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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我国沿海的台风

孔宁谦

台风是发生在热带海洋上的一种强烈的气旋性风暴，它是影响我国沿海地

区的重大灾害性之一，每年夏秋季节，我国沿海地区都可遭受台风的袭击，台

风登陆和影响时常伴有狂风、暴雨、大浪和海潮，给我国沿海地区造成巨大的

灾害。

例如 1956 年 8月 1日夜间在淅江省象山县沿海地区登陆的一次强台风，登

陆时中心附近地面最低气压只有 923 百帕，最大风速达 55——6O 米／秒，造成

浙江省中部、北部沿海区风力达 12级以上。这次台风大风范围之大、暴风范围

之广是三十多年来未出现过的，许多沿海海堤被冲跨，海水倒灌，房屋倒塌，

船只破坏，为历史上罕见。又如 l973 年 9 月 l4 日凑晨，7314 号强台风袭击海

南岛岛琼海县，海南岛先后有 11个县出现 8——12 级以上大风，琼海县县城几

乎被夷为废圩，20多万间房屋被毁，死伤七千多人，数以万计的橡胶树被吹倒。

北海市也是我国台风灾害影响最严重的地区之一，据历史记载 19O6 年 9 月 20

日一次强台风袭击本市，海面和市区风力达 l2级以上，并造成大海潮，冲跨海

堤，淹没农田，沉船崩屋不计其数，死亡一千多人。l954 年 8月 30 日一次强台

风在湛江登陆后穿过雷州半岛袭击本市，据不完全统计，有 6000 多间房屋被毁，

死伤 165 人，损坏船艇 12l 艘，淹没农田不计其数。

我国按热带气旋中心附近地画最大平均风力(速)大小划分为三大类：

风力小于 8级(即风速小于 17.1 米／秒)的定为热带低压。

风力为 8——l1 级(即风速为 l7.2——32.6 米／秒)的定为台风。

风力大于或等于 12级(即风速大于或等于 32.7 米秒)的定为强台风。

据普查发现全国各沿海省、市、自治区均有台风登陆或影响，始于 5 月而

终于 12 月，其中 7——9 月登陆或影响的次数最多，广东沿海居全国首位，灾

情最重。



下面就西北太平洋台风发生的频数、生成源地、路径，登陆我国沿海时中

心附近地画最大平风速、最低气压、台风暴雨、台风暴潮等进行分析。

一、热带气旋发生的频数

西北太平洋海区，热带气旋各年发生的次数差异较大，不同的海区，不同

的季节发生的次数都不相同。《表一 l》指出 1949——l985 年西北太平洋(包括

南海)热带气旋发生的频数，三十七年中西北太平洋共有 1336 个热带气旋生成，

平均每年有 36.1 个，其中热带低压 296 个，平均每年有 8.0 个；台风 387 个，

平均每年有 lO.5 个；强台风 653 个，平均每年有 l7.6 个。热带气旋生成最多

的一年是 1967 年，该年共生成 53 个，其中热带低压有 13 年，台风有 15 个，

强台风有 25个。

热带气旋生成最少的一年是 1957 年，该年只生成 27个，其中热带低压有 5个；

台风有 4 个；强台风有 18 个。热带低压生成最多的一年是 l970 年，该年共生

成 21个；最少的一年是 1958 年和 l982 年，该年只生成 3 个。台风生成最多的

一年是 1974 年，该年共生成 2l个；最少的一年是 l957 年，该年只生成 4个。

强台风生成最多的一年是 1967 年和 l971 年，该年共生成 25个，最少的一年是

l983 年，该年只生成 9个。

西北太平洋一年四季均有热带气旋发生，但各月发生的频数差异较大，《表

一 2》统讨了 1940——1985 年西北太平洋海区、南海海区台风和强台风发生的

次数和热带低压各月发生的次数。西北太平洋海区(包括南海)共有 lO40 个台风

和强台风生成。夏秋季节(7——10 月)是台风和强台风发生的高频期，此时期生

成的台风和强台风占生成总数的 68％，其中又以 8月份最多，该月平均每年有

5.9 个台风和强台风生成。南海海区有 356 个台风和强台风生成，夏秋季节

7——l0 月）也是南海台风和强台风发生的高频期，此时期生成的台风和强台风

占生成数的 67％，其中以 9 月份最多，该月平均每年有 1.9 个台风和强台风生

成，比西北太平洋海区的高频期晚一个月。三十七年中共有 296 个热带低压生

成，7——9 月是热带低压发生的高频期，这三个月生成的次数约占生成总数的

6l％，其中以 8 月份最多，该月平均每年有 2.2 个生成。由此可见西北太平洋

海区、南海海区台风、强台风和热带低压发生的高频期和低频期是不完全相同



的。

二、登陆和影响我国沿海的台风发源地。

登陆和影响我国沿海的台风有 4个相对集中的生成地带：

1、南海中部和北部海面。

1——4 月这一带很少有台风生成，5月开始逐渐增多，6——9 月生成频数

显著增加，9月最多，10——12 月逐渐偷少。5——9 月生成海区主要集中在15°N

以北的南海北部海面，10——12 月生成海区南移到 15°N 以南的南海中部海面。

2、菲律宾群岛以东和琉球群岛附近海面。

这一带是台风发生的高频海区，1——5 月生成频数较少，6 月逐渐增多，

8——9 月最多，10——12 月逐渐减少，生成区域 6月向北伸展，7——8 月集中

在菲律宾吕宋岛东部到琉球群岛附近海面，9 月南移到吕宋岛东部海面，

10——12 月生成区域继续南移到 l5°N 以南的菲律宾东南部附近海面。

3、马里亚纳群岛附近海面。

这一带海区 1——5 月台风生成的频数很少，6 月逐渐增多，7——10 月最

多，1l——12 月逐渐减少。台风生成区域 6——10 月主要集中在群岛附近海而，

11——12 月生成区域南移到群岛以南海区。

4、马绍尔群岛附近海面。

这一带 1——6 月很少有台风生成，7 月发生的频数逐渐增多，l0月最多，

11 月——12 月逐渐减少。7——8 月台风生成区域集中在群岛附近海面，9——12

月生成区东移到群岛东部海面。

三、登陆和影响我国沿海的台风路径。

据台风资料分析，历史上的台风路径从来没有完全相同的路径。影响台风

路径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但可以从千差万别的台风路径图中，根据历史上出

现的频数，归纳为几条典型的、具有代表性的路径。分析《图—l》至《图—6》

（参考冯佩芝等编著《中国主要气象灾害分析》绘制)，可以看出不同季节．登

陆和影响我国沿海的台风路径是不同的。

据历史资料分析，l——4 月没有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5——6 月我国

长江口以南的沿海地区均有遭受台风袭击和影响的可能，长江口以北的沿海地



区基本不受台风影响。从《图—1》和《图—2》可以看出有一类台风路径

1O——l5°N 之间的洋面西移，穿过菲律宾北部进入南海东部海面后，转向偏西

北方向移动，登陆或影响广东、海南和广西沿海。另一类台风路径 10——l5°N

之间洋面西移，移至菲律宾吕宋岛东部近海时转向西北偏北，登陆或影响福建、

台湾和浙江沿海。从《图—3》、《图—4》和《图—5》可以看出 7——9 月我国

南起海南、广东、广西，北至辽宁的沿海地区均可遭受台风的袭击或影响，台

风主要路径的高频地带集中在 15——25°N 之间的洋面上西移，一部份经吕宋

岛北部或巴士海峡进入南海东部海面，然后向西北或偏西方向移动，登陆或影

响广东、广西和海南沿海地区；另一部份经台湾省附近海面或穿过台湾省，转

向西北偏北进入东海、黄海，登陆或影响福建、台湾及其以北的我国沿海各省。

分析《图—6》可以发现，lO月份台风路径较 7——9 月台风路径有明显的变化，

我国长江口以北的沿海地区均不受台风的袭击和影响，而杭州湾以南的沿海地

区仍有台风袭击和影响的可能，台风路径的高频地带明显南移。台风沿 15°N

附近洋而西移，穿过菲律宾吕宋岛进入南海中部、北部海面，移至西沙岛附近

海面时，一部份继续西移，经海南南部沿海或附近海面，最后登陆越南；另一

部份转向偏北，登陆或影响广东、广西、福建和台湾。11——12 月台风路径高

频地带明显偏南，发生频数明显减小，最多路径的商频带出现在 lO°N 附近洋

面西移，穿过菲律宾进入南海中部，有少数台风登陆或影响海南、广东、福建

和台湾，我国其它沿海地区均不受台风影响。

四、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的热带气旋频数。

登陆我国沿海地区的热带气旋始于 5月、终于 12月，1——4 月没有热带气

旋登陆我国沿海地区。《表—3》统计了 1949——l985 年各月登陆我国沿海的热

带气旋次数，发现 7——9 月登陆的次数最多，约占全年登陆总数的 78％，其中

又以 8月份最多，约占全年登陆总数的 28％。三十七年中：共有 55个热带低压

登陆，平均每年有 1.5 个；共有 98 个台风登陆，平均每年有 2.6 个；共有 l62

个强台风登陆，平均每年有 4.4 个，它是登陆我国沿海的热带气旋中比例最大

的一类，约占热带气旋总数的 51％。《表—4》统计了 l949——l985 年各月登陆

我国沿海各省、市、自治区的热带气旋次数。三十七年中共有 461 次登陆我国



沿海的热带气旋，平均每年有 l2.5 次，其中广东沿海居全国之首，登陆广东沿

海的热带气旋数约占登陆全国沿海的热带气旋总数的 34％，其次海南省沿海，

约占全国沿海登陆总数的 2O％，河北省沿海没有直接登陆的热带气旋，天津市

沿海地区三十七年中仅有一次台风登陆。《表—5》统计了 1949——1985 年登陆

和影响沿海备省、市、自治区的平均次数，分析《表—4》和《表—5》可以看

出：广东沿海每年 5——12 月均一有台风登陆和影响，平均每年有 4.2 次台风

登陆，有 l2.7 次台风影响过程。6——lO 月为广东沿海台风主要活动季节，其

中 7——9 月登陆和影响的次数最多，约占登陆和影响广东的台风总数的 76％，

l2 月只有一次台风登陆广东沿海。

海南省每年 4——12 月均有台风影响，12月至次年 4 月没有台风登陆海南

岛沿海。平均每年有 2.5 次台风登陆，有 8.6 次台风影响过程，仅次于广东沿

海，居全国第二。6——10 月为海南省台风主要活动季节，其中 8——9 月登陆

和影响的次数最多，约占登陆和影响海南省的台风总数的 55％。

广西沿海每年 5——l1 月均有台风登陆和影响，平均每年有 0.6 次台风登

陆，有 4.1 次台风影响过程。6——9 月为广西台风主要活动季节，其中 8 月份

登陆和影响次数最多，约占登陆和影响广西台风总数的 24％，11 月至次年 4 月

没有台风登陆广西沿海。

福建沿海每年 5——l2 月份均有台风登陆和影响，l1月至次年 5 月没有台

风登陆福建沿海，平均每年有 1.8 次台风登陆，有 7.9 次台风影响过程。7——9

月为福建台风主要活动季节，其中 8 月登陆和影响次数最多，约占登陆和影响

福建台风总数的 40％。

台湾每年 5——l2 月均有台风登陆和影响，平均每年有 2.0 次台风登陆，

仅次于广东和海南，居全国第三位。6——9 月为台湾省台风主要活动季节，其

中 9 月登陆和影响的次数最多，约占登陆和影响台湾的台风总数 30％，12 月至

次年 4月和 10 月没有台风登陆台湾省。

浙江省每年 5——11 月均有台风登陆和影响，ll月至次年 4 月和 6 月没有

台风在浙江省沿海地区登陆，平均每年有 0.5 次台风登陆，有 3.7 次台风影响

过程。7—8 月为浙江沿海台风主要活动季节，这两个月登陆和影响的次数最多，



约占登陆和影响浙江省台风总数的 85％。

上海市每年 5——l1 月均有台风影响，而登陆上海市沿海的台风只出现在

7——9 月，平均每年有 0.1 次台风登陆，有 4.9 次台风影响。7 月下旬至 9 月

下旬是上海台风登陆和影响的最多季节，据资料分析，影响上海的台风过程中

有 20％的台风对上海有严重影响，平均每年有 0.91 次。

江苏 7——9 月为台风影响的主要季节，登陆江苏沿海的台风集中在 7——8

月，9 月至次年 6 月均没有台风登陆该省沿海，平均每年有 0.1 次台风登陆，8.2

次台风影响。

山东每年 5——11 月均有台风影响，平均每年有 2.4 次台风影响过程，主

要集中在 7 月中旬至 9 月中旬，这两个月影响的次数占影响山东的台风总数的

87％，其它月份影响次数较少。登陆山东沿海的台风集中在 7——8 月，平均每

年有 0.4 次，9 月至次年 6月均没有台风登陆。

河北和天津沿海是全国沿海省、市、自治区巾台风影响次数最少的一个地

区，从 19 9——l985 年三十七年的台风资料中，只有 7208 号一次台风在天津

溏沽附近登陆，影响河北和天津的台风平均每年只有 0.3 次。

辽宁沿海也是全国沿海受台风影响地区之一，每年 6——9 月是台风影响季

节，其中 7——8 月影响次数最多，约占影响台风总数的 90％，平均每年有 0.3

次台风登陆。有 1.0 次台风影响。

五、地形和海岛对台风的影响。

据台风资料分析，沿海较复杂的地形和较大的岛屿对台风路径、移速和强

度产生较大的影响。台风靠近陆地，受沿海地形的影响产生“陆地效应”，登陆

前 24——48 小时强度加强，移速减慢；登陆前 l2 小时内则相反，强度有所减

弱而移速加快的现象。台风登陆后，离开了海洋的暖水面，陆地摩擦作用加大，

台风强度逐渐减弱，最后埋塞消失。当台风登陆地段有较大的山脉存在，或台

风靠近台湾岛、海南岛时，会使台风环境分裂，在山脉的另一侧或海岛的另一

侧诱生出一个新的中心，出现路经和强度不连续的现象。当台风穿过海南岛进

入北部湾或穿过台湾岛进入西北太平洋海面时，会出现强度加强，移速加快的

现象。



六、台风天气。

台风天气主要包括台风大风、台风暴雨和台风暴潮。

(一)登陆我国沿海的台风最低气压和台风大风。

据 1949——l985 年台风资料分析，西北太平洋台风登陆我国沿海时，地面

中心附近最低气压、最大风速与台风登陆地段和登陆季节有显著的差异。《表—

—6》将 l949——1985 年登陆我国沿海时地两中心附近最低气压进行统计，发

现最低气压值出现在台湾。1962 年 8 月 5日 62O8 号强台风在台湾花莲——宜兰

沿海地区登陆时，中心附近地面最低气压达 920 百帕。其次最低气压出现在浙

江省，l956 年 8 月 1 日强台风登陆浙江象山沿海地区时，中心附近地面低气压

值达 923 百帕。登陆我国沿海的台风，登陆时中心附近地面最低气压 6——9 月

出现在台湾，5月、9月和 11 月出现在海南岛，l0月份出现在浙江省，12月份

出现在广东珠江口附近。《表——7》将 l949——1985 年登陆我国沿海地区的台

风，登陆时地面中心附近最大风力进行统计，发现三十七年中共有461次台风(含

热带低压)登陆我国沿海地区，登陆时沿海地区风力小于或等于 5级的有 52 次，

约占登陆台风总数的 ll％；6——7 级的有 91 次，约占登陆台风总数的 20％；

8——9 级的有 75 次，约占登陆台风总数的 16％；10——l1 级的有 1l4 次，约

占登陆台风总数的 25％；大于或等于 l2 级的有 l29 次，约占登陆台风总数的

28％。由此可见登陆我国沿海地区的台风，有 53％地面中心附近最大平均风力

在 l0级以上。据分析，登陆我国沿海的台风，登陆时中心附近地面最大平均风

速出现在海南省琼海县和浙江省的象山沿海地区，登陆时最大风速达60米／秒，

其次是台湾省的花莲和恒春，台风登陆时最大风速达 55米／秒。台风登陆时大

风范围大小各地差异较大，主要取决于台风本身的强度和结构，登陆地区的地

形，登陆时四周环流场和气压场等，一般情况，台风最强的持续性大风主要出

现在台风中心附近，向外逐渐减小。但也有一些台风例外，一种情况是台风登

陆前风速逐渐加大，最强的持续性大风出现在台风登陆之后的偏南风；另一种

是出现在台风登陆前的偏北风，台风登陆后风速逐渐减小；还有一种秋季常出

现的“空心台风”，当台风外围与南下的冷空气相遇时，造成台风外围气压梯度

特别大；外围风力比台风中心附近风力还要大。



(二)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的台风降雨。

据台风资料分析，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的台风降雨在雨区范围、雨量

强度、降雨持续时间、雨量大小等由于登陆地段不同、地形不同、环流不同、

季节不同都有较大的差异。如 l973 年 9 月 23 日夜间 73l3 号台风在广东珠海县

沿海地区登陆，日降雨最大的地区不在珠海县，而在其东部的惠东县境内，日

降雨量达 547.3 毫米。据分析登陆广东沿海地区的台风有 62％的过程降雨量达

2OO 毫米以上。日降雨量小于 50毫米的台风仪占登陆台风总数的 l2％，据分析

台风降雨及暴雨区的分布除取决于台风本身的强度、范围大小及登陆地段的地

形等特点外，还与台风的移动路径有十分密切的关系。

当台风在海南岛中南部沿海地区登陆，并向西北或偏西方向移动进入北部

湾海面时，台风降雨区可北伸至广西沿海、广东沿海，南可伸到海南岛南部海

面，暴雕区主要集中在台风路径右侧的海南省中部、北部和广东的雷州半岛南

部地区。

当台风登陆广东粤西沿海，并向偏西方向移入广西境内，台风降雨区可南

伸至海南省，北伸至广东和广西内陆地区，暴雨区主要集中在台风路径左侧的

粤西及挂南、桂东地区。

当台风登陆粤东沿海，登陆后向偏西北方向移动时，台风降雨区可伸至闽

南、桂东和海南省北部，暴雨区主要集中在台风路径左右两侧的沿途地区。

当台风在广东中部、东部沿海地区登陆，登陆后向偏东北方向移动时，台

风降雨区范围除广东外可伸至福建和浙江，暴雨区主要集中在台风路径右侧的

粤东和闽南地区。

当台风登陆台湾省，穿过台湾再次在福建沿海地区登陆，登陆后向西北偏

西方向移动时，这类路径的台风降雨区范围较广，北伸至江苏南部，南伸至广

东，暴雨中心集中在台湾及台风路径右侧的闽东、闽北和浙江南部，在内陆的

江西省中部地区也出现暴雨区。

当台风登陆闽北后向西北偏西方向移动时，台风降雨区除福建省外，还可

扩展到浙江、上海、江苏、台湾、粤东地区及台风途径的内陆省。暴雨区主要

集中在台风路径沿途的右侧地区和浙江省中南部地区。



当台风登陆福建后向偏北方向移动时，台风降雨区范围较大，除台风途径

的地区外，还可扩展到浙江、江西、安徽、上海、江苏及山东南部地区。暴雨

区主要集中在台风路径沿途的右侧地区，在台风路径左侧的江西、安徽等地也

出现局部的暴雨区，当台风与中纬度系统相互作用时，暴雨区还可北伸至山东

半岛的南部地区。

当台风在浙江登陆后向西北偏西方向移动时，台风降雨区除浙江省外，还

可扩展到福建上海、江苏、湖北、河南等地。暴雨区主要集中在台风路径左右

两侧地区及上海、江苏等地。

当台风在山东半岛沿海地区登陆或穿过山东半岛再次在辽宁省西部沿海地

区登陆，登陆后向偏北方向移动时，台风降雨区除山东、辽宁外，扩展到江苏、

河南、河北、天津等地。暴雨区主要出现在台风路径的右侧地区。如登陆辽东

半岛东部沿海地区并向偏北方向移动时，主要暴雨区集中在内陆的吉林和黑龙

江东部地区，山东和辽宁暴雨区不明显。

(三)我国沿海的台风暴潮。

台风暴潮是台风带来的一大灾各，其损失往往比台风大风和台风暴雨造成

的灾害还要严重，在台风大风和台风中心很低的气压场影响下，沿岸的海洋水

位和波浪将发生异常变化，特别是台风登陆前后，如台风引起的增水与天文高

潮叠加。就会产生台风暴潮，沿海的海面水位暴涨，巨浪滔夭，以巨大的波浪

能冲击海堤，冲毁堤岸，海水倒灌，淹没村镇、农田、盐田和水产养殖基地，

破坏沿岸及附近的城乡琏筑、交通运输，造成巨大灾害。例如 l969 年 7 月 28

日 6903 号强台风登陆广东惠来县，登陆时台风中心气压达 936 百帕，中心附近

最大风力达 l2级以上，恰好与天文大潮期重叠，造成台风暴潮水位增值达 2.8

米，浪高数米，冲毁海堤，淹没汕头市部份街道和澄海县沿岸村镇，陆地水深

达 l——4 米，许多农田、盐田、水产养殖场被毁，造成巨灾。又如 l986 年 7

月 21 日 8609 号台风登陆广西合浦县，登陆时台风中心地面最低气压 992 百帕，

地面中心附近最大风速 22米／秒，恰好与桂南沿海的天文大潮期重叠，造成合

浦县、北海市、钦州市和防城县沿海地区出现近百年来罕见的特大台风暴潮，

台风暴潮水位比历史上最高潮位高 0.3——O.8 米，冲垮海堤三百多公里，淹没



农田二十多万亩，冲毁盐田和水产养殖田五万亩，打沉和损坏船艇 589 艘，损

坏房屋三万多间，死伤七百多人。

据研究分析，台风暴潮主要是台风中的大风、台风中心很低的气压、大陆

架浅海区和海岸地形等共同作用下产生的。据推算，台风袭击时，海平面气压

下降 1 百帕，海面水位将上升一厘米，当台风越强，中心气压越低，则台风增

水值越大，暴潮影响范围越大。据研究分析，受台风袭击时，台风大风风向与

海岸线垂直，且吹向海岸，其增水作用要比气压场的增水作用大得多，风速越

大，增水值越大。据台风资料分析，如台风增水高潮期与天文潮水高潮期叠加

时，水位显著增高，出现明显的暴潮。如与天文潮水低潮期叠加，增水不明显，

甚至出现减水现象。据统计分析，台风暴潮大多数出现在农历的 6——8 月(公

历 7——9 月)的朔望前后 2——3 天时间，其它时间出现的较少。即使台风强度

和尺度相同，由于台风移动的路径不同，登陆地点不同，海岸附近地形不同，

所引起台风暴潮也有较大的差异，海峡、海湾、河口和宽广的大陆架、浅海区

等地形对台风增水的作用更加显著。

据台风资料普查发现，我国南起海南，广西、广东，北至辽宁的沿海地区

均有台风暴潮出现，其中广东沿海次数最多，灾情最重。

海南省是全国沿海受台风暴潮影响较重的地区之一，琼州海峡沿岸，特别

是海口市附近沿海是该省台凤暴潮影响最严重的地区，据普查这个地区台风过

程最大增水值达 2.49 米，其它沿海地区影响较小。造成海南省产生台风暴潮的

台风路径主要有三条：

l、台风在海南岛东部沿海地区登陆。

2、台风沿海南岛东部近海北上。

3、台风沿海南岛南部近海西移。

受台风影响，海口市吹 NNE 一一 N(n)W 大风时，琼州海峡沿海地区受台风

暴潮影响最大。

广西也是全国沿海受台风暴潮影响较重的地区之一，普查桂南沿海的铁山

港和钦州湾受台风暴潮影响最重，铁山港台风过程最大增水值达 2.33 米，钦州

湾最大增水值达 2.00 米。造成广西沿海产生台风暴潮的台风路径主要有 2条：



l、台风在粤西沿海地区登陆，登陆后继续向偏西方向移动，掠过桂南沿海

地区。

2、台风在雷州半岛或海南岛东北部沿海地区登陆，登陆后向偏西北方向移

动进入北部湾 j 匕部海面，然后再次在桂南沿海地区登陆或在越南 20°N 以北

的沿海地区登陆。

受台风影响桂南沿海地区出现 sW——EsE 大风时，受台风暴潮影响最大。

广东沿海是全国沿海受台风暴潮影响最严重的地区，其中雷州半岛东部沿

海、珠江口和粤东沿海地区受台风暴潮影响最大。

雷州半岛东部沿海是该省受台风暴潮影响最严重的地区之一。据普查这个

地区台风过程最大增水值达 5.94 米。受台风影响，雷州半岛东部沿海地区出现

nE——sE 大风时，台风暴潮影响严重。产生台风暴潮的台风路径主要有：

1、台风在雷州半岛东部沿海地区登陆。

2、台风在海南岛东北部沿海地区登陆。

珠江口沿海地区也是受台风暴潮影响较严重的地区之一，据普查这个地区

台风过程最大增水值达 3.37 米。受台风影响，珠江口附近沿海地区出现

SW——ESE 大风时，台风暴潮影响严重。产生台风暴潮的台风路径主要有：

1、台风在粤东或闽南沿海地区登陆，登陆后继续向偏西方向移动或沿广东

沿海地区西移。

2、台风在珠江口或粤西沿海地区登陆。

粤东和闽南沿海地区也是我国台风暴潮影响较严重的地区之一，据普查这

个地区台风过程最大增水值达 3.48 米。由于台湾海峡的特殊地形影响，该地区

台风暴潮的产生与其它地区有所不同，可分为两大类：

1、台风登陆或影响这个地区，并出现 sw——sE 大风时，产生较严重的暴

潮。

2、台风仍在台湾海峡南部，巴士海峡或台湾近岸，该地区离台风较远，还

未出现大风时产生较大的暴潮，这类台风暴潮主要是由台风中心附近海区传来

的长波激发而产生的。

闽北、浙江、上海和江苏沿海也常受台风暴潮的影响，其中钱塘江口、吴



松口、长江口沿岸地区影响较严重。据普查这个地区产生较大的台风暴潮的台

风路径可分为两大类：

l、台风在华东沿海地区登陆。

2、台风沿华东近海地区北上。

受台风袭击或影响，华东沿海地区出现 nuE——sE 大风时可产生较严重的

暴潮。

山东半岛、渤海湾和辽东半岛沿陈台风暴潮也时有发生，历史上也曾出现

过较严重的灾害，特别是渤海湾南部沿海地区。由于渤海是一个半封闭的南宽

北窄，水深较浅的内海，其台风暴潮出现的类似台湾海峡沿海地区，当台风还

未进入渤海、渤海湾沿海地区还未出现大风时，台风增水长波从海峡外传入湾

内，致使湾内沿海地区出现较大的暴潮。造成渤海湾及山东半岛、辽东半岛沿

海地区出现台风暴潮的台风路径可分为三大类：

1、台风沿东海和黄海中部或沿近海北，穿过山东半岛进入渤海湾。这类路

径的台风可造成山东半岛、辽东半岛和渤海湾沿海地区产生暴潮。

2、台风登陆闽浙沿海地区后继续北上或转向东北，穿过山东半岛进入北黄

海，然后登陆朝鲜北部。这类路径的台风可造成山东半岛、渤海湾西部及南部、

辽东半岛东部沿海地区产生暴潮。

3、台风沿东海北上至黄海，然后转向东北，登陆朝鲜中部或南部。这类路

径的台风可造成山东半岛南部、辽东半岛东部沿海地区产生暴潮，对渤海湾影

响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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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1985 年

表—1 西北太平洋(包括南海)热带气旋生成个数统计

生 成 个 数 生 成 个 数

热带
低压 台风 强台风

热带
低压 台风 强台风

1949 6 12 15 1969 10 8 14

1950 10 17 15 1970 21 15 12

1951 10 5 15 1971 15 11 25

1952 5 10 21 1972 6 8 23

1953 8 9 17 1973 5 11 13

1954 10 8 15 1974 4 21 16

1955 9 8 20 1975 7 8 15

1956 14 5 18 1976 4 8 17

1957 5 4 18 1977 6 11 11

1958 3 11 22 1978 10 15 15

1959 8 7 17 1979 11 11 13

1960 10 8 22 1980 7 19 14

1961 10 13 20 1981 5 14 14

1962 5 8 24 1982 3 8 18

1963 8 5 20 1983 4 14 9

1964 4 13 23 1984 7 12 14

1965 9 13 19 1985 6 12 17

1966 9 11 24 合 计 296 387 653

1967 13 15 25 平 均 8.0 10.5 17.6

1968 9 6 23

1949—1985 年

表—2 逐月各海区热带气旋生成次数统计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合
计

西北太
平洋
（包括
南海）

台风和强台
风生成次数

18 9 18 28 39 70 155 217 190 146 97 53
104
0

累年平均 0.5 0.2 0.5 0.8 1.1 1.9 4.2 5.9 5.1 3.9 2.6 1.4
28.
1

南 海
区 域

台风和强台
风生成次数

1 0 3 6 13 33 58 54 70 57 46 15 356

累年平均 0.0 0 0.1 0.2 0.4 0.9 1.6 1.5 1.9 1.5 1.2 0.4 9.6

热 带
低 压

生成次数 8 5 5 3 7 24 41 82 58 34 17 12 296

累年平均 0.1 0.1 0.1 0.1 0.2 0.6 1.1 2.2 1.6 0.9 0.5 0.3 8.0

合 计 26 14 23 31 46 94 196 299 248 180 114 65
133
6

平 均 0.7 0.4 0.6 0.8 1.2 2.5 5.3 8.1 6.7 4.9 3.1 1.8 6.1

类
别

年
份

类
别

年
份

月 份项 目



1949——1985 年

表—3 逐月登陆我国沿海的热带气旋次数统计

5 6 7 8 9 10 11 12 合计

强台风
登陆次数 7 10 44 32 45 17 6 1 162

累年平均 0.2 0.3 1.2 0.9 1.2 0.3 0.2 0.0 4.4

台风
登陆次数 1 12 25 33 23 2 2 0 98

累年平均 0.0 0.3 0.7 0.9 0.6 0.1 0.1 0 2.6

热 带
低 压

登陆次数 2 8 9 22 12 2 0 0 55

累年平均 0.2 0.2 0.2 0.6 0.3 0.1 0 0 1.5

合计 10 30 78 87 80 21 8 0 315

平均 0.3 0.8 2.1 2.5 2.2 0.6 0.2 0.0 8.5

各月占百分比% 3 10 25 28 25 7 3 0 /

注：同一台风登陆两省区以上，均统计一次登陆台风

1949 年—1985 年

表—6 各月登陆我国沿海的台风中心最低气压

5 6 7 8 9 10 11 12

登陆时最低压百
帕（hpa）

960 965 935 920 925 960 943 998

登陆地区 海南岛 台湾 台湾 台湾
海南岛
台湾

浙江 海南岛 广东

台风个例
1954 年

②
1957 年

⑤
1977 年
7705 号

1962 年
6208 号

1973 年
7314 号
1980 年
8015 号

1961 年
6126 号

1972 年
7220 号

1974 年
7427 号

1949——1985 年

表—4 各月登陆我国沿海的台风（含热带低压）次数统计

5 6 7 8 9 10 11 12 合计 平均

海南 4 12 11 26 25 9 5 0 92 2.5

广西 3 4 4 5 4 1 0 0 21 0.6

广东 4 15 39 43 36 13 5 1 156 4.2

福建 0 1 16 26 21 1 0 0 65 1.8

台湾 2 8 20 19 22 0 3 0 74 2.0

浙江 1 0 8 9 1 1 0 0 20 0.5

上海 0 0 2 0 2 0 0 0 4 0.1

江苏 0 0 1 4 0 0 0 0 5 0.1

山东 0 0 7 6 0 0 0 0 13 0.4

河北 0 0 0 0 0 0 0 0 0 0

月
份项 目

月
份项

目

月
份项

目



天津 0 0 1 0 0 0 0 0 1 0.0

辽宁 0 0 4 5 1 0 0 0 10 0.3

合计 14 40 113 143 112 25 1 1 461 12.5

平均 0.4 1.1 3.1 3.9 3.0 0.7 0.4 0.0 12.5

各月所占
比例（％）

3 9 24 31 24 6 3 0 100 \

表—5 沿海历年平均台风登陆和影响次数统计

海
南

广
西

广东
福
建

台
湾

浙
江

上
海

江
苏

山
东

河
北

天
津

辽
宁

合计

平均登陆
次 数

2.5 0.6 4.2 1.8 2.0 0.5 0.1 0.1 0.4 0 0.0 0.3 12.5

平均影响
次 数

8.6 4.1 12.7 7.9 \ 3.7 4.9 3.2 2.4 0.3 0.3 1.0 \

自
治

区
省项

目



1949 年——1985 年

表—7 登陆我国沿海的台风风力统计表

登 陆 时 台 风 中 心 附 近 最 大 风 力

≤5级 6—7级 8—9 级 10—11 级 ≤12 级 合计

1949 3 3 2 3 3 14

1950 0 7 3 0 0 10

1951 3 3 1 0 2 9

1952 1 7 3 4 3 18

1953 1 3 1 1 7 13

1954 1 3 3 1 2 10

1955 4 2 1 2 2 11

1956 4 2 3 2 5 16

1957 0 2 1 1 3 7

1958 1 2 4 4 2 13

1959 3 0 1 3 5 12

1960 3 3 2 5 5 18

1961 1 6 3 2 10 22

1962 2 1 1 3 8 15

1963 1 3 1 3 5 13

1964 0 2 1 1 5 9

1965 0 3 4 3 4 14

1966 1 2 1 4 4 12

1967 1 3 5 4 4 17

1968 2 0 1 2 3 8

1969 1 0 2 1 3 7

1970 2 3 4 1 1 11

1971 0 1 3 7 7 18

1972 0 2 1 4 2 9

1973 0 3 0 4 5 12

1974 0 1 4 6 3 14

1975 1 3 0 2 6 12

1976 3 2 0 4 2 11

1977 1 4 1 3 2 11

1978 3 1 3 3 1 11

1979 1 1 2 2 1 7

1980 1 1 5 3 4 14

1981 1 5 3 4 2 15

1982 0 1 3 3 1 8

1983 0 2 0 2 3 7

1984 2 2 1 10 1 16

1985 4 2 1 7 3 17

合 计 52 91 75 114 129 561

平 均 1.4 2.5 2.0 3.1 3.5 12.5

项
目年

份



图—1 （5 月）

图—2 （6 月）

图—3 （7 月）



图—4 （8 月）

图—5 （9 月）

图—6 （10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