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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本文指 出
,

实际资抖分析所揭示 的气侯振动准 37 年和准 2 年等周期可 以从

月亮相对于地球
、

太阳运行的准周期悦律性来解释
。

作 为这种观点的应用
,

文

中选择了某些参毅来表示 月亮运行执道的特点
,

并由此给出了长 江中下游汛期

降水童和赤道附近 高空 23 公里附近 东西风方向转换 日期 的超长期预报方法
。

结

果与实际基本符合
.

许多事实说明
,

气候振动及大气环流都有准37 年 (35 一40 年) 和准2年 (26 个月左右)

周期 [l1 121
.

这在我国长江中下游的降水资料的分析中尤为明显
.

无论是对近1 00 多年降水

资料或是对我国近5 00 年早涝型的分析
,

结果都表明准37 年周期是最显著的一种 周 期
。

准2年周期在长江流域早涝规律中也有明显反映
.

应该指出
,

文献〔2〕中强调的36 年周期

的确切值为3 6
.

6 7
,

故也可称之为准37 年周期
.

关于这些振动周期产生的物理原因 值 得

深入研究
.

准37 年周期的存在难以用太阳活动的周期性来解释
.

作者曾指出
,

由于我国西部有青藏高原这一大气海洋陡岸存在
,

天体引 潮 力 对 我

国江淮流域的降水过程会有较明显的影响
.

月亮和太阳引潮力的变化特点可以用月亮软

道与地球轨道平面的交角
、

方位及月亮椭圆轨道长轴的方位来表征
。

月
、

日
、

地三者相

对位置的变化有两个明显的周期
.

一个是月亮轨道与地球轨道平面的交点 自东 向 西 移

动
,

其周期为1 8
.

6年 (可简称月
、

地轨道交点周期
,

参见文献〔3〕)
.

由于相隔 半年
,

例

如冬季和夏季
,

春季和秋季的大气过程有明显的差异
,

所以这个周期(其尾数为 0
.

6年 )

本身表现不明显
,

而其倍数37
.

2年的周期则会较强地显示出来
.

此外月亮椭圆轨道长轴

运动(即近地点或远地点在月亮轨道平面上的运动)的周期为8
.

舫年I3J (可简称近地 点 周

期)
.

它的4和4
.

5倍周期为35
.

4和39
.

8年
,

与上述37
.

2年周期同属35 一40 年准周期变化
。

两者结合起来可发生共振
.

由此可知
,

实际资料分析所揭示的准37 年 (35 一40 年)周期是

可以从具有相同周期的月亮相对子地球
、

太阳运行的周期性
,

也即月
、

日引湘力的周期



性对大气的形响来解释
. ‘

一

必须指出
,

月
、

日引潮力的准37 年周期不是严格 以37 年为周期的简单振动
,

而是具

有复杂配置的准周期变化
,

因此不能单纯地对气候资料作调和分析
,

而重要的问题是研

究如何利用月
、

日
、

地三者运行的轨迹特点(对不同预报地区可采用不同参数)
,

做气候

变化的超长
蜘

报
。 、

图 1 长江 中下游五站 5一 8 月降水量与 月亮抚道参数 的点聚图
。

点专数字分

子 为年份
,

分母为降水量 ( 毫米 )

图1是一张可用作长期预报的点聚图
.

图上横坐标是6月份月亮的最大视 赤 纬
‘乙

二 . 、

(它有 1 8
.

6 年周期 )
;
纵坐标是 6 月份月亮最接近地球的日

、

时昨
p

(它的变化可间接反映

月亮轨迹的8
.

85 年周期变化)
.

图上各点附近的数字为分子表示年份(例如
,

1 9 0 7年写成

07
,

1 8 8 6年写成8 8 6)
,

分母为该年5一 8月长江中下游五站(上海
、

南京
、

芜 湖
、

九 江
、

汉口 )的平均降水量
,

包括1 8 8 1一 1 9 8 2年共 10 2年资料
.

从图上可看到相间分布的多雨和

少雨区域
.

它们可以看作是若干相间分布的
“

多雨
”

和
“

少雨
”

斜线(在图 1上分别用实

线和虚线表示 )相交叠加合成的(这反映了二种周期的叠加和共振作用)
.

把 5一8 月降水

量等值线分为( 3 00
,

4 50
,

5 50
,

7 00
,

8 5办
,

》 1 0 0。毫米等几挡 后
,

可 以把
“

多雨
,

和
“

少雨
”

线分别看作相对于5 50 毫米减少 (
“

一 15 0
”

)和增加 (
“
+ 1 5。

”

)毫米降水 量 的

作用
.

也就是说
,

把
“

多雨
”

和
“

少雨
”

线的交点看作5 50 毫米
,

两根
‘

少雨
”

线的交点看

作300 毫米
,

两根
。

多雨
·

线的交点看作为洲50 毫米
,

三根
、

·

多雨
”

线的交点看作为 )

1 0 0 0毫米
.

图 1上的降水等值线就是按这个原则画成的
.

在‘乙二 t 二

二 24
’ , 6 T 。

一 24 日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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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正斜率
‘

少雨
”

线的作用不明显
.

通过1 9 5 4和 1 9 6 9年两个点的直拱及其右侧的平行应
-

炜分别为增加的
.

多雨
.

钱和
‘

少雨
.

线
,

其他地区均
i

由具有斜率分别为正和负的两组

线族交织而成
.

由图可知
,

依上述原则画出的等值线在主要方面能棍括长扛中下游历年

汛期降水的特点
.

以1 9 7 8一 82 年最近5年为例
,

月亮轨道参数位里分别位于 < 45 0
,

55 0一700
,

55 0 一
7 0 0

,

4 5 0一 5 5 0和7 0 0一 5 5 0区域内
.

实侧值分别为2 , s
,

5 6 5
,

sa7
,

5 2 4 和 7 4 5 毫 米
.

除

19 8。年偏差较大外
,

其余都是一致的
。

1 9 83 年月亮轨道参数“ l位于4 50 一550 毫米区内
,

预计降水量偏少
.

长江中下游五站5一 8月降水t 1 8 81 一1 9容2共 10 2年的平均值为612 难米
.

这样
,

根据月亮轨迹的天文预报 [’1 就可提前甚至若干年做长江中下游的旱捞超长期

预报
.

选择适当的月亮轨道参数后
,

类似的方法也可用作其他地区和其他气象要素的气

候超长期预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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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赤道附近质女的经向辐散 ( 合 ) 讨平均纬向环流影响的示意图

凡 度

a p
a t

度 / 天

图3 坎顿岛(2
.

46
产S

,

17 0
0

44
产
W )上空 23 公里处月平均纬向风分量变化与月

亮远地点视黄纬及其变率的关 系
。

+ 为西风
,

一为东风 ;
符号旁数宇

为年
、

月 ; 方框 内数宇为最大纬向风速



准2年周期也可 以从月
、 :

日引潮力的影响方面给以解释
.

反映月
、

日
、

地相对位置特

点的月亮椭⋯圆轨道长轴运动具有凡那年周期
,

其1/ 4为 26
.

6月
,

_ _

与大气环流中普遍 存在

的准 2年(例如赤道附近高空东西风转换平均为26 个月山)周期吻合
。

月
、

亮长轴位 置
,

即近

地点和远地点相对于 日地平面的高度(月亮视黄纬日a) 及其变化可反映月
、

日引潮力的 日

平均强度及它沿地球纬圈平均分布特点的变化
,

而引潮力这个平均特点的变化可引起地

球大气质量的经向辐散辐合
,

并导致大气环流的长期变化
。

在赤道附近高空
,

在柯氏力

作用下质量的纬向辐合会导致东风环流
,

质量的经向辐散会导致西风环 流 (参见图2 )
。

因此
,

天体引潮力的平均特点的变化可导致赤道附近高空气流的东西风的转换
.

由于天

体引潮力对各层大气的影响随该层大气离地球中心的距离增加而增加
,

所以天体引潮力

将首先影响高层大气
.

在大气环流周期变化 的次序上会呈现申高空向低空传递的现象
.

此外由于天体引潮力的特点在南北半球的准对称性
,

日
.

达极大或极小和两次经过零点这

四个特征点时
,

可以在氏演变周期的1/ 4倍(即 26 .6 月周期)上表现得很明显
。

作为天体引潮力对大气中准 2 年周期振动影 响的例证
,

我们 以月亮远地 点视 黄纬

日
.

及其变率乡p./ 扒为坐标表示了月
、

r 日
、

地的运动特点
,

业把赤道附近坎顿岛(20 46
尹S

,

1 7 00 4 0 尹W )上空 23 公里处月平均纬向风分量变化标在图3上
。

在图3上
,

月亮轨迹是按逆时

针方向旋转的
。

年份代号只在各年 1 月傍注明
,

其余月份均省略
。

此外
,

由子某些阳历月份

可以有两次经过近地点
,

故图上可出现两个相同月份数
‘

从图 3可明显看 出东西风转换

与月亮轨迹的联系
。

在日淑值附近风速有突变
。

从 19 54 年到 1 9 6 0年月亮轨迹基本重复而

有同样的东西风特点的事实
,

更可看到月
、

日引潮力对形成赤道附近东西风转换的准 2

年周期的影响
。

东西风的转换及大气潮汐风由高空逐步向下传播的特点 (参见〔1〕)也可

从夭体引潮力影响中得到合理的解释
。

从波动叠加产生共振的观点来看
,

月亮轨迹1 8
.

6年和 8
.

85 年周期的准公倍数可 以形

成新的共振周期(表1 )
。

在不同地区天气特征的周期分析中
,

这些共振周期可能显示出来
.

由表 1 可知
,

除了上述 35 一37 年准周期外还有若干更长的周期
。

在对长序列资料分析中
,

这些周期确有显示
。

例如[5 〕中得到的 1 10 一15 。年振动周期实际上是 1 8
.

6年周期的6
、

7
、

8

倍共振周期的表现
.

黄河中游历史水早变化主要周期(表 2 )
*

中前三个最显著的周期为

1 3。一13 3
,

14 4一 15 3 和 71 一73 年
.

这与表 1 中月
、

地轨道交点周期的 7
、

8
、

4 倍共振周期

完全一致
.

功率谱中除了与太阳活动周期性有关的 10 一 1 1
、

5一6年周期外
,

准 2 年周期

也很显著
.

应该指出
,

由于求自相关时所取最大滞后时间不同
,

同一个实际周期在功率

表 1 月亮引潮力 20 0 年以 内的共振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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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 2 厉 史水早吏化主要周期

,
扮

析方法 }
主 要 , 。 (抉盛 , 性。, )

67.710.410.366.710.5一翻726
1 3 0

.

0

功率奋
借后 6 50 年

, 后 ‘6。年

份后 4 切 年

份后 4 。。年

汤后 2。。年

石下万下
1 3 1

。

4 7 0
.

3

1 4 6
.

6

1 3 3
。

3

1 3 3
.

3

! 4 4
.

4

! 53
.

3

1 25
.

7

1 60
.

0

1 1
。

1 2 0 0
.

0

:州
10

。

4 1

;: :
/

⋯
翻 波

经50 年平扮

经邹年平份

1 3 0 } 1 5 9

⋯

1 4 3 4 7 7

、4 。
{

; 、,

6
.压胜1‘6一卜�

表 3 波数取整后时周期 的影响

1 4 9
。

6

表 现

[|一|平均共振周期 1 3 1
.

5

廿
!
‘“。

士{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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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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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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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6
’

。8

}
’。。 牛 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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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现

取盆 周 期 实际 取井 月 期

! 3 0
.

0 8
.

69

1 3 1
.

4 7 0
.

8

1 2 5
、

7 S
。

8 8

1 3 3
.

3 5
。

3 5

1 3 3
.

3

一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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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竺二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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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

早竺⋯
一

竺⋯严
一

⋯
}

’“
’

‘

{
“

‘
, ‘

{
’”

{
{

‘5 3
’ 3
” ,

·

6‘

{
‘3

{

}
‘3 3

·

3

{
5

·

5 ‘

{
”

{

请上所对应的周期可能是略有差异的
.

彼数取整后对周期的影响列于表3
。

对照表 2
、

3

可明显看到
,

不同滞后时间计算中略有差异 的周期
,

实际上是上述月亮引潮力变化共振

周期的反映
.

当实际波数的尾数接近0
.

5时
,

波数取整带来的误差可大大减小该波 功 率

的计算值
。

表 1
、

3中当取滞后时间 200 年时
,

实际周期为72
.

6年的波数为 5
.

5 1
,

在波 数

取整为6时
,

其周期为“
.

7年
。

由于它与实际周期偏离较大
,

故其功率值由第二位 降 到

第三位
。

由此可知
,

为了正确地决定某一过程中的实际振动周期
,

必须把波谱分析和物

理成因分析结合起来
,

业在做波谱分析
、

求 自相关时适当地选取最大滞后时间
.

由以上分析可知
,

从气候振动的准37 年
、

准2年及其他若干准周期的存在可 明 显地

看出
,

天体引潮力对大气过程确实是打下了深刻的烙印
.

在研究气候振动理论及夭气气

侠的超长期
、

长期预报时
,

重视天体引潮力的作用是很有必要的
.

关于造成图 l 降水分布特点的原因和机制尚待进一步研究
.

由于影响降水的因素很

.

引自陈家其
.

黄何中游地区近 15 。。年水旱变化规律及其长期趋势预报
,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所
. 宜, 8 3

1 7 8



多
,

加上存在许多随机因子
,

而天体引潮力本身的变北及其对夭气过程的影响又是相当

盆杂的
。

因此
,

本文提出的超长期预报方法还是初步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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