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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SO对南沙海域气候状况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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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1961—1990年 (部分资料到1994年)期间在南沙海域的观测资料,进行了统计分析, 其

结果表明: 在 EN SO 发生的当年, 南沙海域的海平面气压呈正距平,年降水量明显偏少, 热

带气旋活动的日数一般偏少; 在历次 EN SO 过程中,南沙海域的总云量与 SO I 的变化趋势

基本一致。该项工作有助于了解 EN SO 对南沙海域天气气候的综合影响和提高天气预报的

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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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南沙海域(指12°N 以南, 106°E 以东海域)位于南海的近赤道低纬地区,各种尺度的

热带环流系统非常活跃,它与整个南海成为东亚大气运动的热量和水汽的重要源地之一。

南沙及其周围海区的大气环流系统对南海以及华南地区的大气都有十分重要的影响。

ENSO事件对该海区气候变化的影响问题已日益引起国内外气象和海洋学家的关注。但

由于 ENSO问题极其复杂, 加之南沙海域的水文气象资料稀少且极不完整, 国内外学者

对该海区虽作过一些研究, 但综合探讨 ENSO 对南沙海域气候状况的影响尚未见报道。

本文拟就1961—1990年间(部分资料到1994年) ENSO 对南沙海域气压、总云量、年雨量、

热带风暴日数的影响情况作一统计分析, 综合探讨 ENSO 对南沙海域气候状况的若干影

响。

2　资料的选取及处理

( 1)南沙海域气压资料取自商船气象报告,选取的海区范围为: 10—20°N, 110—112°

E(简 称海区 A)和4—6°N, 106—108°E(简称海区B) , 这是由于这两个区域位于南沙海域

的主航道上,资料相对较多。特别是海区 A ,在气候图集[ 1]上是南沙海区风最大,浪最高,

流最急的海域。

( 2)在船舶报资料中,由于1960/ 1961年前后的观测次数相差较大( 10倍左右) ,故只分

析1961年以后的海平面气压的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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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南沙海区总云量资料, 选取日本气象卫星中心利用 GM S-3号与 GMS-4号卫星,

在1979年2月—1994年2月对南沙海区进行逐月观测的报告,资料的统计网格为2°×2°, 时

间分辨率为3h,对月报中平均值取算术平均得到月平均, 个别缺测值用同期的多年平均

值代替。

( 4)台风资料选自中央气象局出版的“台风年鉴”( 1949—1988) , “热带气旋年鉴”

( 1989—1991)和“热带气旋简集”( 1992—1993)。

( 5)描述 ENSO 事件的 SOI 指数是指塔希提岛( 18°S, 150°W)与达尔文港( 12°S, 131°

E)两地的海平面气压差,资料分别取自世界气象组织WM O 和美国 NM C( Climate Diag-

no st ies Bullet in) ,前者用距平值表示,后者采用两次标准化后距平值表示,这两种指标本

文均采用。

( 6)对厄尔尼诺年或者厄尔尼诺事件的划分, 本文采用王绍武 [ 2] ( 1994)的分类年表,

即1950年以来各次的 ENSO 事件为: 1951, 1953, 1957/ 1958, 1963, 1965, 1968, 1969,

1972, 1976, 1982/ 1983, 1986/ 1986, 1991, 1993共13次。

3　ENSO 与南沙海域西部海平面气压变化的关系

1961—1990年间南沙海域西部海平面气压与 SOI的关系, 就总体变化趋势而言, 呈

同步显著负相关。并以10月份最高,其次是4, 5月份。因4, 5月份属季风转换时期,由于气压

图1　SOI (实线)与10—12°N , 110—112°E 海区海平面气压距平(虚线)变化趋势

(方框为厄尔尼诺发生时间,引自文献[ 4] )

的变化趋势具有持续性,这一统计关系在长期天气预报中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图1给出

1961—1990年间10—12°N , 110—112°E 海区逐月海平面气压与 SOI 距平序列的演变过

程。图中厄尔尼诺的起止时间是依据王世平
[ 3]
的定出值, 再根据4个 El Nin~o 区 SST 距平

值综合确定的。图1表明厄尔尼诺过程 SOI呈明显负距平( - 2—- 3) , 而南沙海平面气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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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为正距平。但1968/ 1969年这次的厄尔尼诺过程有点例外,因为当次的 SOI 下降指数并

不明显。值得注意的是,图中7次厄尔尼诺事件发生的当年,南沙海区的海平面气压呈正距

平,这对天气预报有参考作用。

南沙海区1中大部分时间为热带辐合带( IT CZ)系统所控制
[ 5]

,云量较多。4—12°N,

112°E 海域的总云量变化是下半年的多于上半年,南部多于北部。3月份是当年中总云量

最少的月份, 北部< 2, 南部在6左右。

图2给出112°E断面上12°N , 8°N , 4°N 处总云量的年际变化情况及其与 SOI 指数的对

照关系,可见两者之间呈同位相变化, SOI 与上述3区总云量的相关系数分别为+ 0. 64, +

0. 77, + 0. 76,置信度都在1%以上。同时,图中出现4次厄尔尼诺过程( 1982/ 1983, 1986/

1987, 1991, 1993) ,每次厄尔尼诺过程的总云量距平与 SOI 的变化趋势基本一致, 即总云

量距平随 SOI 的下降而下降, 反之亦然。总云量的减少使得到达海平面的太阳辐射能增

加,这可能是厄尔尼诺过程引起南沙海域增暖的原因之一。

图2　5个月移动平均的 SO I 与总云量距平变化曲线

4　ENSO 对永署礁附近海域年降雨量的影响

ENSO影响南沙海域总云量的变化,也影响降雨量的变化。1990—1992年间永署礁气

象站的月雨量 R ( m m)与附近海域月平均高云量 C 存在以下关系[ 6] , 即 R = 36. 20 +

63. 53C( 0≤ C≤ 10) ,利用该式估算永署礁站1979—1989逐年降雨量, 结果如图3中虚线

所示,表明4个厄尔尼诺开始年中有3次的年降雨量偏少,按4次厄尔尼诺年合成仍然是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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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量偏少,这和 Halpent 与 Ro pelewsiki
[ 7]
的结论是一致的。

图3　永署礁年雨量的逐年变化( 1979—1993)

图4　南沙海域热带风暴影响日数与厄尔尼诺的关系

( a.全年; b.秋冬季( 9月至次年2月) )

5　ENSO 对南沙海域热带气旋活动数的影响

南沙海域是热带气旋活动较多的海区之一。1949—1992年间中心进入南沙海域的热

带气旋共115个, 平均每年2. 6个, 最多年份有8个( 1971年) ,最少年分为0个( 1950, 1957,

1976, 1977)。上述115个热带气旋中, 有52个(占45. 2%)来自西北太平洋和苏禄海, 50个在

南沙海域形成。

统计了南沙海域全年及秋冬季热带气旋活动日数与厄尔尼诺的关系。图4给出1950—

1993年间全年及秋冬季的热带气旋日数变化情况, 此时期的热带气旋日数年平均为

9. 77d, 秋冬季平均为8. 31d。图4清楚地反映了两个事实: ( 1)南沙海域全年热带气旋活动

的日数在厄尔尼诺事件的发生当年一般偏少, 平均为6. 73d, 出现偏少的几率为9/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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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而在厄尔尼诺事件发生的次年则一般偏多, 平均为12. 27d,出现偏多的几率为8/ 10

= 70%。( 2)厄尔尼诺事件对南沙海域热带气旋活动日数的影响主要是秋冬季。在厄尔尼

诺发生的当年秋冬季, 热带气旋活动日数一般偏少, 平均为4. 45d, 出现偏少的几率为9/ 11

= 82% ;次年则一般偏多,平均为12. 55d, 出现偏多的几率为8/ 10= 80% ,这在热带气旋活

动年景预报上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6　结　语

本研究所得的主要结果如下:

( 1)多年的统计结果表明, 在发生厄尔尼诺事件的当年,南沙海区的海平面气压全为

正距平,这在天气气候预报上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 2)每次 ENSO 过程, 南沙海域总云量距平与 SOI的变化趋势基本一致, 即总云量随

SOI 的下降而下降,反之亦然。而总云量的减少引起到达海面的太阳辐射能增加, 这显然

是 ENSO过程引起南沙海域增暖的原因之一。

( 3) EN SO 事件发生当年(或者次年) ,南沙海域的年降雨量明显偏少。

( 4)全年热带气旋活动的日数在 ENSO 事件发生当年一般偏少, 次年则一般较多。而

在主要受ENSO 影响的当年秋冬季,南沙海域的热带气旋活动的日数一般也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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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 OF ENSO ON THE CLIMATIC

STATE IN NANS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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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 n the data observed fro m 1961 to 1990 ( some data to 1994) , this paper sta-

tist ically analyzes the effect of ENSO o n atmospheric pressur e, total cloud cover, precipi-

tat ion and numbers of t ropical storm in Nansha w aters , and discussed the co mprehersive

effect of ENSO o n the climat ic state in Nansha. T he results show : ( 1) in the y ear w hen

ENSO occurring, the atmo spheric pressure in Nansha w ater s is all positiv e ano maly for

many y ears account ing ; ( 2) the total clo ud co ver anom aly in Nansha w aters is basically i-

dent ical w ith the variat ion t rend of SOI in each ENSO durat ion; ( 3) the annual precipita-

tio n in Nansha w aters is o bv io usly lit tle in the y ear w hen ENSO o ccurr ing ( or next

year) ; ( 4) the ef fect of ENSO on the annual num bers of t ropic cyclone presents , there is

few er in the year w hen El N ino event occurring , m ore t ropic cyclones nex t y ear and

mainly o ccurr ing in autumn and w inter .

Key words : ENSO, Nansha w aters, Clim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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