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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新社兰州 1O月21日电，中国科学院寒区旱区环境 

与工程研究所蓝永超研究员根据代表黄河上游流域径流动 

态变化的唐乃亥水文站 1920年至2004年的径流系列统计资 

料 ，以及此间数十个气象站四十余年的降水观测数据，分析 

得出的初步结论显示，从上世纪2O年代初到9O年代，黄河大 

体上经历了5个枯水期和4个丰水期。每个丰、枯水期段持续 

的时间长短不一。枯水期持续时间为4～15年，平均为9年； 

丰水段持续时间为7～14年，平均为9．25年。总体上黄河上 

游每个丰、枯水周期平均持续时间基本相同，一个完整的丰 

枯循环周期大约在 18年左右⋯。 

18．6年是典型的潮汐周期。月亮轨道与地球赤道之间 

度。变化周期为18．6年。郭增建等人在1991年提出月亮潮迫 

使地球放气的观点 ：当月亮赤纬角最小时，它的直下点远离 

中国主大陆，所以在主大陆引起的地壳鼓起就小，因之地下 

放出的携热水汽就少，这样就不易诱使热带气团与高纬冷气 

团在中国大陆上相碰 ，因之雨量减少 ，会形成干旱 ，如历史上 

月 亮 赤 纬 角 最 小 时 的 1941--1943年 (河 南 大 旱 )、 

1959—1960年(山西大旱)、1977—1978年(山西、长江中下 

游大旱)、1995--1997年(华北、辽宁、吉林等地连续4～5年 

大旱)，中国北方都发生 了大旱 ；而月亮赤纬角最大时的 

1932年(松花江大水)、1933年和 1935年(黄河大水)、1951 

年(辽河大水)、1969年(松花江大水 )、1986年(辽河大水) 

的夹角称为月亮赤纬角，最大值为28．5度，最小值为 18．5 中国北方都发生了大水(见表 1) 。 

表 1 月亮赤纬角与黄河水量变化和旱涝年对比 

我们的研究结论是：强潮汐不仅影响大气潮、海洋潮，而 

且影响地球固体潮和岩浆潮。大气环流、海洋环流、地震火山 

活动是相互影响的，三个月亮赤纬角变化周期对应三个黄河 

枯水期与丰水期转换期，对应一个拉马德雷冷暖位相交替周 

期 ，对应一个 8．5级以上大震强烈与减弱变化周期。这种一 
一 对应关系表明气象变化与地质变化的一一对应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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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土教材》中以“城市建设与防震减灾”作为切人 

点，巧妙地将地震科普知识教育纳人中学日常教育 

中，为在我市中学长期开展此项活动奠定了基础；二 

是主动参与青羊区青少年宫“四川省未成年人保护 

教育示范基地”建设工作，将地震科学知识和自救 

互救知识纳入到《未成年人 自我保护教育 100招》 

手册并发放到学生手中，同时在青少年宫制作了固 

定宣传展版，通过青少年宫的“快乐大本营”等活动 

对青少年学生进行科普教育；三是在四川电视台综 

合频道(卫星电视频道)“天府娃娃舰队”栏 目录制 

了全长 3O分钟的《地震离我们有多远?》的电视节 

目进行滚动播出；四是积极创造条件做好“十一五” 

规划，力争在我市数字遥测地震台网应龙湾子台的 

基础上，建设我市“防震减灾科普宣传教育基地”。 

(5)创新工作方式，把行政执法作为科普宣传 

的一个重要途径。全市各级地震工作部门在建设工 

程抗震设防的管理和地震监测设施和观测环境保护 

的行政执法工作中，不失时机的开展地震科学知识 

的宣传普及工作。在抗震设防管理中主动积极向建 

设工程业主宣传有关法律法规和地震科学知识；在 

地震监测台站所在地的村镇主动向乡村干部和农民 

宣传有关法律法规和地震科学知识。切实增强了工 

程业主和普通群众的忧患意识和减灾意识，有效地 

促进了我市抗震设防管理和防震减灾行政执法工 

作。 

(6)依靠科学，注重实效。一是始终坚持按照 

“积极、慎重、科学、有效”的原则，以有重点、分内 

容、常规宣传与重点宣传相结合的灵活多样的方式， 

在学校、农村、街道社区等开展经常性的宣传教育工 

作；二是注重科学性 ，在介绍地震科学的发展与现 

状、人类与地震斗争的成功经验与惨痛教训的具体 

事例上做到事实准确、分析科学、通俗易懂；三是针 

对国内外发生的较大的灾害性地震、本地出现的有 
一 定社会影响的有感地震以及发生地震谣言的事件 

等情况，开展有针对性的强化教育，以正面宣传、法 

制宣传和科普教育为主，努力倡导破除迷信、崇尚科 

学、尊重科学的良好风尚；四是充分利用网络优势， 

在我市党政网上 ，开辟了防震减灾知识专栏，并对中 

国地震科普网进行了链接，发挥我市社区有线广播 

和社区绿色空间网站的优势，进行了深入细致的防 

震减灾法制和地震科学知识的宣传和普及，取得了 

以点带面、宣传一处、影响一片、教育一方的良好社 

会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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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增建的旱涝周期和海震调温假说是揭示相关物理机 

制最有说服力的理论假说 ，并正在得到实践证实 。李宪 

之教授特别提出，越赤道气流是影响全球气候异常的关键原 

因 J。月亮赤纬角最大值与最小值的变化恰恰就可以影响南 

北半球气流和海流的相互交换 ，影响赤道辐射带在赤道南北 

的震荡幅度。厄尔尼诺现象就起源于北太平洋热量向南太平 

洋输送 。 

我们运用郭增建理论，成功预测了20世纪 4o年代的旱 

灾在 21世纪初重演 J。 

[参考文献] 

[1] 王华，李伯阳．黄河上游将转入新的丰水期，15年的枯水期将结束 

[EB／OL]． http：／／neW8．tom．corn。2005—10—22． 

[2] 郭增建，秦保燕，郭安宁．地气耦合与天灾预测[M] 北京：地震出版社， 

l996．165— 188． 

[3】 杨学祥、全球变暖、构造运动与沙漠化[J】．地壳形变与地震，2001， 

21(1)：15—23． 

[4] 杨学祥．厄尔尼诺现象的构造基础与激发因素[J]．西北地震学报， 

2002，24(4)：367—370． 

[5] 杨学祥，韩延本，陈震，等．强潮汐激发地震火山活动的新证据[J]．地球 

物理学报，2004，47(4)：616—621． 

[6] 郭增建．海洋中和海洋边缘的巨震是调节气候的恒温器之一[J]．西北 

地震学报，2002，24(3)：287． 

[7] 李宪之．亚太地区1991年春夏两季自然灾害的探讨[J]．北京大学学 

报(自然科学版)，1994，30(3)：355—360． 

[8] 杨学祥．警惕严重旱灾重演[J]．科学新闻周 ，2001，(5)：l3．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