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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带太平洋地热散量与厄尼诺事件
’

刘厚赞 刘梦玉

(山东省气象台)

国内外有关专家从海气间相互作用对厄尼诺事件进行了有益的探讨
。

认为与厄尼诺有关 联的秘鲁

海岸外的海面温度上升
,

是由于东南信风减弱而引起 的冷水上翻的 减弱 (B jer kn es
,
1 9 66 ; w o os te r 和

G u ille n ,
1 9 7 4) [ ‘’。 然而

,

E
.

M
.

R a s m u sso n 等指出
,

日界线以东(1 4 0一 17 0 Ow )沿着赤道
,

风距平出现

的东西减弱不是在厄瓜多尔一秘鲁沿岸海温正距平之前
,

而是在它之后山
。

C
.

S
.

R a m ag e 等通 过统计
,

在单侧检验 15 %的水平上没有拒绝海面温度与风速无关的零假设
。

认为人们必 须抛弃 厄尼 诺 时期秘

鲁海面的风异常弱的想法〔‘〕。

近代海底探测表明
,

在太平洋东部
,

大约 90
。

一18 00 w 范围内是一条近似南北向的海岭
,

海岭中央

有一 条很深的中脊裂谷
。

地下岩浆顺中脊裂谷上侵形成新的海底
,

因而沿洋中脊有剧烈的海底火山和

海底热液喷发活动
,

是地热释放的窗口
。

发生在赤道东太平洋海温异常增暖的厄尼诺事件
,

可能与这

一地热排泄口大量的地热释放有关
。

1
.

从太平洋海温分布特征看地热散童对海水温度的影响
。

我们根据美国 19 82 年出版的世界海洋水文图集内
,

以及由国家海洋情报所提供的 太平洋各层梅

温资料
,

对太平洋海温分布进行分析
,

发现赤道太平洋地区表层海温西部高于东部
,

而深层海温却东

部高于西部(图略)
。

暖中心从表层到深层 自西向东倾斜(表1 )
。

表层 29
.

SOC的暖中心位于 205
,

150
O

E 附

近
。
3 0 00 m 深处暖中心东移到 1 1。

。

w 附近
,

拾东太平洋中隆与太平洋热点相对应有三个> 1
.

6℃的暖中

心
,

恃别是在东太平洋赤遭附近
,

海温受洋壳热散量影响尤为显著
。

在这一地区海水温度梯度特别小
,

在深层随深度增加
,

海温不但不下降
,

反而异常升高(表 2)
。

表 1 赤道太平洋地区海水各层暖中心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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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 地热徽t 盆度抚动对表层海盆影响尺度估计

考虑一个水平层中的海水
,

在顶部均匀的受热而底部冷却
。

由于热膨服密度向上递减
,

海水处于

重力稳定状态
。

在不考虑漂流的情况下
,

海水无运动
。

如在这层海水的底部外加一个温度扰动
,

致使

非均匀的冷却时使出现密度的水平差异和垂直差异
。

在浮力和不稳定能量的共同作用下
,

海水发生垂

*
本文于 19 8 8 年 9 月 2。 日收到

, 1 9 89 年 3 月 2 2 日收到最后修改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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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运动
,

它是在克服粘滞性和传导性的耗散中被维持的
。

我们根据温度扰动方程〔‘, ,

可粗略地估算出

海底温度扰动对表层海温影响的时闻尺度
。

设东太平洋表层海温为 20
OC

,

海底水温为 。
.

C
,

水深 3 0 oo m
,

当海底火山喷发时底层产 生 的温 空

扰动为 100 。, C
。

可求出这一提度扰动的上传速度 w 、 Ic m / s ,

则三天左右这一强温度扰动便可影响到海

面
。

若海底由热液喷发产生 3 0 00 c 的温度扰动
,

大约 10 天左右则可影响到海面
。

由此可见
,

持续三天

以上的海底火山活动以及持续 10 天以上的海底热液喷发
,

都可对表层海温产生影响
。

实际上
,

一次强

海底火山活动可长达数月
,

海底热液喷发可持续一年以上
,

它们足可以对表层海沮产生持续性影响
。

另外
,

若海底滋出 Ik m .

的岩桨
,

可使几十万平方 公里 表层 20 m 的海沐温 度升高 1一2℃
。
1 81 5

年 4 月 5 日塔姆博拉火山一次喷出物多达 3 18 k m . [ . 1 。

1 7 83 年 6 月 1 1 日大 西洋中脊在 长 16 K m 的一

条裂缝上
,

岩浆从 22 处同时涌出
,

流出的岩浆超过 12 。亿 m . 。

同时
,

在其附近的海底喷出的熔岩形成

一座火山岛
,

浮石和火山灰友盖了距火山喷发区 150 K m 的海面间
。

赤道东太平洋洋脊扩张速度为全球

之冠〔‘, ’〕,

而且是太平洋中脊裂谷与沿赤道方向延仲的加 拉帕戈斯裂谷相交的三合点以及加拉帕戈斯

热点等地热排放 口构成的特殊地质部位
。

这一地区海底火山和深海热泉活动特别颇繁剧烈
,

强烈的地

热释放足可以对海表产生千公里尺度以上的温度影响
。

3
.

19 8 2
一
理g分3

,

! 8 5 6 ~ 19 87两次强厄尼诺事件前的火 山活动及海 底热液喷发

1 9 8 2 一 1 9 8 3 发生 了本世纪最强的一次厄尼诺事件
,

在这次厄尼诺事件发生前
,

热带太平洋地区火山

活动异常剧烈
。

据徐群 [5 3提供的资料
,
1 月 l峨日帕甘(p a g a n )火山(1 5

.

1 , N
,
1‘5

.

a
O

E )首先 开始大喷发
,

峨月 5 日加隆贡(G a L u n g g u n g )火山(7
.

2 5
, s ,

1 0 8
.

1
,
E )也喷发起来

。

与此同时
,

位于太平洋东岸的埃

尔奇琼 (E L
·

C h ieh o n )火山(i 7
.

sON
,

g s
.

Z
O

W )3 月 2 8 日至 4 月 4 日发生 T 连续性的大 喷发
.

在短短四

个月的时间内
,

赤道太平洋及附近地区连续三处火山大喷发
,

这在 历史上是极其罕见的
。

据 18 83 年

以来的资料[.1 统计
,

1 98 2 年是近百年来这一地区火山活动最强烈的一年
。

特别是埃尔奇凉火山是近百

年来仅次于克拉卡托的一次非常强烈的火山活动〔g〕。 不仅火山喷出物会对海温产生影响
,

而且在火山

喷发前后
,

上涌的岩浆可沿狭窄的裂缝水平侵人达数百公里
。

火山喷发区周围相当大的地区地热散量

都会增加
。

19 5 2 年 e y a n a 号潜艇在埃尔奇琼火Llr以西的太平洋中 脊(2 1 0
。

一 1 0 5 ,

W
,
1 2

,
4 1

’

一1 2 , 5 2
’

N 及

21 一N附近)发现有强烈的海底热液活动
。

从海底喷出的海水温度高达 3 8 0a c 士 30
O

c[
’”〕。另外

,

在赤道西

太平洋马里亚纳海槽也发现了两条异常高热流带和热液小丘〔” 〕。 我们利用美国 K w E c 报提 供的太平

洋 s o
O

N 一 10
,

s
,

ssr 资料(以下 ssT 资料来源同 )
,

对 1 0 8 2 年太平洋so
O
N一 1 0 0 5 范围内海温距 平分析

发现
,

海温最大正距平中心首先出现在这些火山喷发区或海底热液活动区附近(图1 )
。

这些在火 山或热

液活动区形成的暖水团
,

沿海流方向移动
、

扩展
、

合件加强
、

发展成为 1 9 8 2一 1 98 3 强厄尼诺事件
。

1 9 5 6 年 1 月 1。一 2 3 日
,

福德冈之场 (2 4
,

N
,

1 4 z
O
E 附近 ) 海底火山喷发 [ ,

”
,

从海中喷出的黑色

水性高出海面 4 00 一 se om
.

喷出的黑烟高 3 0 0 0一。0 0 0 m
。

我们对 1 9 8 6 年太平洋梅温分析 发现
,

1 9 8 6 年

1 月太
·

两羊sS T 最大正距 乎中心之一就出现在这一火山喷发区和海底热液活动区的附近 (图 2 : )
。

另外

白 1 9 8 2 华埃尔奇琼火 ilJ 爆发前后
,

热带太平洋东北部地热欲量增加
,

1 982
,

1 08 4 和 1 9 8 6 年在热带太

平洋东北部
,

太平洋中夺附近多处观测到海底热液 l资发活动
。

我们对太平洋 ss T 距平分析 发现
,

自

1 0 8 2 年在 10
。

一 3D
O
N

,
1 35

。

一 10 。
。

w 范围内时强时弱一直保持着一个 ss T 正距 平区
。

特别 是 1 9 8 5年

s 月
,

在 4 4
0
4 9 !N

,
1 3 0

门
一4

‘

W 又发现一强海底热液活动区二‘” ’‘1 。 自1 9 8 6 年 8 月开始
,

在 4 5
J
N

,
1 3 0

O

W 这

一热液活动区海表 sS T 正距平面积迅速扩展
,

强度逐渐加强
,
1 9 8 6 年 10 一11 月中心强度达 到 3

.

I
O

c
。

这一暖水团沿加里福尼亚洋流向南伸展 与热带太平洋热液活动区暖水团连成一片
,

使整个东北太平洋

形成一强大的 ss T 正距平区
。

这一东北太平洋强暖水团
,

沿北赤道流向西南伸展与 山福得冈之场海底

火山区东移的暖水团东北西南向连成一片
,

然后在赤道附近逐渐向东南方向扩展
,

发展成为 1 9 8 6一 1 9 8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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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b 1 98 6 年 11 月太平洋海温距平〔说明同图 Z a)

吸厄尼诺事件 (图 Z b)
。

4
.

厄尼诺 . 件与火山及地 , 关系 统计

表 3 赤道太平洋地区》 7
.

。 级地震次 我们根据张先恭等 编制的 15。。一1 9 7。年全 球火

数与厄尼诺年的关系 山喷发年表和徐群的 1 88 3 一198 2 年北半球火山 灰全
,, 代

{{{
. , 次 ,

⋯⋯{
年““ 地 , 次 ,

⋯⋯⋯⋯
年““

111 9 0 111

⋯{
·

⋯⋯}
1。。12 888

l
·

⋯⋯
1 9 5 555

111 9脸脸

}{
‘

{{{}
孟;;;

)2 999 4 .

}}} 19 5 666

111 9 0 333

⋯{
二

⋯⋯
{1 1 999,3 000

! {{{
1 9 5 777

111 90 444 1 3 _

1}}}1 1 999!3 111 3 }}} 19 5 888

111 90 555

{ 登
’

⋯⋯
11 1 99913 222 5 _

lll 19 5999

111 9 0666

} 至
_ _

⋯⋯
11 1 99913 333

}
’

}}}
19 6000

111 的777 ! 5” 一一11 1 日日)3444 5
.

}}} 19 6 111

111 9 0公公 1 3 111

}}};;;
)3 555 6 .

!!! 19 6 222

111 9 0999 ! 0 一一11 1 555!3 666 5 .

}}} 1 9 6333

111 9 1000 1 2 一一

⋯⋯⋯⋯
13 777 6 111 1 9 6 444

111 9 1111 1 0 _____ ,3 888 2 }}} 1 9 6 555

111 9 1222 1 4 -----
卜3 999 4 .

{{{ 1 9 6 666

111 9 1333 1 2 一一一 ,4 000 5 _

{{{ 1 9 6 777

】】9 1 444 } 6.
.....

冲4 111 8 , 111 1 9 6 888

111 9 1555 l 22222 )4 222 4 一一
1 9 6 999

111 9 1 666

{
’’’ 诊4 333 555 1 9 7 000

111 , 1 7777777 劲4 444 1 ... ,

1 9 7 111
111 9 1扭扭扭扭 沙4 555 222 一

1 9 7 222

111 9 19999999 〕4 666 l
...

} 1 97 333

111 9 2 0000000 刃4 777 111 } i , 2444
111 9 2 1111111 )4 88888 { 1 9 7 555

111 92 2222222 子4 99999 { 1 9 2怪怪
111 9 2 3333333 〕5 00000 } 1 9 2777
111 92 4444444 子5 11111 } 1 9 2888

111 92 5555555 〕5 22222 1 1 9 7 999

111 92 6666666 ; 5 33333

⋯
‘”“。。

二二92 7777777 )5 4444444

健

注
: . 农示厄尼诺年

表示强厄尼诺年

海底产生许多裂缝
,

这不仅易触发海底 火山嘴发川
,

尹

而且易使海水沿裂缝下侵
,

形成海底热泉
。

这可能

是历史上地瓜与厄尼诺事件有较好对应关系的 原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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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块运动对大洋壳内热液对流 圈演化的影响
,

国外地质
,

1
,

11 一 12
,

1 9 8 8
。

〔12 〕小坂丈予
,

伊豆小笠原储岛近海忆拓汁 乙海底火山活动 七乙刃温泉化 学的 研究
,

温泉 科学
,

36
,

75 一巧
,

1 9 8 6
。

〔13 〕J o e C a n n a n d R o s S t r e n s
,

V e n t in g e v e n t s in h o t w a t e r
,

N 二t u r e一 I n t e r n at io n a l W e ek ly Jo u r n al o f-

S e ie n e e
,

3 2 9
, 1 0 4一 1 05

一 1 9 8 7
.

仁14 〕 B ak e r
,

E
.

T
,

C a t a c ly sm iC hyd r o th e r 爪a l v e n tin g o n th e J u a n d e F u e a R id g e ,

N a tu e一 In t e r n a tio n a l

W
e e k ly J o u r n a l o f S e ie n e e

,

32 9
, 1 峨9一 1 5 1

,
1 9 8 7

.

〔15 〕w ill ia m
.

H
.

Q
·

等
,

南方涛动
,

厄尼诺和印度尼西亚干旱的历史趋势和统计研究
,

长期天气预报译文集
,

1 48一 1 5 1
,

1 9 8 7
。

[ 1 6〕 H a n d le r P a u l
,

P o s sib le a s s o e ia t io n b e tw e e n t h e e lim a t ie e ffe e t s o f s t r a t o s Ph e r ie a e r o so ls a n d s ea
·

s u rfa e e te m p er a tu r e in th e e a st er n t r o p ie a l p a e if ie o e e a n
,

J o u r n a 王 of C I玄m a to lo g y
, 6 ,

3 1一吐i
,

1 98 6
。

〔1 7〕时振粱等
,

世界地震 目录
,

i
,

3 3一续2
,

2 0 0一 2 1 9
,

1 4 0一1 4 9
,

地图出版社
,

1 9 5 6
。

[ 1 8〕石工
,

火山和地震
,

7 3一7 6
,

上海人民出版社
,

1 9 7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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