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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利用 ∗ 年资料 以统计分析的方法 对太阳黑子与南海季风!北京地区降水的相

互关系进行了初步探讨 发现太阳黑子的极值年与南海季风暴发的迟早有明显的对应关系∀ 太阳黑

子数与北京地区降水量呈反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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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太阳黑子的活动有准周期性 其中较强

的周期有 ! ! 年等∀ 太阳黑子活动异

常是引起大气活动异常的原因之一 但是由

于影响大气运动复杂因素的相互抵消 有时

掩盖了其作用 在南海季风和北京地区降水

的预报中 太阳黑子活动因素还没受到广泛

重视∀南海季风具有独特的变化规律 是亚洲

季风区独立于印度季风的另外一个季风环流

系统≈ 其暴发直接影响华南与江淮流域的

暴雨 不仅为我国两广!江淮流域!台湾地区

和日本的汛期降水提供了主要能量与水汽来

源 而且还能通过遥相关影响东北太平洋和

美国等地区∀北京地区降水的多少 直接影响

着国家对外的政治活动及首都人民的生活

因此对它们的研究是十分必要的∀

1 太阳黑子极值年与南海季风暴发

资料统计表明 太阳黑子的极值年与南

海季风 指南海北部西南季风 下同 暴发时

间有着一定的相关关系≈ ∀

太阳黑子峰值年南海季风暴发时间

偏早∀ ∗ 年太阳黑子准 年周期

的峰值年出现在 ! ! ! !

年 与其对应的南海季风暴发时间分别

为 月第 候 月 日 ! 月第 候 月

日 ! 月第 候 月 日 ! 月第 候

月 日 ! 月第 候 月 日 较常年平

均暴发时间 月第 候 偏早∀ 年中在第

候以前暴发的有 年 历史拟合率为

∀ 太阳黑子出现的高值年份 南海季风

暴发时间较常年偏早∀ 表 给出了 ∗

年太阳黑子数大于 的年份中南海

季风暴发时间早于 月第 候的有 年 历

史拟合率为 ∀

太阳黑子谷值年南海季风暴发时间

偏晚∀ ∗ 年太阳黑子谷值年出现在

! ! ! ! 年 与其对应的

南海季风暴发时间分别为 月第 侯! 月

第 候! 月第 候! 月第 候! 月第

侯 较常年平均暴发时间偏晚∀ 年中在第

候以后暴发的有 年 历史拟合率为

表 1 1968∗ 1998 年太阳黑子数大于 100 的年份与

南海季风暴发时间

太阳黑

子数

南海季风

暴发日期

太阳黑

子数

南海季风

暴发日期

月 日 月 日

月 日 月 日

月 日 月 日

月 日 月 日

月 日 月 日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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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年太阳黑子数 实线 与北京地区年降水量 虚线 的关系

图  ∗ 年太阳黑子数 实线 与北京地区汛期降水量 虚线 的关系

∀太阳黑子出现的低值 小于 年份

其南海季风暴发日期也多数较常年偏晚∀

2 太阳黑子极值年与北京地区降水

据 ∗ 年资料统计分析发现 太

阳黑子数与北京地区降水具有反相关关系∀

当太阳黑子数的变化曲线呈下降 减少 或上

升 增加 趋势时 与其对应的北京地区年降

水量及汛期降水量变化曲线均呈上升 增加

或下降 减少 趋势 图 !图 历史拟合率

均为 ∀

太阳黑子的峰值年 北京地区年降水

量偏少 汛期降水量也偏少∀ 与 ∗

年太阳黑子峰值年对应的北京地区年降水量

分别为 ! ! ! ! 平均为

较常年平均值 偏少

北京地区汛期降水量分别为 ! ! !

! 平均为 较常年汛期

平均值 偏少 表 ∀北京地

区年降水量较少的 汛期降水量较

少的 均出现在太阳黑子峰值年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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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黑子的高值 大于 年 北京地

区全年与汛期降水量较常年偏少 表 ∀ 北

京地区年平均降水量为 较太阳

黑子常年偏少 汛期降水量平均为

较常年的降水量偏少 ∀

表 2 1951∗ 1998 年太阳黑子极值年北京地区平均

降水量

年降水量 汛期降水量

太阳黑子峰值年

太阳黑子谷值年

太阳黑子常年

太阳黑子谷值年 北京地区年降水量

偏多 汛期降水量也偏多 谷值年为 !
! ! ! 年 对应北京地区年

降水量分别为 ! ! ! !
平均为 表 较太阳黑子常年的降

水量偏多 汛期降水量分别为 ! !
! ! 平均为 较常年

偏多 ∀年降水量较多的 汛期降

水量较多的 均出现在太阳黑子谷

值年 年 ∀ 太阳黑子出现的低值 小于

年份 北京地区年及汛期降水量也偏多∀
年平均降水量为 多于常年

汛期降水量平均为 多于常

年 ∀
∗ 月太阳黑子数为峰值的年有

! ! ! ! 年 对应北京地

区汛期降水量分别为 ! ! ! !

平均为 较太阳黑子常年的

降水量偏少 ∀ ∗ 月太阳黑子数大于

的年份 对应北京汛期降水量平均为

较常年偏少 ∀ 当 ∗ 月太

阳黑子数为峰值时 预报北京地区同年汛期

降水量小于 历史拟合率为

∀ 当 ∗ 月太阳黑子数大于 时 预报

北京地区同年汛期降水量小于 历

史拟合率为 ∀

∗ 月太阳黑子数为谷值的年有 !

! ! ! 年 对应北京地区汛

期降水量分别为 ! ! ! !

平均为 较太阳黑子常年的

降水量偏多 ∀ 当 ∗ 月太阳黑子数为

谷值时 预报同年北京地区汛期降水量大于

历史拟合率为 ∀ 当 ∗

月太阳黑子数小于 时 预报同年北京地区

汛期降水量大于 历史拟合率为

∀

表 3 1960∗ 1998 年太阳黑子数大于 100 的年份北京地区降水量

  平均

太阳黑子数

年降水量

汛期降水量

3 南海季风暴发与北京地区降水

通过对 ∗ 年资料统计分析 发

现南海季风暴发时间与北京地区降水量存在

一定的对应关系∀

南海季风暴发时间偏早 月 日

之前 时 北京地区 ∗ 月!汛期及年降水量

均偏少 分别较常年偏少 ! 和

表 ∀ ∗ 月降水量最少的为 汛

期降水量最少的 年降水量最少的

均分别出现在南海季风暴发较早的

年 月 日 ! 年 月 日 和

年 月 日 ∀

南海季风暴发时间偏晚 月 日

以后 时 北京地区 ∗ 月!汛期及年降水量

均偏多 分别较常年偏多 ! 和

∀ ∗ 月降水量最多的 汛期降

水量次最多的 年降水量次最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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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出现在南海季风暴发较晚的

年 月 日 ! 年 月 日 及

最晚的 年 月 日 ∀

表 4 1968∗ 1997 年南海季风暴发时间与北京地区

平均降水量 µ µ

南海季风

暴发时间

∗ 月

降水量
汛期降水量 年降水量

月 日以前

月 日以后

常年

4 分析

通过以上资料统计分析 发现太阳黑子

极值年与南海季风暴发时间的迟早有明显的

对应关系 与北京地区降水呈反相关 故南海

季风暴发的时间与北京地区降水也有一定的

对应关系 这与统计分析南海季风暴发与北

京地区降水资料所得出的结论是完全一致

的∀

太阳黑子数是太阳活动最有代表性的变

量之一 而太阳活动和地球大气的相互作用

对天气!气候产生影响∀美国学者 ∏的

研究指出≈ 从地球表面温度的长期变化而

言 在 ∗ 年 太阳黑子峰值年时的

温度要比谷值年低些 从 ∗ 年期

间 北半球的平均温度在太阳黑子峰值年附

近最低 谷值年附近最高∀已经观测到的太阳

常数值和黑子数之间有着明显的相关 可粗

略的说太阳黑子的活动对地球得到的太阳辐

射是有明显影响的 这种影响导致了地球表

面温度和气压的变化 从而使温度梯度和气

压梯度改变 伴随而来的是大气环流的变化∀

大气环流的变化起源于气压的空间再分

布∀地面和 ° 高度上对应与 年黑子

周期气压变化的全球分布 有一种驻波型解

释了由所有经度平均得出的纬度效应 在这

些经度上大约从纬度 度向极地 高压高于

平均值 而赤道与副热带则低于平均值∀热带

与副热带气压场的变化 对南海季风暴发及

北京地区降水有着明显的影响∀研究表明≈

副热带高压过强西脊点偏西 主体偏南时 副

热带高压南侧的东风气流易在其西侧转为西

南气流∀有利于南海季风的早暴发 不利于北

京地区降水∀

5 结语

太阳黑子极值年与南海季风暴发的

时间有一定的对应关系∀ 峰值年南海季风暴

发时间偏早 谷值年 偏晚∀

太阳黑子极值年与北京地区降水有

一定的相关性∀ 峰值年北京地区降水量均偏

少 谷值年北京地区降水量均偏多∀

南海季风暴发时间与北京地区降水

有较明显的相关关系∀ 南海季风暴发的时间

偏早时 北京地区 ∗ 月!汛期及年降水量

均偏少 反之 均偏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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