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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半年磁扰与磁静后我国温度的变化

揭 鉴 初
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

本文应用 , ‘一 和 一 多两个时期内冬半年各月逐日 国际磁 情

指数
,

按照一定标准挑出磁扰和磁静两类关键 日期
,

然后用重迭时序法分析我国若

千气象台站在两类关键日期前后的温度变化 结果得到在磁扰和磁静后十天内我国

温度演变的具体过程
,

可以在我国冬半年中期温度预报中参考

三年前作者督尉渝过大磁暴之后我国温度的变化〔’〕 当时所取大磁暴的标准很 高
,

四十四年  一 中只挑 出 次大磁暴
,

平均每年还不到 次 而且大磁暴的出

现
,

在时简上分布很不均匀
,

有时在五年之内只出现一次 郎使在多的时候
,

五年之内也不

过出现 到 次〔〕 所以从我国中长期温度预报的实用观点出发
,

以大磁暴作为指标
,

虽然找到了一定的关联
,

但实际能够使用的机会是太少了 现在
,

我们一方面着眼于实际

应用
,

另一方面也希望了解一下一般性的地磁锡扰动和宁静之后
,

我国温度有些什么样的

变化 所以应用近十年来的国际破情指数
,

郎 的逐日数据 
,

从其中挑出磁扰和磁静

的关键日期
,

以便与我国温度的逐 日变化作些对比分析

从近几年来爵多人造地球卫星和宇宙火箭在外空对太阳辐射的观侧
,

进一步靓实了

太阳不断地抛射着等离子体云
,

郎所霭太阳风
,

也就是太阳所发射出来的微粒幅射 而且

发现每天太阳抛射出来的等离子体云平均速度与地磁塌扰动指数的相关程度很大 由

此靓明地磁塌的扰动
,

其主要根源确在太阳 因此
,

我们用磁情指数来简接代表太阳微粒

辐射侵入地球区域的张度变化是合理的

我俩从逐日 指数中挑取关键日的标准是这样的 的攀值达到  以上
,

或者在

两天之简 的增量达到 以上者
,

郎取为磁扰关键 日 另外
,

的谷值低于
,

而且

建值几天 值皆此较小的时候
,

取为磁静关键日 并取前后两次磁静关键日的相隔时简

大于半月 因此
,

任何一个月内挑出的磁静关键 日最多不会超过 次 按照这样的标准

挑出的磁扰和磁静两类关键日期
,

比习惯上从任何一月限定挑 出五天磁扰和五天磁静的

为佳 因为不同月份磁扰的强度不同
,

用限定五天的取法
,

往往在这一个月已定为磁扰的

日期
,

其磁扰孩度对另一个月来税
,

便不够定为磁扰 日期了 因此
,

我们觉得道接采用地

磁台所定出的每月各五天磁扰和磁静日期来作为研究用的关键 日期
,

并不是很理想的

根据上述标准
,

我们在 一
、

一
、

一 三个冬半年中共挑 出

本文 年 月 日玫到
,

同年 月收到修改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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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磁扰关键 日和 次磁静关键 日
,

平均每月出现两类 关键 日期 合舒豹 为 一 次
。

分一 年正当天阳活动十分弦盛的时期
,

也正好是太阳黑子十一年活动周期第十九

周中攀值的前后 另外又在十九周谷值年 的前后
,

郎在 , 一 , 这三年中 除

去 一 各月 用上述同样标准挑 出 次磁扰关键 日 并以逐 日 指数谷值低于 者
,

取为磁静关维日
,

共挑得 次 以便进行对比分析

我国的温度查料
,

, 采用广州
、

显明
、

上海
、

汉口
、

重庆
、

成都
、

西安
、

兰州
、

太原
、

济南
、

北京
、

呼和法特
、

酒泉
、

扁鲁木齐
、

沈阳
、

哈尔滨等十六个台站的逐 日平均温度查料 另外

还用了国内若干高山和高原台站的温度查料
,

如阿尔山
、

补建山
、

华家岭
、

华山
、

省山
、

寨

山
、

五台山
、

天目山
、

太华山
、

衡山
、

峨嵋山
、

黄河沿等十二处 本文着重衬洽前十六个台站

温度查料的分析桔果

二
、

我们用重迭时序法 们分别对两类关键日期前一天到后十一天各站的温度进行分析
,

得出每站在关维 日期前后共十三天内温度的变化曲技 然后把温度变化趋势近似的台站

合井处理
,

得出代表某些地区的在磁扰和磁静前后十三天内的温度平均变化曲核 图

便是 , 一 年三个冬半年内 次磁扰关维日前后的温度变化情况 图 中 表示

岛替木齐和酒泉二站共 站次的平均枯果
,

表示哈尔滨和沈阳二站也是 站次的平

均枯果
,

是呼和浩特和北京二站 站次的平均拮果
,

是兰州
、

西安
、

太原
、

济南四站共

站次的平均拮果
,

是成都
、

重庆
、

汉 口
、

上海
、

广州五站共 站次的平均枯果 唯

有 代表显明单站 站次的平均拮果

从图 可晃
,

我国广大地区在磁扰关键日后的十天之内
,

温度的变化具有共同的特

点 郎在其后 一 天之内先有一次降温现象
,

然后有一次温度回升
”
降温以在

, ,

三条曲核上比较明显
,

升温 以东北二站 曲枝 最为突出 至于昆明
,

降温并不明

显
,

升温的时简也更加落后了 磁扰后温度低谷到高攀的差值分别为
, “ ,

, , , “ ,

 智为摄氏温度 由此可以欲为
,

磁扰的影响
,

亦郎太

阳粒子流幅射增孩达到高攀后十天内对我国温度的影响
,

平均可以达到 度

我俩再从十六个台站分别检查每站 次磁扰关跳 日后的温度情况
,

看屯在平均温度

低谷 日期的温度低于平均温度高篆 日期的
,

究竟占 次中的多少次 检查的枯果如下

广州 上 海 成 都

昆明 重 庆 汉 口

太原 。 岛替木齐 哈 尔 滨

西安 济 南 沈 阳

酒泉 兰 州 呼和浩特

北京

磁静关链 日的挑取标准
,

在 一 年和 一 年咯有差另

沮度资料皆由中央气象局资料室所供给
图 中且双实线联结各条沮度曲线上的波谷

,

叉以盛线联绪波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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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图

可晃在 次磁扰关键 日后
,

各站一般有 一 次在平均温度低谷 日期的温度比高攀日

期的温度为低 就是靓
,

我们如果应用上述拮果来进行我国温度的 中 期预 报的 箫
,

有

一 务的把握可以预测各站在磁扰后 一 天内的温度将比 一 天内 的温度 为 高

如果在某次磁扰后 一 天实况已趣出现降温
,

 其后 一 天内将有温度回升的把握就

更大了 单凭这一条
,

只能作为未来十天内温度趋势顶报的定性规

图 为太阳活动十九周内谷值前后三年 一 匀 次磁扰关键 日后我国各地

区温度变化的状况 图 中六条曲袋所代表的台站与图 相同 值得注意的是
,

图 中

各条曲钱的变化趋势和图 中相当的各条曲拔的变化趋势比较一致 这就意味着不渝在

太阳活动高值年还是在低值年
,

磁扰关键 日之后我 国温度的演变具有共同的过程 但在

图 中磁扰后 一 天的降温和其后的温度回升
,

相隔时简比图 中稍短
,

而且图 中在

一 天出现的一个小波攀也比图 中显明 另外在关键 日后 一 天还出现了第二次波

谷

图 和图 为 一 年 次及 一 , , 年 次磁静关键 日后我国温度演

变的平均状况 两图中各条温度曲袋代表的台站也和图 相同 图 中表现出来的共同

特点为磁静后各地温度有一个速疲下降的趋势 显明除外
,

一般在关键 日后第 一 天出

现低谷
。

但在 和 曲袋上
,

在低谷之后温度稍晃回升后又糙疲下降 在关键日后 一

天内降温较弱
,

并在第 一 天出现一次微弱的温度波攀 对比图 和 图 中各 条相应

的曲袋
,

可兑磁扰和磁静后我国温度演变的趋势大致相反 这和我们以前的研究桔果一

致 但是
,

图 和图 的相反程度井不明显 不过图 上的温度演变
,

除昆明以外基本

上为一个波动
,

图 上只有二个波动

应用 尹检验闭
,

上页所列 站 中有 站 带 号的四站除外)的显著程度已经达到 , % 的信度以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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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图 斗

我们仍从十六个台站分别检查 1956一1959 年时期内 17 次磁静关健 日后平均温度高

攀 日期对低谷 日期在每一次中的温度差
,

温差符号为正的所占次教如下
:

广州 13/17 上 海 11/17 成 都 11八7

显明 10/ 17 重 庆 11/17 汉 口 1 2 / 17

大原 11/17 岛替木齐 11/17 哈 尔 滨 11/17

西安 10/17 济 南 10/17 沈 阳 10/ 17

酒泉 11八7 兰 州 11/17 呼和浩特 10八7

北京 11八7

由 此可见
,

磁静后在我国出现的一次降温
,

一般有 60 一75拓的机会是会在各地出现的
.

这对我国中期温度预报方面也可以作为一种植报的参考指标
.
至于磁静后降温的平均孩

度
,

从图 3 上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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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兑磁静后在

我国北方降温的平均兹度可达 2一3 度
,

比图 1 中磁扰后的温度变动还要大些
,

这和图 3

中的次数比图 1 中少可能有些关系
.

图 s a一f表示 19, 6一1959 年时期内冬半年 30 次磁扰后我国温度变化的平均分布状

况
.
图 sa 为磁扰关键 日减去其前 2 天的变温分布

,

可兑我国当时除西南和东北局部地区

之外
,

全国普遍出现增温
,

增温中心在黄河中游
.
图 5b 到图 5f 分别为磁扰后第 2

,
4

,
6

,

8
,

10 天减去关绝 日的变温分布
.
可觅在磁扰 日的增温区

,

到其后第 2 天已向我国南方推

进
,

范 围缩小; 同时在我国北方开始出现降温区
.
磁扰后第 4天降温区向我国南部扩大

,

同时在东北和西北出现另一个增温区
.
磁扰后第 6 天

,

我国北方的增温区加弦
,

甫方的降

温区4l] 减弱
.
磁扰后第 8一10 天 (图 5e 一f) 我国普遍出现增温区

,

增温中心AlJ 自北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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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推进
.

图 6 a一f表示 1956 一1959 年时期内冬半年 17 次磁静后我国温度变化的平均分布
.

图 6a 为磁静关键日减去其前 2 天的变温
,

可晃我国除西北及华南外
,

主要为降温区
,

降温

中心一在华中
,

一在东北
.
图 6b 到图 6f 分别为磁静后第 2

、

4

、

6

、

8

、

10 天减去关 键 日 的

变温分布
。

在这几张图中
,

除我国西部地区以外
,

全国告持疲出现降温区
.
对比图 5 和图

6 中各相应日期的变温分布
,

也可以看出变化相反的明显特点
.

三
、

现在我佣再挑出儿个高山站的温度变化情况来看一看
.
图 7 中六对曲技分别表示补

速山 (A
,

3 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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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0 0

“
1 2

‘

E
) 华山 (B

,
3 4

0
2 5

‘

N

,
1 0 9

0
5 7

‘

E
) 泰山 (e

,
3 6

0
0 9

,

N

,
1 1 7

0
1 5

‘

E
)

衡山 (D
,

2 7
“
1 5

,

N

,
1 1 2

“
4 ,

‘

E
) 峨嵋I力 (E

,
2 9

0
2 5

‘

N

,
1 0 3

“
2 1 ,E ) 和 黄 河沿 (F

,
3 4

“
2 4

,

N

,

9 8
“
3 1 ,E ) 在 19, 6一1959 年时期 内冬半年 30 次磁扰关键日 (图中实拔)和 17 次磁静关键

日(图中虚拔)前后的平均温度变化
.
图中注明 M 的横袋为 一3 天到 + 11 天的平均温度

核
,

在 M 袋上面和下面的另外四条横袋
,

告注明 s
,

其中二条实搔表示磁扰期简温度变化

的正食标准偏差
,

二条虚拔则表示磁静期简的正食标准偏差
.
温度变化的振幅超过标准

偏差的范围
,

郎作为显著性较大来考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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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从图 7 可兑
,

我国高山和高原台站在磁扰和磁静前后的温度变化基本上和我国平原

台站的情况大致相同
.
郎在磁扰后先有一次降温

,

然后 出现一次温度回升;在磁静后总的

趋势为降温
,

但有 2一3 次小的温度波动
.
至于处在青藏高原上的黄河沿

,

侮拔高度已挺

超过四千米
,

它在磁静后的降温趋势并不明显
,

但 3 次温度波动仍很明显
.
磁扰和磁静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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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后温度变化的相反趋势在图 7 中也十分突出
.
例如在泰 山 ( 图 7 c )

,

从 一3 天到 + 5

天这九天内
,

磁静时温度着为正偏距
,

而磁扰时AlJ 几乎皆为食偏距 ;十6 天到 + 11 夭4lJ 情

况完全相反
.
另外在海找高度超出三千米的峨媚山 (图 7 E )又有一个特点

,

郎从 一 2天

到 + , 天磁静和磁扰期简的温度变化趋势是一致的
,

+ 5 天以后方才两者趋势相反
,

而且

在磁静关键日的温度正偏距比较突出
.

图 8 和图 7 的内容相同
,

只是代表太阳活动低谷三年(1953一195 5 )的情况
.
从图 8

可兑
,

在太阳活动衰弱年份磁扰后我国高山站的温度变动一般比较小
.
图 S C 寨山一站

,

由于祝录不全
,

做的次数比别的站少(磁扰只 14 次
,

磁静只 21 次)
,

所以显得变动大一些
。

至于磁静后的一次温度回升
,

除黄河沿以外
,

管比校突出
,

这和太阳活动旺盛年份(19 56 一

19 59 )磁静后的情况顺有出入
.
这就暗示我们

,

在太阳活动旺盛年份与衰弱年份
,

郎使都

在磁静期简
,

太阳抛射粒子流的速度和孩度还可能有被大的差别
,

使得粒子流作用于大气

的效果也就有不同
.
此外

,

图 8 中各站磁扰前后温度变化的标准偏差一致比图 7 中的标

准偏差为小
,

只有泰山由于次数不同出现例外
.
不希在图 8还是图 7

,

海拔校高的峨媚山

和黄河沿二站
,

其温度变化的标准偏差都显得+ 分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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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根据以上分析
,

我俩可以得到这样几点拮果:

(1) 在太阳活动旺盛的年份和衰弱的年份
,

磁扰后十天内我国的温度变化有一共同

趋势
,

郎先有一次降温
,

然后出现温度回升
.

(2) 在太阳活动旺盛年份和在衰弱年份
,

磁静后十天内我国温度变化的趋势就不一



期 杨鉴初: 冬半年磁扰与磁静后我国温度的变化 227

样
,

前者我国温度普遍降低
,

后者则 出现一次明显的温度回升
.

(3) 在太阳 活动旺盛年份
,

磁扰和磁静后十天内我国温度变化趋势基本上相反
。

(
4

) 磁扰和磁静后十天内的温度变化
,

不萧在我国平原台站还是高山台站
,

具有共同

的演变趋势
.
这些温度演变趋势可以在我国冬半年温度中期预报方面提供依据

.

致黝: 本文计算工作大部由谈新彩同志担任
,

绘图由刘克武
、

曹佑思
、

刘元壮两位同志担任
,

特此

表示感瀚!
‘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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