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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2001年 8 月 23 日《长春晚报》报道 ,最近上海天文台预测 , 厄尔尼诺事件将在今年年末发生.笔者在

1999年就曾预报 2000 ～ 2001年将发生厄尔尼诺事件 ,并在 2001 年进一步预测其发生时间在 2001 年末[ 1 ～ 3] .

当太阳 、地球和月球大致成一线 , 月球处于近地点 ,地球处于春分 、秋分或近日点 , 地球扁率发生最大变化 , 是

发生厄尔尼诺事件的天文条件.行星冲日 , 亦称为特殊天象组合期 , 地球自转异常减慢[ 2 ～ 8] , 会对厄尔尼诺事

件的发生起强化作用.

关于潮汐对地球气候影响的研究在近年来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地壳 、地幔排液排气 、流体与固体圈层

差异旋转 、火山热幔柱活动 、地球自转速度变化 、厄尔尼诺事件 、臭氧洞漏能效应 、1500 ～ 1800 年小冰期-小气

候最适期的变化周期都与潮汐作用相关
[ 4]
.对近百年全球气候变化与外强迫因子信号检测的结果表明 , 火山

活动是影响 ENSO的最重要的外强迫因子[ 9] .它不但揭示了构造活动与气候变化的关系 , 而且使厄尔尼诺的

海底火山说 、引潮力说和地球扁率变化说得到有力的支持[ 7 , 8] .火山活动亦受潮汐周期调控.

1964年和 2000 年都发生 4 次日偏食 , 1966 年和 2002 年都没有月食发生 , 它们间隔 2个沙罗周期(沙罗周

期为 18年零 10.33 ～ 11.33 天).1964 年地球自转速度异常减慢 , 但没有发生厄尔尼诺事件 , 1965 年发生了厄

尔尼诺事件.2001 年的情况应该与 1965 年相同.2001 年年底能否如期发生厄尔尼诺事件 , 将是对天文条件预

测法的检验.2001 年特殊天象组合期有 8 个:6月 21～ 24 日 、9 月16 日 、1 月10 日 、8 月19 日 、2 月8 日 、10 月15

～ 17 日 、7 月 21日 、3月 8 ～ 10 日(次序排列依据条件具备程度).特殊天象组合期在 1987 年(厄尔尼诺年)有

10 个 ,在 1988和 1989 年各有 4 个[ 3 , 7 , 10] .因此 , 2001 年是一个弱厄尔尼诺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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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ccording to the requirement of “Instruction for Earthquake Situation Analysis at Site”(revised

by Seismological Bureau of China), a system PTDSS (Post-Earthquake Tendency Decision Support Sys-

tem)was built which combined with data processing , earthquake locating , expert system and database as

one system.In this system , FAM(Fussy Associative Memory)model is used to make this system having

function of self-learning , the main characteristic of second generation expert system.In the knowledge

base not only many experts' experiences are collected;but also many valuable new knowledge learnt by

system itself is included which is meaningful for tendency decision making up and up to now it is still not

summarized by prediction expert.The results of examination for earthquake cases show the system pos-

sesses good prediction 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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