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预测意见

¬	 预计2024年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域热带风暴（TS）及以上的生成频数偏少（约为22–24个），强
台风（STY）及以上的频数正常偏少，登陆我国TS频数接近常年（约为6–8个）。

¬	 预计2024年影响我国及华南区域的热带气旋（TC）频数正常偏多（分别为13	—15个，9—11个）
，华东区域（9—11个）和上海（2个左右）的TC频数接近常年。预计本年度夏季副热带高压偏
强，夏末秋初副热带高压有所减弱东退，需注意秋台的影响。

二. 预测依据

1.  2024年迄今为止热带气旋的活动

如图	1所示，5月下旬，菲律宾和南海北部分别生成了一个热带气旋：2401号台风艾云尼和2402
号热带风暴马力斯，较之常年（1	—5月气候均值为5.5个）生成频数偏少且生成时段主要集中在5
月下旬，这是因为前期南海至菲律宾海一带对流活动受到抑制（参见《台风活动专报》2024年第
1期），而5月下旬MJO信号在海洋大陆一带加强，南海及菲律宾群岛北部为OLR负异常区（图	2）
，对流活动活跃，为热带气旋生成提供了有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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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 华南 华东 上海

1991-2020年
均值±标准差 25±4.5		 9.5±3.6 7±1.9 13.0±3.6 9.0±3.5 9.5±3.3 2.0±1.5

2024年（3月预
测意见） 22–24 偏少 6–8 13–15 9–10 8–10 ~2

2024年（6月补
充预测） 22–24 正常偏少 6–8 13–15 9–11 9–11 ~2

表 1. 2024年热带气旋活动预测意见

图 1. 2024年5月26日生成的2401号台风艾云尼和5月31日生成的热带风暴马力斯的路径 
（左图）和2024年迄今为止逐月热带气旋生成频数与气候均值对比（右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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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海气系统状况及未来演变趋势

根据最近的海温监测，2023/24年El	Niño事件已经于2024年5月结束，热带太平洋重回ENSO中性状态（图	3）。相较于2023/24年
冬季，2024年春季热带太平洋及印度洋大部、大西洋大部海区的海温正距平减弱，赤道东太平洋开始出现海温负距平（图	3）；外逸
长波辐射（OLR）主要的负距平区出现在赤道印度洋及阿拉伯海和海洋大陆一带（图	4）；但在南海南部到菲律宾海一带仍受OLR
正距平控制，南海及中南半岛一带海平面气压为负距平，而菲律宾海一带仍为正距平，850hPa流场南海上空为异常气旋性环流和
异常反气旋性环流交接处，而菲律宾海及我国东部沿海（除长三角附近地区以外）则为异常反气旋性环流控制（图	4），表明开阔洋
面上热带气旋生成区域大尺度环流为不利条件。

图 2. 2024年5月23  —6月1日外逸长波辐射(OLR)异常分布

图 3. Nino3.4海温指数的演变（左图），2023/24年春季（3—5月，MAM）海表温度距平分布（右图）

图 4. 2023/24年春季外逸长波辐射（OLR）距平（左上图）、 
海平面气压（SLP）距平（右上图）和 
850hPa异常流场分布（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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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各大气候中心3月份的预测认为未来ENSO系统演变为La	Niña状态的概率较大，多数预测认为La	Niña状态将于夏季开始，但也
少数预测认为La	Niña状态将于秋冬季开始（参见《台风活动专报》2024年第1期）；最新的预测结果对ENSO系统未来演变趋势的预测
与3月份基本一致，仍然认为后期很大概率将转变为La	Niña状态；但是对于何时转变为La	Niña状态，一部分维持了将于夏季开始的预
测，另一部分则有所推迟（图略），综合各家预测的结果，夏末秋初转变为La	Niña状态的概率较大。

动力模式最新预测的夏秋季节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偏强，与3月份的结果较为一致，异常高度距平向东退出我国南海及菲律宾以东海
域的时间有所延迟，这说明作为热带气旋主汛期的夏末秋初时节，热带气旋的活动仍可能受到异常副热带高压的影响。因此，从海气
系统演变的影响来看，2024年西北太平洋及南海海域热带气旋生成频数可能偏少。

用2023年6月	—2024年5月四个Niño区指数进行相似分析，得到与前期海温变化相似的年份为1958、1973、1988、2010和2016
年，2010年取代了3月份得到的相似年1998年（参见《台风活动专报》2024年第1期）。这几年的Nino3.4区指数变化趋势如图	5所
示，ENSO演变趋势和热带气旋活动如表2所示。由表	2可见，	2010年是El	Niño结束后La	Niña开始最早的一个相似年，全年TS生成频
数仅14个（与1998年同），STY生成频数5个（比1998年多2个），登陆TS频数7个（比1998年多1个），影响我国及华南和华东区域的频
数正常，影响上海附近地区频数4个。2010年从夏季一直到秋季，西北太平热带海域及我国东南沿海均受反气旋异常环流控制，但秋季
我国南部省份及其近海上空有异常气旋性环流（图略），其夏季异常环流与1998年较为相似，而秋季与1998年我国东南沿海出现异常
气旋性环流相比有所差异。因此，总体而言，1973、1988和2010年合成的夏秋季环流与3月份1973、1988和1998年的合成很相似，也与
CFSv2动力模式预测的环流演变较相似。

图 5. 相似年（1958、1973、1988、2010和2016）Nino3.4区海温指数的演变趋势

EN演变 相似年 EN结束 后期LN TS生成 STY TS登陆 影响全国 影响华南 影响华东 影响上海

转NE 1958 5月结束 次年7月开始 33 17 7 12 11 7 2

转LN

1973 3月结束 5月开始 24 5 9 17 14 10 0

1988 2月结束 4月开始 26 7 6 14 11 8 1

2010 4月结束 6月开始 14 5 7 13 9 10 4

5月结束 8—12月 26 12 8 16 12 10 4

TC活动的气候均值±标准差： 25±4.5 9.5±3.6 7±1.9 13.0±3.6 9.0±3.5 9.5±3.3 2.0±1.5

表 2. ENSO相似年热带气旋活动统计(EN：El Niño，LN：La Niña，NE：中性状态)



P. 4      | 		西北太平洋及南海海域	─	热带气旋活动气候预测	─	2024 年 8 月

3. 客观方法和区域模式预报结果

3.1 统计模型确定性预测
客观方法预报采用了两种思路，一种是基于时间序列自身的规律用均生函数法进行预报，另一种思路是选取与预测对象相关较好
的海气环境场建立的回归模型，前者维持3月预测的结果（参见《台风活动专报》2024年第1期），回归模型则使用了春季的预测因
子，结果如表	3所示。回归模型预测的TS生成和登陆频数均较3月份的预测有所增加；预测的影响全国及华南和华东区域的TC频
数也比3月份的预测有所增加。总的来说，2024年TS生成频数正常偏少，TS登陆频数接近常年；2024年影响全国及华南和华东区
域的TC频数均较常年偏多，影响上海附近地区的TC频数趋于正常。

3.2 混合动力—统计预测
利用NCEP/CFS预测的2024年春夏季海温距平、垂直切变、低层涡度等数据和基于关键区因子与TS活动的关系构建统计模型进行
混合动力－统计预测。基于CFSv2于4月、5月和6月起报的样本，集成得到TS生成频数和STY频数的确定性预测及概率预测结果。
确定性预测结果如表	4所示：预计2024年TS生成年频数较常年偏少，STY年频数正常偏少。模型的概率预测结果（图	6）也得到类
似的结果：TS生成频数偏少的概率大，STY频数正常概率大。

 起报月份

             2024年预测
4月 5月 6月 1991-2020年

均值±标准差

TS频数
年频数 14.0 15.4 17.4 25±4.5

7-12月频数 12.0 13.4 15.4 21±4.3

STY频数
年频数 2.4 8.4 8.7 9.5±3.5

7-12月频数 2.4 8.4 8.7 8.3±3.4

表 4. 混合动力—统计预测不同起报月份的预测结果 

图 6. 混合—动力统计模型预测的2024年7-12月西北太平洋及
南海海域TS（蓝色）和STY（红色）年频数的概率。横坐标表示
起报月份，虚线为33.3%概率值。

TS生成频数 TS登陆频数
影响我国的TC频数[附注1–2]

全国 华南 华东 上海

1991-2020年	
均值±标准差 25±4.5 7±1.9 13.0±3.6 9.0±3.5 9.5±3.3 2.0±1.5

2024年频数	
(均生函数/回归)

25.5/		
24.4	/	23.4

8.0/		
7.1	/	7.6 14.7/	15.4 8.8/	11.1 8.7/	13.1 1.1/	2.1

表 3. 2024年热带气旋年频数统计模型预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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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动力降尺度方法（iRAM2）预测 

用CFSv2的5个预报场（起报时间分别为：2024年6月1日00时、6月3日00时、6月5日00时、6月7日00时和6月9日00时）作为驱动，
用区域模式iRAM2制作集合（成员以E1~E5表示）预测，起报时间为2024年6月14日00时，各成员和集合平均的预测结果如表	5所
示：7—12月TS生成频数为19.6个（集合平均），较常年正常偏少（气候平均为21个）。

4. 热带气旋灾害情况

如前所述，依据ENSO对热带气旋活动的影响，共有5个相似年，分别为1958、1973、1988、2010和2016年。其中，在夏秋季
节，1958、1973、1988和2010年较为相似，而2016年盛行环流与这4年相反。

热带气旋潜在风险指数表征了可能的致灾风险。如图	7所示，1958-2018年的平均热带气旋潜在风险指数表明，1958、1973、1988
和2010年的致灾风险较常年正常偏低，而2016年的致灾风险较常年偏高，降水和大风风险均为类似特征。据统计，5个相似年共
有21个致灾台风。值得注意的是，其中10个在华南沿海登陆，9个在福建沿海登陆，1个在浙江北部沿海登陆。

致灾风险偏低的4个相似年，年均2个台风引发较严重的灾情。如1958年，5810号台风Winnie造成福建省8.27万公顷农作物受
淹，56人死亡，同安县城被淹水深达1米多；7314号台风Marge强度大、移动快、破坏力强，其强风造成琼海县80%建筑物被摧
毁，海南岛共计死亡903人，直接经济损失约10亿元；8807号台风Bill横扫浙江、安徽两省后，直抵湖北，造成162人死亡，5.39万
间房屋倒塌，杭州市80%输电线路严重毁坏；2010年度最强台风“鲇鱼”（Megi）造成广东、福建两省严重受灾，直接经济损失达
28.0824亿元。

致灾风险偏高的相似年，即2016年，共有10个热带气旋引发了不同程度的灾情，总计死亡174人，农作物受灾面积达到2023.5千公
顷，农作物绝收面积145.1千公顷，倒塌房屋3.7万间，严重损坏房屋4.9万间，直接经济损失达到766.4亿元。特别是，1601号台风“
尼伯特”（Nepartak）和1614号台风“莫兰蒂”（Meranti）引发了严重灾情。

基于历史相似结果，预计今年台风总体致灾正常偏低，较严重的致灾区将可能主要分布在我国华南大部和华东偏南地区。需关注
台风可能带来的极端影响，如沿海的极端大风、风暴潮等，以及极端暴雨、局地突发性大暴雨引发的洪涝和次生灾害。

成员 E1 E2 E3 E4 E5 集合 气候平均

TS频数 11 22 20 23 22 19.6 21

表 5. 区域模式（iRAM2）动力降尺度7-12月TS生成频数预测结果

图 7. 1960-2018年影响我国的热带气旋潜在风险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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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小结 

综上，2023/24年的El	Niño事件已于5月份结束，后续发展成La	Niña的可能性较大，预计将在秋冬季转为La	Niña。动力模式预测
表明夏季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大概率偏强，不利于热带气旋活动，而夏末秋初开始异常反气旋环流将东退，给台汛期及后期热带
气旋活动留出空间；此结果与Nino指数相似年合成的区域环流较为相似。考虑客观方法和动力模式降尺度预测的结果，预计2024
年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域TS生成频数偏少，STY频数正常偏少，登陆我国TS频数接近常年；影响我国和华南地区的TC频数正常偏
多，影响华东地区和上海的TC频数接近常年。预计今年台风总体致灾可能偏低，较严重的致灾区将可能主要分布于我国华南大部
和华东偏南地区。需关注台风可能带来的极端影响，如沿海的极端大风、风暴潮等，以及极端暴雨、局地突发性大暴雨引发的洪涝
和次生灾害。

附注:
1.	 造成明显影响的TC是指符合以下三个条件之一的TC：(1)区域中有一站出现过程降水量达50mm以上;	或(2)区域中有一站出现7
级以上平均风,	或8级以上阵风;	或(3)区域中有一站出现过程降水量达30mm以上,	且出现6级以上平均风或7级以上阵风。

2.	 华南地区指广东、广西和海南三省；华东地区指福建、江西、浙江、安徽、上海、江苏和山东六省一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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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上海台风研究所

上海台风研究所是国家级研究机构，主要研究方向是台风预报理论与应用技术研究，是东亚地区最佳的台风路径预测研究机构，建立并维护中国
专有的台风气候数据库。

自2015年起，鼎睿与上海台风研究所开始合作开展有关西北太平洋和南中国海热带气旋的研究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