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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西北地震学报》2001年第 4 期发表了笔者的文章《2001 年厄尔尼诺事件的天文条件》以来[ 1] , 全球气

候异常越来越显著.近期研究发现 , 近地潮与日月大潮的叠加有 6～ 8 个月的准周期变化 , 厄尔尼诺事件发生

时间与强潮汐时段有很好的对应关系.1991 年 5 月～ 1992 年 8 月 , 1993 年 4 月～ 1994年 1 月 , 1994 年 10月 ～

1995年 6 月 , 1997 年 4月～ 1998 年 6月 , 厄尔尼诺事件发生时间都在近地潮与日月大潮叠加的强潮汐时段(见

表 1).

表 1　1991 年 3月～ 1997 年 5月的厄尔尼诺天文条件

近地点时间

日期 时间 农历日
日食 月食 潮汐强度 极端气候变化

1991-13-22 12:05 7 小

1991-04-18 01:01 4

1991-05-16 00:08 3 厄尔尼诺发生

1991-06-13 08:05 2 大 ＊

1991-07-11 18:00 30 7月 11日 较大 ＊

1993-02-08 04:03 17

1993-03-08 16:06 16 较大

1993-04-06 03:05 15 大 厄尔尼诺发生

1993-05-04 08:02 13 5月 21日 ＊

1993-05-31 19:00 11 ＊

1994-08-13 07:03 7 小

1994-09-08 22:05 3

1994-10-06 22:02 2 大 厄尔尼诺发生

1994-01-14 07:07 2 11月 3日 较大 ＊
1994-01-22 20:03 30 大 ＊

1997-01-10 16:09 2 大 似有拉尼娜复出之势

1997-02-08 04:07 2 大 转变为南美海面增温

1997-03-08 17:00 30 3月 9日 3月 24日 最大 南美海面增温加剧

1997-04-06 00:07 29＊ 大 厄尔尼诺发生

1997-05-03 19:01 27 ＊

1997-05-29 14:09 23 小 ＊

　　　　　　注:29＊表示下一天是初一.

强潮汐(简记为强或 Q)的标准是月亮近地潮和日月大潮二者同时出现.若二者分别与日月食同时出现则

为较强潮汐;三者或前二者同时在春分点 、秋分点和近日点附近(前后不超过 15 天)出现为最强或较强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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汐.三者的时间最大差不超过 3 天.根据表 2 的天文数据 , 2002年 3～ 5 月可能发生厄尔尼诺 ,与近期的全球气

候异常前兆相符.

在厄尔尼诺形成和发展时期 ,增强的哈得莱环流和减弱的沃克环流使赤道海面涌升 ,增大地球转动惯量 ,

使地球自转速度减慢 ,日长增加 , 计算数值为万分之几秒.根据日长异常变化 ,郑大伟等预测 , 新的厄尔尼诺事

件的形成期将会在 2000 年底前出现 ,并可能在 2001 年的冬季达到盛期[ 2] .根据潮汐振荡的天文周期 ,我们也

预测其形成盛期在 2001 年 10月前后(表 2)[ 3] .

表 2　2002 年的厄尔尼诺天文条件

近地点时间

日期 时间 农历日
日食 月食

潮汐强度

弱 R , 强 Q
极端气候变化

2001-01-10 17:00 16 1月 10日 QQQ

2001-02-08 06:02 16 Q

2001-03-08 16:09 14 QQ

2001-04-05 18:00 12

2001-05-02 11:05 10 R

2001-05-27 15:02 5 R

2001-06-24 01:04 4 6月 21日

2001-07-22 04:08 2 7月 5或 6日 Q

2001-08-19 13:06 1 Q

2001-09-16 23:07 29＊ QQ 赤道海温开始增加

2001-10-15 07:00 29

2001-11-02 01:04 27 R 变弱

2001-12-07 07:01 23 12月 14日 R 弱季节性增暖

2002-01-02 15:03 19 R 增强

2002-01-30 17:00 18 全球气候异常

2002-02-28 03:07 17 Q

2002-03-28 15:07 15 QQ 厄尔尼诺可能发生

2002-04-26 00:04 14 Q 可能

2002-05-23 23:04 12

2002-06-19 15:03 9 6月 10日 R

2002-07-14 21:04 5 R

2002-08-11 07:06 3

2002-09-08 11:04 2 QQ 可能

2002-10-06 21:03 1 Q 可能

2002-11-04 08:08 30 Q 可能

2002-12-02 16:08 28 12月 4日 Q

2002-12-30 09:00 27 R 弱季节性增暖

　　　注:29＊表示下一天是初一.

表 1给出了强潮汐天文条件与厄尔尼诺发生发展过程相当吻合的对应关系.厄尔尼诺事件一定发生在强

潮汐时段.这种相关关系表明 , 强潮汐是厄尔尼诺事件发生的必要条件.它证明了郭增建等提出的厄尔尼诺潮

汐说[ 4]和我们关于强潮汐激发厄尔尼诺事件的推理[ 5 , 6] .这一发现的意义在于通过强潮汐天文条件可以预测

厄尔尼诺事件发生的年内时段.郑大伟等指出 , 通过地球自转速度异常减慢可以预测厄尔尼诺事件发生的年

际时段[ 2] .通过强潮汐天文条件可以预测年内时段是对这个方法的补充和完善.北太平洋对北极的半封闭状

态和南太平洋对南极的开放状态是厄尔尼诺事件发生的构造基础 , 它导致北太平洋海表面热能的积累和周

期性向南太平洋输送.强潮汐振荡是其激发因素.

哥斯达黎加国家气象协会最近发表气象通报指出 , 沉寂了近 4 年的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在 2002 年的第二

季度再度“光临”亚太地区 ,并且将对全世界气候产生恶劣影响.他们通过对美国和澳大利亚等国气象部门提

供的资料进行分析后发现 , 2001 年 10月至12月 6 日 ,赤道附近太平洋洋面平均水温比往常的正常水温上升

了0.7°C ,并且有继续上升的趋势.中国国家海洋局预测 , 2002 年 4 至 5 月 , 全球海域又会出现一次中等强度

的“厄尔尼诺”现象.国家卫星气象中心江吉喜研究员和助手们建立的卫星观测系统在近日的观测结果表明 ,

估计在 2002年三四月份厄尔尼诺将再次光临.分析了近 20 年赤道东太平洋和西太平洋上空的对流云活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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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后发现 , 从 2001 年 9月开始 , 赤道东太平洋对流云出现异常发展苗头 ,云顶温度异常值明显高于赤道西太

平洋 ,符合厄尔尼诺发生的条件.这与 2001 年 9月 16 日的强潮汐天文条件一一对应[ 3] .由于圣诞节前后潮汐

天文条件处于弱势 ,所以在 2001 年年底没有形成显著的厄尔尼诺现象(表 2).

2002年 1 月29 日至 30日 , 300多头海豚在法国比斯卡罗斯附近的海滩上搁浅死亡 , 50 多吨龙虾在南非开

普敦以北 350 km 的埃兰兹海湾集体“自杀” .至 2 月 3日 , 印尼 、美国和英国分别遭受了洪水 、暴风雪和暴风雨

的袭击.2月 29 日中国东北气温骤降 8 ～ 10 度 , 3 月 3日喀布尔发生 7.2级地震.它们与 1 月 28 ～ 30 日和 2 月

28 日发生的近地潮与日月大潮叠加的强潮汐时段有很好的对应关系.根据天文数据 , 2002 年初的强潮汐为 2

月28日 、3 月 28 日和 4月 26 日.2002 年 3～ 5月可能发生厄尔尼诺 ,与近期的全球气候异常前兆相符.这为中

国海洋局和江吉喜研究员近期预报的准确性(2002 年 4～ 5 月和 3～ 4 月可能发生厄尔尼诺)提供了新的客观

证据.

天文数据给出了强潮汐天文条件使赤道海温在 3 月开始迅速增暖的又一个重要信息.根据强潮汐与厄尔

尼诺的对应规律 ,应该做好预防 2 月 28日 、3月 28 日和 4 月 26 日近地潮与日月大潮叠加时发生全球性自然

重大灾害的准备.其中 3 月 28日和 4 月 26 日前后是中国北方沙尘暴最危险的爆发时期.3 月 21日中国北方

的强沙尘暴不仅波及到上海 ,而且影响到朝鲜 、韩国 、日本 ,直至大洋彼岸.局部灾害全球化使全球生态环境更

加脆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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