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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鉴于近 10 多年来运用地球转速的变化做长期灾害天气预测取得的较好效果
,

试图运用地球的章

动
、

地球转速和大气变化的关系
,

探索重大灾害天气的深层次原因
。

仅就 20 06 年发生在四川
、

重庆的高温干

旱问题
,

讨论了副热带高压与东风层的关系
,

进而对地球的章动
、

转速的变化做了对比分析
。

结果显示
,

地球

大气的重要灾害天气的发生
,

不只限于大气本身的原因
,

而确有可用于天气预测的星体运行的变化信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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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目前研究大气现象
,

尤其是重大灾害天气的发

生
、

发展问题
,

一般仅归咎于大气的天气系统
。

诸如

若问某年长江流域的暴雨为什么这么大
,

可见到气

象预报的分析是
“

副热带高压滞留于长江流域的南

侧
” ;对 2006 年夏季的高温酷暑和四川

、

重庆的酷

旱
,

气象上多解释为
“

副热带高压位置偏北偏西
,

冷

空气活动偏弱
,

高原热状况偏强
,

自 2 005 一 2 006 年

冬春季青藏高原积雪偏少造成高原热力作用显著从

而有利于夏季风偏强
”

等等原因
。

若再深究为何有

副热带高压滞留于长江流域
,

或副热带高压位置为

何偏北偏西
,

则很少见到对副热带高压形成原因的

机理分析
。

自 20 世纪 90 年代起
,

欧阳首承受四川省科技

厅的委托
,

运用地球转速的变化作长期预测
,

并提前

3 个月给出每个月的旱
、

涝预测
,

效果很好
。

对 2 006

年长江流域的汛期降水趋势
,

曾预测
“

几乎没有梅

雨
” ,

其 预测 的主要思路见文献「1」
。

作者利用

IE RS ( I
n te m at i o n al E art h R o t at i o n a n d R e fe er n e e S y s

-

et m eS vr ic e
)在互联网上公布的最新数据

,

相继分析

了地球章动和转速的变化与大气活动的关系
,

其中

用 v 一
30 图〔’ 〕分析异常高温天气时

,

运用了 300
-

100 hP a
上层大气东风层的出现

、

加强
、

减弱或移动

来预测副热带高压的发生
、

加强
、

减弱或移动
。

具有

实际意义的是
,

东风层的出现
、

移动和发展先于副热

带高压发生
、

发展和进退
,

故可以由东风层直接预测

高温天气 [ ’
,

’ 〕
,

已经达到了只要信息无错情而预测

无误的程度
。

由于知识构成不同和海洋测站稀少等原因
,

依

据传统方法预测副热带高压是天气预报中较困难的

问题
。

我国的主要灾害天气
,

基本上与副热带高压

相联系
。

为此
,

副热带高压也往往成为 目前气象界

分析灾害天气的
“

最终
”

原因
。

此种提法大多源 于

气象科学研究范畴仅限于地球大气研究的局部观

念
,

这也许是大气科学 目前划归为地学部的原因
。

笔者将视野放宽到地球转速的相关效应
,

从几个因

素的相互联系与实际应用角度进行讨论
。

2 东风层与副热带高压

2
.

1 东风层

由 V 一 3 0 图可 以揭示 副热带高压 系统具有

高层大气的东风层结构
,

强盛的副热带高压的东

风层可由 1 0 0 h P a
达到 4 0 0 h P a 以 下

。

5 0 0 hP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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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的中层大气为干燥层
,

其对应的天气是云淡

风轻
,

但近地层或地面是热流滚滚
。

若将高温天

气也作为灾害天气
,

则预报的着眼点可根据其是

否有东风层为主要指标
,

且东风层的厚度和东风

的强度也与其酷热程度相联系
。

下面的信息结

构图体现了信息数字化
。

图 1 至图 6 列出 20 0 3 年 7 月福州站
、

8 月南

京 ( 江浦 )站和 20 0 6 年 8 月 18 日重庆
、

拉萨
、

红

原
、

西安站的
.

V 一 3 0 图东风层特征的 2 00 6 年的

扩展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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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可知
:

l) 图 1 和图 2 显示了副热带高压体系的高温酷

热天气
,

必须有上层大气的东风层 ;

2 ) 由图 3 至图 6 可以看出 200 6 年东风层的扩

展
,

其北侧 ( 图 3
、

图 4) 可 以达到红原 ( 即原来的红

军过草地 的地 区 ) 和西安 (仔细分析
,

连延安的

图 5 2仪场 年 8 月 18 日 8 时红原站 V 一 3 e 图

n 乡 S V 一 3e 山叫罗曰口 of OH
n留 u a n

at 卜 oo 《2以巧 一 08 一
18 )

10 0 h P a
也可以见到东风 )

,

其西侧不仅越过重庆已

经达至拉萨
,

深厚程度远超过 200 3 年
,

由 100 h aP

直逼 4 X() hP
a 以下

。

2
.

2 副热带商压预测

有实用价值并可投人业务预测的是
,

东风层先

于副热带高压出现
,

这就将传统方法分析天气现象

2X() 7 年第 9 卷第 8 期 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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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南
、

北侧 3 一 5 个测站转为同等强度的西北风
,

则

未来 2 日左右或 3 日内
,

3o0 N 一带的副热带高压系

统将减弱 (图 or
、

图 1 1 )
。

此例的重庆站气温
,

就是

由 18 日的 39℃以上
,

降为 20 日的 33 ℃的
。

其预测

的基本思路不在于冷空气的直接南下
,

而是西北风

削弱了西风带的
“

后援
” ,

其回流引起的中纬度东风

层也相应减弱
。

这是结构预测法 [`〕比目前的外推

式预报法超前且准确率较高的原因
,

也是其预测副

热带高压东撤或移动的要点
。

图 6 2以场 年 8 月 18 日 8 时西安站 V 一 3e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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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I<上/书一犷仅止于以副热带高压为原因
,

变为可追溯到以东风

层的变化来预测天气
,

从而改变了传统的以气压系

统跟踪的监测式报导
,

实现了
“

预知于未然
”

的预测

也提前了预见期
。

图 7 是 2006 年 8 月 1 日重庆的

V 一 3 0 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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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 .g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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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 V 一 3 0 图预测天气
,

可以越过副热带高压

系统
,

以其东风层的特征和变化直接预测天气要素
。

大气上层东风层的来源及其变化的原因?

按气流补偿原理和地转偏向力的西风回流原

理
,

利用 V 一
30 图还 可 以追溯高纬度西风带的位

置
、

强度等变化
,

分析中纬度东风带的变化
。

图 8 和

图 9 已经显示西风带退缩到北纬 500 以北
,

其风速

的强度基本上是与 30
“
N 附近东风带的强度相呼应

( 图 3
、

图 4 )
。

3 6 0 9 6 站位于 5 2 一 5 5
“
N 的贝加尔湖

的西侧约 600 k m
,

305 5 4 站位于贝加尔湖的东侧约

300 km
。

欧阳首承多年的实践表明
,

若巴尔克什湖

29 6 3 12 3 2 8 34 4 3 60 3 76 3 9 2 4 0 8 4 24 44 0

温度服

图 9 2侧场年 8 月 18 日 8 时 30 55 4 站 V 一 3口图

iF 乡 g V 一 3口山 a gr 别rn of 30 554 s at 廿。
a t s :

0() (2侧场 一 08 一 18 )

考虑 2 006 年的酷热
、

干旱问题具有全球性
,

与

历史记录相比也有其不同特征
,

借鉴欧阳首承运用

地球转速作长期预测的前期研究积累
,

根据网上公

布的最新信息
,

对 200 6 年夏季的高温灾害天气进行

了深人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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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地球自转资料分析
.

使用的地球 自转资料源于 IE R S 在互联网上公

布的及时更新的观测数据 [’ 〕 。

3
.

1 地球自转轴的章动资料

章动是天文学的名词 [’J
,

其含义是地球的自转

轴在空间的指向并不保持固定的方向
,

而是不断发

生变化
。

因为地球的自转轴在运行中有晃动
,

使极

点偏离正常位置而导致地球以摇摆方式运行
,

并影

响地球的转速
。

其中平稳于某一角度会利于转速加
J

决 ;频繁改变则会使转速变慢
,

导致或引发大气
、

海

洋乃至于地壳的非规则运动
,

或气流
、

海流和地壳的

非正常变化 ;若长期持续某种运动方式也会引发某

种持续形式的非正常 自然现象
。

尽管章动本身很

小
,

但由于地球的半径很大
,

所以章动力矩是很大

的〔’ ] 。

相应的地球转速也发生变化
,

配合地球半径

的尺度
,

其可变化的力矩也不应忽视
。

所以欧阳首

承一直对传统气象科学将地球转速作为常数的方法

持有不同观点
,

认为气象或地震等问题的研究不能

止步于
“

力学
” ,

而至少应当研究
“

力矩学
” 〔̀

,

’ ]
,

由

于力矩涉及了结构
,

这也是研究结构变化而引出结

构预测法的由来 [6〕 。

其中 v 一
30 图就是针对探空

的非规则信息而首先建立的区域灾害天气的结构预

测法
,

目前已经在某些业务台站投人 了业务应用
。

结构方法与传统方法的差别
,

就在于由传统的
“

力

学
”

体系深人到力矩的结构
,

并还包括了力矩的结

构变化
。

因此必然在运用地球的转速时
,

由传统力

学中的常数改为力矩的变数
。

地球章动和转速的非

规则
“

时序
”

信息
,

应当转化为结构信息
。

鉴于目前

多数业内人士还不易理解
“

时间不占有物质维和相

空间的非规则信息的结构化
” ,

这里仅列出
“

时序
”

信息的方式
,

至少可以使人们认识到大气变化的背

后还有另外的变化因素
。

图 12 是 2X() 5年 l 月 1 日至 2006 年 1 1 月 9 日

地球章动的
“

时序
”

图
。

由图 12 可见
,

200 5 一 200 6

年地轴章动幅度和频率的
“

时序
”

变化是非常明显

的
。

特别是 2X() 6 年以来
,

章动幅度不仅减小且趋于

平稳
。

章动幅度的减小意味着地球极轴的晃动减

小
,

从而利于地球大气纬向气流的盛行
,

这里的
“

纬

向气流
”

是指对流层上层大气
。

由于气流的补偿原

理
,

配合地转偏向力
,

必然引发西风回流的高空东风

层
。

回流的东风层因其逆滚流下沉而引发中
、

低层

大气的副热带高压
。

无疑
,

这已经将气象上流行的

以气压系统作为天气现象原因的提法
,

追溯到章动

和地球转速的变化
,

并可作为预测气压系统的原因
。

至少在业务应用上
,

东风层为预测副热带高压的进
、

退或加强
、

减弱等变化已经提供了有效的方法
。

作

为东风层的变化原因
,

又可以追溯到地球的章动和

地球转速变化的作用
。

目前人们还没有普遍认识到

非规则信息的意义和作用
,

多将其视为随机或不确

定而略去或消除 [,]
。

3
.

2 日长变化资料

图 13是 19 7 3 年 l 月 2 日至 20() 6年 8月 2 3 日

的地球 日长变化 LO D ( l
e n

加 of d盯 )资料
。

LO D

( m
s
)是指实际观测的每日时间长度减去 日平均时

间长度 86 4 00
5
的差值

。

由图 13 可见
,

33 年来

L O D 既有总体上的周期性
,

又有具体时段的非周期

性
。

20 00 年至 200 5 年 L OD 处于 比较短的时段
,

200 6 年 L O D有增长的趋向
。

地球转速 。 ( 林
r

掀
s
)与 OL D ( m

s
)的关系为 [ ’ 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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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一转轴在天极坐标上
x
方向的偏移量

也一转轴在天极坐标上 y 方向的偏移量

2佣 5 年 1 月 1 日至 2以场 年 n 月 9 日的

地球章动

R .g 12 hT
e e a rt h n u切灯on d ur 初 g

2佣 5 一 0 1 一 0 1ee -2 佣 6 一 11 一 0 9

051220图

ù、曰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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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73 19 76 19 7 9 19 82 19 8 5 19 8 8 19 9 1 199 4 19 9 7 20 0() 2 00 3 2 0 0 6

日期。 9 7 3一0 1一 0 2一2 0 0 --6 0 8一 2 3)

图 13 197 3 年 1 月 2 日至 2 00 6 年 8 月 23 日的

地球日长变化

还不清楚
,

或与其他星体的运行有关
,

这还有待

研究
。

地球章动
、

地球转速尽管是影响大气运动的因

素之一
,

但大气总体的变化是更重要的影响因素
,

一

般是通过配合大气结构的变化而引发灾害天气
。

变

化的大气结构
,

又以不同的滚流方式决定具体的天

气特征
。

故在运用非规则信息的同时
,

应当掌握某

种信息下对应的大气结构和将可能出现的变化趋

势
,

然后才能用好这种方法
。

这就是以地球转速配

合大气上层超低温的高层大气温度场结构
,

于 200 6

年 6 月初预测长江流域几乎没有梅雨 的主要依

据川
。

欧阳首承曾分别提前 3 个月做出 2 001 年四

川 9 月秋涝
、

200 2 年汛期全国无大灾的正确预测 〔川

和 2003
、

2 00 4 年汛期预测等①
。

正如人们所熟知的
,

长期预测相对于 目前的短

期预测而言应当是实在意义上的预测
。

因为一个月

以上的预测是无法作到初值外推的
,

也不能将天气

现象的原因只推给气压或高度场的天气系统
。

目前

气象界将长期预测归结为气候问题
,

而气候问题本

身曾流行统计的平均概念
,

所以长期以来气候学是

以统计学为基础理论
,

并延续了统计方法 ;随着系统

科学的诞生
,

又将气候学列为系统概念
,

但方法依然

没有摆脱统计的数学方法
。

实际上
,

长期预测也是

非规则信息的转换问题
,

只是其非规则信息不限于

大气自身
,

而应当考虑星体的变化信息
,

并涉及了变

化信息的结构转换 0[]
。

Fi冬 13 hT
e le n

gbt Of d a y du ir n g

1 97 3 一 01 一 02we -2 侧场 一 08 一 23

刀 = 7 2 92 1 15 1
.

4 6 7 064
一 0

.

8 4 3 994 809 L O D

( 1 )

由图 12 和图 13 的对比分析可知
,

20 06 年初到

目前
,

章动幅度更小且略趋于不变
,

L O D 则略有增

加或地球转速趋于减缓
,

配合地球
一
大气系统角动

量准守恒的约束
,

大气变化具有滞后性
,

则纬向气流

还将相对加快
。

按转速的短期减缓的大气滞后性
,

约 or ~ 巧 日
。

为此
,

据 200 6 年 8 月 19 日 (本文撰

写时 )所引用的 200 6 年 8 月 18 日信息
,

同时运用

8 月 18 日以前的信息作试预测
: 200 6 年 8 月底到

9 月初
,

大气东风层还不能完全退出重庆地区
,

而应

仍有 35 ℃ 以上的高温天气
,

事后实况检验是
: 200 6

年 9 月 4 日 2 0 时副热带高压退出重庆地区
。

作为存疑问题
,

地球章动
、

转速变化的因果关系

4 2 0 0 5 年与 2 0 0 6 年夏季的 L O D 比较

在地球
一
大气系统角动量准守恒的约束下

,

转

速减慢即地球角动量的减少会以大气角动量增加的

方式来保持动态平衡
,

所以固体地球的切向减速将

导致流体大气的纬向动量相对增加
,

中纬度大气纬

向运动速度加快
,

西风盛行
。

因此
,

地球章动
、

转速

信息具有超前性
,

可用于长期预测
。

图 14 是 2X() 5 年 1 月 l 日至 20() 6 年 8 月 2 3 日

的 LO D分布
。

仔细对比可以发现
,

总体上 200 6 年

夏季的 L O D 比 200 5 年夏季的 LO D 增大了
。

相对

应地
,

200 6 年地球转速比 200 5 年减缓
,

大气必然有

纬向风速加大
,

东风回流也相应加大
,

所以副热带高

压也强大
、

稳定而西伸
,

导致了川渝等地的持续干

旱
。

可以得到印证的是
,

图 3
、

图 4 的东风层不仅深

① 成都市气象局预测检验证明
.

成都
:

成都市气象局
,

2口又

44 中国工程科学



厚
,

风速也大
,

并为 1981 年起使用 V 一
30 图以来所

少见
。

图 3
、

图 4 不仅揭示了东风层的厚度
,

也可见

到东风的强度
。

nù户JO咤JO,`,l,1nU

的日ó00闷

一
0

.

5

一 1
.

0
1 2

2X() 5

6 7 8 9 10 11 12 1 2 3 4 5 6 7

20() 6

日期 ( 20() 5一 0 1一 0 1至 2 006
一 1 8一 3 )

图 14 2佣5 年 1 月 1 日至 2侧场年

8 月 23 日的 LO D

F i g 14 L O D d u ir o g 200 5 一 0 1 一 o l es -2 州场 一 08 一 23

限于网站公布的资料缺乏 19 62 年以前详细的

章动
、

地球转速的信息
,

所以无法进一步比较检验章

动
、

地球转速的效应
。

尽管按非规则信息的观点
,

历

史是不会完全重复的
,

但作为机理的探索
,

寻求其机

制关系而修改人类的知识构成
,

更利于改进预测

效果
。

由章动
、

地球转速的非规则变化性
,

不难看出大

气或天气变化的
“

无常性
” 。

这至少表明
,

变化的问

题必须研究变化的信息
,

或
“

无常的问题
”

不能运用

不变体系的理论和方法
。

科学也许是探索的过程
,

还不能完全等同于经过实践检验所构成的知识体

系
。

因为在探索的过程中往往受到人们意识的干

扰
,

所以真正成为知识体系应当是经过实践检验而

证实可以解决实际问题的认识
。

笔者有某些观点或

称为笔者的意识
,

与以往的思维意识可能有某些不

同
,

对错与否不在于理论观念的争论
,

而应由预测实

践来评判
,

因为实际问题的存在就是对传统理论或

观念的挑战
。

压系统而可直接预报天气
,

并已经在部分业务台站

投人应用了
。

2 ) 鉴于大气结构的调整相对于章动和地球转

速具有滞后性
,

因此章动和地球转速的变化可作为

大气变化的超前信息
。

据资料分析发现
: 2006 年有

明显的地球章动幅度减小和转速减慢
,

由此推测出

中纬度西风比往年强盛
,

进而使副热带高压强大和

稳定
。

这被 已经发生的部分观测事实所证实
,

如

200 6 年夏季冷空气滞留于 50
“
N 以北的高纬度

,

相

应的副热带高压西伸至 80
“
E 以西

、

北抬到 35
“
N 而

导致川渝等地的持续严重干旱
。

如果此发现再往复

地被今后的实践证实
,

则天气预测问题可以做到多

看出
“

两步棋
” ,

并实质上进人演化科学
。

3) 限于信息来源
,

此工作还只是探索性研究
,

前期虽然有长期试预测的实际应用
,

效果的实践检

验也仅是初步的
。

至今为止的信息取样
,

依然是按

规则化或拟线性化处理的
。

人们认识非规则信息
,

还有待知识构成的转变
。 “

非规则信息是变化信

息
”
[,] 直接冲击了概率宇宙观的随机性和牛顿以来

的初值外推的不变性
,

也不能列为
“

宿命论
”

的确定

性
,

对于物质不变的问题而提
“

确定性或非确定

性
” ,

已经是毫无意义的概念
。

信息的数字化表达

了信息的结构化
,

确定性概念必须建立在物质变化

的基础上
,

不变化的问题实质上没有预测意义
,

所

以
,

物质的演化或演化科学的预测问题直接挑战了

当代科学体系的确定和不确定认识观 〔’
,

” 〕
。

5 讨论

1) 运用东风层预测副热带高压
,

已经实践证实

是有因果关系的
,

并因其应用的有效性
,

可将传统上

的副热带高压系统作为天气现象的原因
,

深化到东

风层的变化和追溯到西风带的变化
。

这至少比目前

的跟踪式外推
“

预报
”

多看出
“

一步棋
” ,

在认识和方

法上实现了真正
“

预知未然
”

的预测
。

或可以说 由

传统的气压系统的跟踪式监测
,

进人到毋须通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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