部和北部、安
徽东北部、江苏西北部、山东中西部、河北南部和东

部等地出现 １００ ～ ２００ ｍｍ 降雨（图 １０ｃ），安徽六安
和安庆、江苏徐州、山东潍坊、河北沧州等地降水量

在 ２５０～ ３８０ ｍｍ 之间，徐州贾汪区达 ４４３ ｍｍ，期间
华东沿海出现 ７～９级阵风。另外，受“摩羯”残留云
系影响，１５日渤海湾及山东北部沿海、河北东部沿
海、辽宁南部沿海等地出现 ７ ～ ９ 级阵风，部分地区
达 １１～１３级。

受降雨影响，浙江椒江支流朱溪，杭嘉湖河网

区，江苏洪泽湖水系濉河，辽东半岛大洋河、碧流河

等 ９ 条中小河流发生超警洪水，最大超警幅度
０ ０１～２ ００ ｍ；华 东 沿 海 有 ２３ 个 潮 位 站 超
警０ １０～０ ８４ ｍ。

４．７　 １８１６号强热带风暴“贝碧嘉”（ＢＥＢＩＮＣＡ）
热带低压于 ８月 ９日 ００：００ ＵＴＣ在海南文昌南

偏东约 ３１０ ｋｍ的南海海面上生成（图 １１ａ），之后于
１０日 ０１：００ ＵＴＣ 在海南省琼海市登陆（风力 ７ 级，
风速 １５ ｍ· ｓ－１，中心最低气压 ９９８ ｈＰａ），１１ 日
０２：３５ ＵＴＣ在广东省阳江市海陵岛再次登陆（风力 ７
级，风速 １５ ｍ·ｓ－１，中心最低气压 ９９８ ｈＰａ）。１２ 日
０６：００ ＵＴＣ，南海热带低压在广东阳江以南近海加
强为 １８１６号热带风暴“贝碧嘉”，之后在广西西部

沿海徘徊，１５日 １３：４０ ＵＴＣ在广东省雷州市沿海第
３次登陆（风力 ９ 级，风速２３ ｍ·ｓ－１，中心最低气压
９８５ ｈＰａ）（图 １１ｂ）；之后向西移动，１６ 日凌晨进入
北部湾，１７ 日早晨在越南沿海登陆，１７ 日下午在老
挝境内减弱为热带低压，中央气象台对其停止编号。

受“贝碧嘉”影响，８月 ９—１６日，广东西南部和
雷州半岛南部、海南岛中北部累计降雨量有

２００～５００ ｍｍ（图 １１ｃ），海南岛北部及广东珠海降水
在 ６００～７００ ｍｍ之间，海南的海口和临高降水量分
别达 ９３４ ｍｍ 和 ９１５ ｍｍ，强降雨时段主要出现在
９—１１日及 １５ 日。另外，广东中西部沿海、广西沿
海、海南岛沿海出现 ７ ～ ９ 级阵风，部分岛屿达
１０～１１级。

受强降雨影响，海南南渡江上游，广东漠阳江，

罗定江，鉴江支流曹江、袂花江，广西左江支流明江

和派连河、沿海大直江，云南泸江支流稼依河等

２６条中小河流发生超警洪水，最大超警幅度
０ ０４～３ ７１ ｍ；广东沿海有 １１ 个潮位站超警，最大
超警幅度 ０ ０３～０ ６５ ｍ。
４．８　 １８１８号强热带风暴“温比亚”（ＲＵＭＢＩＡ）

热带低压于 ８月 １５ 日 ００：００ ＵＴＣ 在西北太平
洋洋面上生成（图 １２ａ），１５ 日 ０６：００ ＵＴＣ 加强为
１８１８号热带风暴“温比亚”，１６ 日 ２０：０５ ＵＴＣ 在上
海浦东新区南部沿海登陆 （风力 ９ 级，风速
２３ ｍ·ｓ－１，中心最低气压 ９８５ ｈＰａ）（图 １２ｂ），１８ 日
下午在河南境内减弱为热带低压，２０ 日凌晨在山东
北部变性为温带气旋，之后进入渤海，２０ 日夜间在
黄海北部海面进一步减弱，２１ 日早晨中央气象台对
其停止编号。“温比亚”从生成到停编，历时超过 ５
ｄ，期间仅在登陆前维持强热带风暴级别 ７ 个小时，
其余时段强度均维持在热带风暴或热带低压。“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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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０　 “摩羯”路径（ａ）、２０１８年 ８月 １１日 ２２时 ＦＹ－４Ａ可见光云图（ｂ）和 ８月 １２日 ００时—１５日 ００时累积降水量（ｃ；单
位：ｍｍ）

Ｆｉｇ．１０　 Ｔｒａｃｋ （ａ）ｏｆ Ｔｙｐｈｏｏｎ ＹＡＧＩ，ＦＹ－４Ａ ｖｉｓｉｂｌｅ ｃｌｏｕｄ ｉｍａｇｅｒｙ （ｂ）ａｔ ２２：００ ＵＴＣ ｏｎ １１，ａｎｄ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ｅｄ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ｃ；
ｕｎｉｔｓ：ｍｍ）ｆｒｏｍ ００：００ ＵＴＣ ｏｎ １２ ｔｏ ００：００ ＵＴＣ ｏｎ １５ 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１８

图 １１　 “贝碧嘉”路径（ａ）、２０１８年 ８月 １５日 ２３时 ＦＹ－４Ａ 红外云图（ｂ）和 ８ 月 ９ 日 ００ 时—１６ 日 ００ 时累积降水量（ｃ；单
位：ｍｍ）

Ｆｉｇ．１１　 Ｔｒａｃｋ （ａ）ｏｆ Ｔｙｐｈｏｏｎ ＢＥＢＩＮＣＡ，ＦＹ－４Ａ ｉｎｆｒａｒｅｄ ｃｌｏｕｄ ｉｍａｇｅｒｙ （ｂ）ａｔ ２３：００ ＵＴＣ ｏｎ １５，ａｎｄ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ｅｄ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ｃ；ｕｎｉｔｓ：ｍｍ）ｆｒｏｍ ００：００ ＵＴＣ ｏｎ ９ ｔｏ ００：００ ＵＴＣ ｏｎ １６ 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１８

比亚”从 １７日 ０４时登陆到 ２０ 日 ０５ 时前后在山东
北部进入渤海，在陆地上维持时间长达 ７３ ｈ，历史
少见。

　 　 受“温比亚”影响，１６—２１ 日，浙江北部、上海、
江苏、安徽、河南、山东以及辽宁东部、吉林东南部

等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河南东部、苏皖北部、山东

中西部及辽宁大连等地出现特大暴雨；河南商丘和

周口、山东济宁、泰安、淄博、临沂、潍坊、东营以及

安徽宿州和淮北、江苏徐州、辽宁大连等地累计降

雨量 ３００～４８０ ｍｍ（图 １２ｃ），河南商丘柘城最大降雨
量达 ５５４ ｍｍ；沪浙及苏皖南部的降雨主要出现在
１６日夜间至 １７ 日，豫鲁和苏皖北部等地的降雨主
要出现在 １８—１９ 日，吉辽等地降雨出现在 ２０—２１
日。期间，浙江舟山群岛、江苏东部沿海、山东半岛

沿海、辽东半岛沿海及附近岛屿出现 １０ ～ １２ 级大
风。另外，１８日傍晚江苏徐州铜山区三堡镇出现两
次龙卷风。

受强降雨影响，浙江、江苏、安徽、山东、辽宁、

吉林等 ６省有 ３２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其中 ７
条河流发生超保洪水，安徽淮河北岸支流奎河和濉

河，江苏洪泽湖水系新汴河，山东沿海弥河等 ４条河
流发生超历史极值洪水；淮河流域沭河发生 ２０１８ 年
第 １ 号洪水，为 ２０１０ 年以来最大；太湖周边及杭嘉
湖河网区共计有 ３６ 个站水位超警，最大超警幅度
０ ０２～０ ５８ ｍ，其中 ６站超保 ０ ０１～０ １７ ｍ。
４．９　 １８２２号超强台风“山竹”（ＭＡＮＧＫＨＵＴ）

１８２２号热带风暴“山竹”于 ９ 月 ７ 日 １２：００
ＵＴＣ在西太平洋生成（图 １３ａ），随后一路西行并不
断加强，１１ 日 ００：００ ＵＴＣ 增强为超强台风，中心附
近最大风速 １７ 级以上（６５ ｍ·ｓ－１），１５ 日凌晨在菲
律宾吕宋岛东北部沿海登陆（图 １３ｂ），之后，“山
竹”进入南海东北部海面，并向西北方向移动，逐渐

向广东西部沿海靠近，１６日 ０９：００ ＵＴＣ 在广东省江
门市台山沿海登陆（风力 １４ 级，风速 ４５ ｍ·ｓ－１，中
心最低气压 ９５５ ｈＰａ）；登陆后其强度逐渐减弱，并
继续向西北行进入广西，１７日 １２：００ ＵＴＣ 在广西境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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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２　 “温比亚”路径（ａ）、２０１８年 ８月 １６日 ２３时 ＦＹ－４Ａ红外云图（ｂ）和 ８月 １６日 ００时—２１日 ００时累积降水量（ｃ；单
位：ｍｍ）

Ｆｉｇ．１２　 Ｔｒａｃｋ （ａ）ｏｆ Ｔｙｐｈｏｏｎ ＲＵＭＢＩＡ，ＦＹ－４Ａ ｉｎｆｒａｒｅｄ ｃｌｏｕｄ ｉｍａｇｅｒｙ （ｂ）ａｔ ２３：００ ＵＴＣ ｏｎ １６，ａｎｄ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ｅｄ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ｃ；ｕｎｉｔｓ：ｍｍ）ｆｒｏｍ ００：００ ＵＴＣ ｏｎ １６ ｔｏ ００：００ ＵＴＣ ｏｎ ２１ 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１８

内停止编号。“山竹”是 ２０１８ 年登陆我国最强
台风。

图 １３　 “山竹”路径（ａ）、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１５ 日 ０６ 时 ＦＹ－４Ａ 红外云图（ｂ）、９ 月 １６ 日 ００ 时—１８ 日 ００ 时累积降水量（ｃ；
单位：ｍｍ）和 ９月 １６日 ００时—１７日 ０６时最大阵风风力（ｄ）

Ｆｉｇ．１３　 Ｔｒａｃｋ （ａ）ｏｆ Ｔｙｐｈｏｏｎ ＭＡＮＧＫＨＵＴ，ＦＹ－４Ａ ｉｎｆｒａｒｅｄ ｃｌｏｕｄ ｉｍａｇｅｒｙ （ｂ）ａｔ ０６：００ ＵＴＣ ｏｎ １５，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ｅｄ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ｃ；ｕｎｉｔｓ：ｍｍ）ｆｒｏｍ ００：００ ＵＴＣ ｏｎ １６ ｔｏ ００：００ ＵＴＣ ｏｎ １８，ａｎｄ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ｇｕｓｔ （ｄ）ｆｒｏｍ ００：００ ＵＴＣ ｏｎ １６ ｔｏ ０６：００
ＵＴＣ ｏｎ １７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８

受“山竹”影响，１６—１８日，广东中西部、广西中
部、海南岛北部、贵州东南部及江苏东南部、浙江北

部和东部、福建东北部等地累计降水量 １００ ～ ２８０
ｍｍ（图 １３ｃ），广东茂名、阳江、云浮、江门、深圳、惠
州及海南临高、广西河池和来宾等地出现 ３００ ～ ４９７
ｍｍ的降水。台湾东部部分地区累计降水量 ３００ ～
６５０ ｍｍ，屏东局地降水量超过 １ ５００ ｍｍ。另外，１６

日下午至夜间，广东惠州到阳江一带沿海地区出现

１～２ ｍ 的风暴增水，珠江口附近增水达 ２ ～ ３ ４ ｍ。
１６日白天至夜间，广东中南部和沿海大部地区、广
西中东部、福建东部和南部最大阵风有 ８～１１ 级（图
１３ｄ），广东珠江口和中部沿海地区、广西玉林等地
的部分地区有 １２～１３级，江门、中山、珠海、深圳、惠
州、汕尾及香港、澳门等局地风力 １４ ～ １７ 级，惠州沱
泞列岛达 ６２ ８ ｍ·ｓ－１（１７级以上）。

受强降雨影响，广东、广西、江苏、浙江、福建 ５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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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 ８９ 条中小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超警幅度
０ ０１～３ ３９ ｍ，其中太湖周边及杭嘉湖区 ９ 站超保，
广东漠阳江发生超 ３０ ａ 一遇大洪水；广东沿海 ２４
个潮位站超警 ０ ０９～１ ７８ ｍ，其中珠海白蕉、广州中
大、东 莞 大 盛、中 山 横 门 等 １２ 站 超 历 史 最
高０ ０４～０ ５６ ｍ。
４．１０　 １８２３号强热带风暴“百里嘉”（ＢＡＲＩＪＡＴ）

热带低压于 ９月 １０ 日 ００：００ ＵＴＣ 在巴士海峡
生成（图 １４ａ），生成后向偏西方向移动，９ 月 １１ 日
００：００ ＵＴＣ 在南海东北部海面加强为 １８２３ 号热带
风暴“百里嘉”（图 １４ｂ），之后继续向偏西方向移

动，逐渐向广东西部沿海靠近，９月 １２日 ２１：００ ＵＴＣ
在广东西部近海加强为强热带风暴，并于 ９月 １３ 日
００：３０ ＵＴＣ在广东省湛江市沿海登陆（风力 ９ 级，风
速 ２３ ｍ·ｓ－１），登陆后其强度迅速减弱，９ 月 １３ 日
０９：００ ＵＴＣ中央气象台对其停止编号。

受“百里嘉”影响，９ 月 １２—１３ 日，广东中西部
沿海、广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降水量为 １０ ～ ３０
ｍｍ（图 １４ｂ），其中广东江门阳江部分地区降水在
４０～６０ ｍｍ之间，累积最大点广东江门果仔园水库
出现 １２１ ｍｍ 的降水。受降雨影响，个别中小河流
出现了 １ ｍ以内的涨水，但没有超过警戒水位。

图 １４　 “百里嘉”路径（ａ）、２０１８年 ９月 １０日 ２３时 ＦＹ－４Ａ红外云图（ｂ）和 ９月 １２日 ０６时—１３日 １２时累积降水量（ｃ；单
位：ｍｍ）

Ｆｉｇ．１４　 Ｔｒａｃｋ （ａ）ｏｆ Ｔｙｐｈｏｏｎ ＢＡＲＩＪＡＴ，ＦＹ－４Ａ ｉｎｆｒａｒｅｄ ｃｌｏｕｄ ｉｍａｇｅｒｙ （ｂ）ａｔ ２３：００ ＵＴＣ ｏｎ １０，ａｎｄ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ｅｄ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ｃ；ｕｎｉｔｓ：ｍｍ）ｆｒｏｍ ０６：００ ＵＴＣ ｏｎ １２ ｔｏ １２：００ ＵＴＣ ｏｎ １３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８

５　 灾害评估

２０１８年登陆中国的台风累计造成 ２２ 个省（自
治区、直辖市）３ １９７ ２ 万人次受灾，８０ 人死亡，３ 人
失踪，３６１ ３万人紧急转移安置；２ ６万间房屋倒塌，
４ ４万间房屋严重损坏，１６ ２万间一般损坏；直接经
济损失 ６７１ 亿元（表 ２）。２０１８ 年台风灾情较 ２０１７
年显著偏重，死亡失踪人口和紧急转移安置人口分

别增加 １倍和 ５倍。其中，第 １８号台风“温比亚”造
成的人员伤亡最重，共计造成 ５２ 人死亡，１ 人失踪，
死亡原因以溺水为主；第 ２２ 号台风“山竹”登陆强
度最强，共计造成广东、广西、海南等地百万余人紧

急转移安置。

６　 结论

利用常规地面观测资料、中国气象局台风最佳

路径资料、中央气象台台风路径强度实时预报资料

以及 ＦＹ－４Ａ卫星资料对 ２０１８年西北太平洋和南海

台风活动特点进行分析，主要得出以下结论：

１）２０１８年西北太平洋和南海生成及登陆我国
的台风均偏多，西太平洋暖池偏暖和夏季风偏强是

台风生成数量偏多的主要原因；西太平洋副热带高

压偏强、位置显著偏北、西脊点偏西是导致台风生

成源地偏北、登陆地段偏北、登陆浙沪沿海个数偏

多的主要原因。特别是有 ３ 个台风登陆上海，历史
罕见。

２）２０１８年登陆我国台风平均强度明显偏弱、登
陆时间集中。

３）登陆台风偏多、登陆地段偏北、北上台风偏
多等，导致了 ２０１８年台风降水范围广、暴雨强度大、
超警河流多。

４）２０１８年台风业务预报 ２４～１２０ ｈ 路径预报误
差较 ２０１７ 年均有所降低，路径预报水平进一步提
高。但是，强度预报水平与 ２０１７ 年水平相当，没有
明显的进步。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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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２０１８年台风影响及灾害情况
Ｔａｂｌｅ ２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ｙｐｈｏｏｎｓ ａｎｄ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２０１８

台风名称及编号 登陆地点 登陆时间（ＵＴＣ）
登陆时中心附近

最大风力（风速）

受灾人口 ／

万人次

死亡失踪

人口 ／人

直接经济

损失 ／亿元

艾云尼（１８０４）



广东徐闻

海南海口

广东阳江



６月 ５日 ２２：２５

６月 ６日 ０６：５０

６月 ７日 １２：３０


８级（２０ ｍ·ｓ－１）

８级（１８ ｍ·ｓ－１）

８级（２３ ｍ·ｓ－１）


１９４ ７



１３



５１ ９

玛莉亚（１８０８） 福建连江 ７月 １１日 ０１：１０ １４级（４２ ｍ·ｓ－１） １４２ ４ １ ４１ ６

山神（１８０９） 海南万宁 ７月 １７日 ２０：５０ ９级（２３ ｍ·ｓ－１） ２７ ５ ０ ２ ４

安比（１８１０） 上海崇明 ７月 ２２日 ０４：３０ １０级（２８ ｍ·ｓ－１） ２３３ ４ １ １６ ３

云雀（１８１２） 上海金山 ８月 ３日 ０２：３０ ９级（２３ ｍ·ｓ－１） ３３ １ ０ ４ ２

摩羯（１８１４） 浙江温岭 ８月 １２日 １５：３５ １０级（２８ ｍ·ｓ－１） ２３７ ３ ３ ２５ １

贝碧嘉（１８１６） 广东雷州 ８月 １５日 １３：４０ ９级（２３ ｍ·ｓ－１） ５８ ２ ６ ２３ １

温比亚（１８１８） 上海浦东 ８月 １６日 ２０：０５ ９级（２３ ｍ·ｓ－１） １ ８００ ２ ５３ ３６９ １

山竹（１８２２） 广东台山 ９月 １６日 ０９：００ １４级（４５ ｍ·ｓ－１） ４６４ １ ６ １３６ ８

百里嘉（１８２３） 广东湛江 ９月 １３日 ００：３０ １０级（２５ ｍ·ｓ－１） ６ ３ ０ ０ ５

总计 ３ １９７ ２ ８３ ６７１ ０

　 　 ５）“艾云尼”生成后移速缓慢，两天内在广东徐
闻、海南海口和广东阳江三次登陆，并与西南季风

相结合，水汽输送充足，是导致降水持续时间长、强

度大的重要原因。

６）“安比”、“摩羯”、“温比亚”这 ３ 个台风在一
个月内相继在华东地区登陆并深入内陆北上，且登

陆后能够长时间维持热带风暴级强度，是 ２０１８ 年台
风给华东、华北、东北等地 １７ 个省份带来大范围强
降雨的重要原因。

７）“山竹”是 ２０１８ 年登陆我国的最强台风，给
广东、香港、澳门、海南岛北部、广西等地区带来了

强风和强降水。

参考文献：

［１］　 薛建军，李佳英，张立生，等．我国台风灾害特征及风险
防范策略［Ｊ］．气象与减灾研究，２０１２，３５（１）：５９６４．

［２］　 陈联寿，端义宏，宋丽莉，等．台风预报及其灾害［Ｍ］．
北京：气象出版社，２０１２：３７０．

［３］　 ＤＵＡＮ Ｙ Ｈ．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ｓｔａｔｕｓ ａｎｄ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ｏｆ ｔｙｐｈｏｏｎ
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ｗａｒｎ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Ｊ ］．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１４，１２（４）：４８５０．
［４］　 周庆亮．世界气象中心的设置、认定与履职简析［Ｊ］．气

象科技进展，２０１８，８（４）：１２９１３１．
［５］　 王"，钱传海，张玲．２０１７ 年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台风活

动概述［Ｊ］．海洋气象学报，２０１８，３８（２）：１１１．
［６］　 许映龙，张玲，高拴柱．我国台风预报业务的现状及思

考［Ｊ］．气象，２０１０，３６（７）：４３４９．
［７］　 高拴柱，董林，许映龙，等． ２０１６ 年西北太平洋台风活

动特征和预报难点分析［Ｊ］．气象，２０１８，４４（２）：
２８４２９３．

［８］　 ＣＨＥＮ Ｔ Ｃ，ＹＥＮ Ｍ Ｃ，ＷＥＮＧ Ｓ Ｐ．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ｓｕｍｍｅｒ ｍｏｎｓｏｏｎｓ ｉｎ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Ｓｅａ：Ｉｎｔｒａｓｅａｓｏｎａｌ ｍｏｎｓｏｏｎ ｍｏｄｅｓ［Ｊ］．Ｊ Ａｔｍｏｓ Ｓｃｉ，２０００，
５７（９）：１３７３１３９２．

［９］　 ＭＡＯ Ｊ Ｙ，ＣＨＡＮ Ｊ Ｃ Ｌ． Ｉｎｔｒａｓｅａｏｎａｌ ｖａｒ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ｓｅａ ｓｕｍｍｅｒ ｍｏｎｓｏｏｎ［Ｊ］． Ｊ Ｃｌｉｍａｔｅ，２００５，
１８（１３）：２３８８２４０２．

［１０］ＤＩＮＧ Ｚ Ｙ，ＬＩＵ Ｃ Ｈ，ＣＨＡＮＧ Ｙ，ｅｔ ａｌ．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ｄｏｕｂｌｅ
ｒａｉｎ ｂａｎｄｓ ｉｎ ａ ｐｅｒｓｉｓｔｅｎｔ ｒａｉｎｓｔｏｒｍ ｏｖｅｒ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Ｊ］．
Ｊ Ｔｒｏｐ Ｍｅｔｅｏｒ，２０１０，１６（４）：３８０３８９．

２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