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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rricane 

“拉马德雷”是一种高空气压流，亦称太平洋十年涛动， 

分别以“暖位相”和“冷位相”两种形式交替在太平洋上空出 

现，每种现象持续 2O年至 3O年。近 100多年来“拉马德 

雷”已出现了两个完整的周期(见表 1)。当“拉马德雷”现 

象以“暖位相”形式出现时，北美大陆附近海面的水温就会 

异常升高，而北太平洋洋面温度却异常下降。与此同时太平 

洋高空气流由美洲和亚洲两大陆向太平洋中央移动；低空气 

流正好相反，使中太平洋海面升高。当“拉马德雷”以“冷位 

相”形式出现时，情况正好相反。中太平洋海面反复升降导 

致地壳跷跷板运动，引发强烈的地震活动”-2 。 

1889年以来全球大于等于8．5级的地震共 2O次。在 

1889—1924年发生 6次；在 1925—1945年发生 1次；在 1946 

— 1977年发生 11次 ；在 1978—2003年发生0次；在2004 

— 2005年已发生2次。规律表明。拉马德雷冷位相时期是 

全球强震的集中爆发时期。2000年进入了拉马德雷冷位相 

时期，2000—2035年是全球强震爆发时期。 

2004年12月26日印尼地震海啸发生后全球气候骤然 

变冷  ̈]。郭增建的“深海巨震降温说”是一种合理的解 

释：海洋及其周边地区的巨震产生海啸，可使海洋深处冷水 

迁到海面，使水面降温，冷水吸收较多的二氧化碳，从而使地 

球降温近2O年。2O世纪8O年代以后的气温上升与人类活 

动使二氧化碳排放量增加有关，同时这一时期也没有发生巨 

大的海震(见表 1) J。根据郭增建的理论2005年全球气温 

将因为印尼地震海啸而降低。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科学 

家则认为，一个较弱的厄尔尼诺现象和人类排放的温室气体 

将使2005年成为人类有记载以来最热的一年。孰是孰非， 

我们等待2Oo5年客观实践的检验 J。 

根据世界气象组织的统计数据，2005年全球平均地表 

温度比1961年至1990年的平均温度14摄氏度高出O．48摄 

氏度。1998年是最热的年份，地表温度比这3O年的平均值 

高0．54摄氏度(http：／／www．yndaily．com／html／20051216／ 

news
一
88

— 767713．htm1)。实践检验表明，全球变暖势头正在 

减弱，2005年12月以来全球气候又骤然变冷。 

今年以来我国台风登陆多，时间、地点比较集中，部分地 

区重复受灾，损失严重。中国在拉马德雷冷位相时期登陆台 

风急剧增多(见表 1)。从 1995年起，每年大西洋主要飓风 

的数量平均为3．8个，明显高于 6O年来的平均数量 2．3 

个。科学家分析近6O年的数据记录发现飓风的出现存在一 

个周期性模式。据美国《科学》杂志报道，上一次的飓风高 

活动期是从 1926年到1970年，曾重创美国东海岸和加勒比 

海地区；从 1970年到 1994年飓风转入低活动期；1995年新 

一 轮的飓风高活动期开始 。 

可以看到一个明显的规律：从拉马德雷暖位相转到冷位 

相，飓风为高活动期，从拉马德雷冷位相转到暖位相，飓风转 

入低活动期。飓风产生于海洋表面高温，最终导致深海冷水 

上翻，海洋表面降温，其物理机制也很明显。1995—2030年 

是拉马德雷从暖位相转入冷位相，飓风活动正进入高活动 

期。一个可以检验的变化模式是：太阳异常活动和温室效应 

启动全球变暖一全球变暖导致海洋表面温度上升一海洋表 

面温度上升导致飓风强烈一飓风搅动海水使底层冷水上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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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表面温度下降一海洋表面冷暧变化导致大气环流变化 水使海洋表面进一步变冷一全球气候变冷导致飓风减弱一 
一 大气环流变化导致东、中、西太平洋海平面变化一一海平 飓风强震减弱海洋表面温度增加。这是一种理想的全球气 

面变化导致地壳均衡形成强震周期一深海强震搅动深海冷 候自调节过程。 

表 1 太平洋十年涛动与全球灾害对比 

最近的研究表明，1886—1887年是拉尼娜年，1988— 

1889年是厄尔尼诺年，1889年为太阳黑子谷年 m，1889— 

1890年流感爆发；1916—1917年是拉尼娜年，1917年为太阳 

黑子峰年 ，低温年，流感孕育；1918年为 +1年，厄尔尼 

诺年，流感爆发；1954—1956年是拉尼娜年，分别是太阳黑 

子谷年m、m+1年、 一1年，1957—1958年为厄尔尼诺年和 

流感爆发年，分别是太阳黑子峰年肘和 +1年，1957年为 

低温年，流感爆发；1967—1968年是拉尼娜年，流感孕育； 

1968—1969年是厄尔尼诺年，1968年为太阳黑子峰年 ，流 

感爆发，1969年为低温年；1975—1976年是拉尼娜年，1975 

年是m—1年；1976—1977是厄尔尼诺年，1976年是太阳黑 

子谷年m和低温年，1977年是m+1年，流感爆发。 

总结流感爆发年有以下特征：前一年或前两年为拉尼娜 

年，前后一年或当年为低温年，当年为厄尔尼诺年，当年为太 

阳黑子谷年m或峰年M，m+1年或 +1年。2007年是太 

阳黑子谷年m，2006—2007年发生拉尼娜事件，2008年发生 

厄尔尼诺事件和低温冷害，是2008年爆发禽流感的四大条 

件。太阳黑子极值、拉尼娜、厄尔尼诺年、强震、低温和流感 

爆发集中在拉马德雷冷位相时期，有相互关联的地球物理机 

制。在拉尼娜和厄尔尼诺交替时，东西太平洋海面反向升降 

40～60 12m，形成太平洋地壳跷跷板运动，在陆海边缘产生等 

效应力为 10 N_7]，是地震与低温产生的原因。中国东北地 

区低温冷害发生在拉马德雷冷位相的厄尔尼诺年，最严重的 

低温冷害年为1957、1976、1972和1969年⋯。1889年以来， 

全球大于等于8．5级的地震共2O次，发生在厄尔尼诺年 13 

次，在拉尼娜年5次；发生在拉马德雷冷位相及其边界的有 

l9次。这为海震调温假说提供了有力证据 。 

禽流感病毒对热比较敏感，直射阳光下4O一48小时也 

可灭活该病毒，如果用紫外线直接照射，可迅速破坏其传染 

性。但病毒对低温抵抗力较强，在有甘油保护的情况下可保 

持活力 1年以上。这是禽流感多发生在拉马德雷冷位相中 

的厄尔尼诺年和低温冷害年的原因。因此，禽流感在人类间 

爆发的可能时间就是拉马德雷冷位相时期的厄尔尼诺年，已 

经预测的厄尔尼诺年有2004(或2006)、2008、2011、2015和 

2018年c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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