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异 常 天 气 与气候 变化

日 朝仓 正

 ! ∀ #年秋
,

作者访问了美国和加拿大
,
就异常天气和气候变动考虑方法和研究等进

行了调查
。

当前在 日本对异常天气和气候变冷的问题
,

人们议论纷纷
,

可是在美国和加

拿大似乎除了一部分研究人员外
,

人们对这一问题却不太关注
。

只是在近五年来
,

人们

才在世界范围内开始认识到它的重要性
,
并成为重大的研究课题

。

们研究了各种条件下河流横断面的形态
。

的
。

作者从事了例如弯曲和分叉河流平面形态 龚国元译自 《∃%
, & ∋ (。 ) ∗ + ,− 。 . /》 −,01

,

的研究
,

但更进一步的研究还 是 很 需 要 许烟心 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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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似乎异常天气特别频繁
,

可是从世界范围来看
,

是否增多
,

目前 却 尚 无 定

论
。

而且就气侯变化来说
,

一些学者认为气侯正在变暖
,

另一些学者却认为是变冷
,

出

现这样的意见分歧情况
,

也许是正常的事情
,

主要是因为目前对气候本身的认识尚处在

不成熟阶段
,

很难预测气候的变化所致
,

门外汉则更加为难了
,

他们难以理解为什么在

非洲的撤哈拉是沙漠气候
,

而在 日本会有梅雨期
。

今后
,

为了使人们理解气候
,

应做些

物理学基础方面的工作
,

目前尚处在这样的阶段
。

另一方面
,

社会上想了解气候变化的愿望在不断地增加
,

与气候有关的各个团体
,

也正在等待专攻气象的人对这一问题做出确切的回答
。

例如
,

据作者的经验
,

在八十年

代的气侯展望和关于在本世纪末的粮食问题研究会上
,

代表们最先期望对天气进行长期

预测
,

并期待做 出对社会负责的发言
。

 ! ∀ !年 8 月  8 日起召开了为期两周的世界气候会议
—

一次有关气候与人类关系的

专家会议
。

在会议的参加者中
,

气候方面的专家只占全体代表总数的 89 :
,

其余的代表

则是经济
、

农林
、

水产
、

水资源
、

能源以及保健等与气候有关的各行各业的专家
,

他们

将参与制定具体的方针和政策
。

这是世界气侯计划 ; < = 重要支 柱之一
,

而且
,

今

后将大大推进以世界气象组织为中心的有关气候研究事业
。

并且
,

在地球大气开发计划

的第一和第二阶段的研究目标中
,

也列举出了气候力学的问题
。

与中层大气的国际合作

观 >−? 计划相结合
,

气候研究正在气象学领域中成为一支强大的力量
。

一
、

异常天气的定义

有关异常天气的定义
,

有时由于望文生义而被误解
。

这方面的典型例子是
∋

有人认

为异常天气并不存在
,

其理 由是不论哪个时代的天气都是在变动的
,

决不是 一 成 不 变

的
。

即使异常天气也是波动现象的一种
,

也不能称之谓异常
,

事后的分析表明
∋

都因某

种原因而产生
,

所以
,

从这个意义来说
,

决不是异常
。

为使大家更易于领会起见
,

再举

一极端现象加以说明
,

如用几万年的时间尺度来表示地球上的天气的话
,

那 么 既 有 冰

期
,

也有温暖的气候适宜的时代
。

这些都是自然大气本来所具有的波动
,

决不是异常
。

从这种观点来看
,

所有的天气都可以用波动来解释
。

但是
,
这些问题也许在逻辑上能够成立

,

但是
,

对最多仅能生存七
、

八十年的人
,

以及对社会来说又将怎样的呢≅ 如果现在气候突然变成冰期天气时
,

那么人们一定会感

到天气异常
,

即使不说天气异常
,

对于那些受困于河川海洋冻结以及收获不到稻米和水

果的人们来说
,

肯定会感到异常的
。

异常天气 55
Α 一

。
Β Χ− Δ & Χ5 + & ) 的英文含义是指反常天气的意思

。

那么正常 天 气

又是怎样定义的呢≅ 世界气象组织是指过去#Ε 年的统计中的正常天气
,

亦即是气候平年

值的意思
。

如果再现过去#Ε 年中出现过的天气时
,

就不能说是异常天气
,

如果在过去#Ε

年中从未出现的天气出现时
,

就称之谓异常天气
。

平均期间不取#Ε 年
,

而 取 9Ε 年 或  ΕΕ

年时
,

所谓异常天气的范围也就会随之而发生变化
,

因此
,

以 #Ε 年为平均期间只是一种

业务假说
,

并不是绝对的
。

过去#Ε 年中的天气变化
,

在2Ε 岁左右的人们的脑海中会残留下一点记亿
。

而这一年

淤组的人们又正是在社会上最活跃的
,

若要从事与天气有关的新事业的话
,

他们过去的



经验会起作用
。

在实际生活中取#Ε 年的平均值有其方便的一面
。

此外
,

因为气候变化以

及太阳活动都大致以#Ε 年的节奏变化着
,

所以取#Ε 年为平均值的理由是可 以 考 虑 的
。

 ! ∀7 年夏
,

在欧洲以英国为中心发生了8ΕΕ 年来罕有的千早
,
日本东北部地区观察到有记

录以来罕见的低温
、

绵雨和 日照不足
,
造成了歉收, 此外

,

接着而来的冬季
,

在美国以

五大湖地区为中心发生了建国以来少有的寒冷和幕风雪
,

使经济活动受阻并遭受损失
,

国民生产总值下降 , 在 日本海一侧
,

也发生过大雪封闭灾害
,

观>−− 到有记录以来少有的

低温和积雪
。

有生以来未曾见过偏差如此巨大的天气的人们必然会感到 天 气 反 常
。

因

此
,

在表述异常天气的定义时
,

有必要与人们的感情相一致
。

二
、

近年来的异常天气及对此的评价

有的人觉得近几年天气异常
,

其实并无此事
,

由于气候常常在变化
,

随时代而异的

总体 气候 中会产生不同的天气
,

因此
,

异常天气在什么时代都会发生的
。

图 − 实例

显示了 !  Ε年以来南
、

北半球79 个地点每十年计算一次的月平均气温的异常值的次数
。

无论在哪个十年里都会发生异常天气
。

与图  下方绘示的北半球年平均地面气温的偏差

曲线比较
,

在气候变暖的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中
,

发生异常高温的次数
,

要比异常低温

的次数多
,

四十年代以来
,

气候开始变冷
,

低温异常值较之高温异常值发生 的 次 数 为

次−9Ε
温高

次仪

北半球年平均气沮的偏差过程

三险磊露子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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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全球 7 9 个地 点的月平均气沮异常值

及生的次狱 每十年总计 以及北半球年

平均气锐相对伯差 根据布住科资料

图 8 ∋  ! ∀# 一 ∀∀ 年北半球 月平均气沮异常值

按出现率期望值统计的次数
, 5 Γ  宜眯粉傲

十年一次
, ) , 8 为敬百年一 次

。

多 , 亦即在气候变暖时期
,

异常高温发生次数多
,

在气候变冷时期
,

异常低温发生次数

多
,

由此可见
,

异常值的 出现反映了气候的变化
。

即使进人七十年代以后
,

这种倾向也没有变化
。

在  ! ∀ 2 Η ∀∀ 年的四年间
,

异常天气

的发生状况如表 − 所示
。

将北半球分成以每五个经
、

纬度为单位的区域
,

在其中若发生

异常天气
,

就一次次地数 出
,

从而减少由于观测点疏密不同而造成的差异
。

从整个北半

球来看
,

异常低温比异常高温多发生  
Φ

2倍
,

异常多雨和异常少雨无多大变化
。

但是
,

不

同的地域有不同的特征
,

在亚洲
,

高温和多雨发生较多
,

在北美洲和美国北部却相反
,

低温和少雨发生多
,

而欧洲的低温则引人注目
。

由此可见
,

异常天气发生状况是随地区

而异的
,

这颇引人注 目
。

在易受北极气团影响的北美和欧洲
,

异常低温发生较多
。

在气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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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变化方面
,

北非比较敏感
,
低温

、

少雨的异常天气较多
,
这或许是由于气候带略 为偏

南的缘故吧
。

关于异常天气的偏差程度也成为问题
,
由于月平均气温呈正态分布

,

所以用标准偏

离的发生概率
,

可以表示偏离的程度
。

用几百年一遇来表示
。

若以数十年
、

数百年
、

数

千年
、

数万年一次的等级来区别每年的发生状况的话
,

如图 8 所示
。

图中显示了不论高
、

低温
,

数十年一次的异常值和数百年一次的异常值是以大致相同的比例发生的
,

而且数

千年和数万年一次的异常值
,

每年可在地球上的某个地点发生
。

如果发生次数较多时
,

那么有必要对气候变化的进程
,
作进一步的监测

。

近年来异常天气是否增多了呢≅ 对  ! ∀ 2年以来的情况进行了调查
,

如图 # 所示
,

因

年而异
,

有的年分发生多
,

有的年分发生少
,
所以不能仅根据几年的资料就确定异常天

气的增多与否
。

英国气象局的赖特克里芬等人用  Ε# 年  ϑ ∀ 2Η  ! ∀ 7年 的资料研究了英

国国内的气温与其邻近地区的气压梯度是否多异常
。

他们认为
,

近年异常天气特别多的

证据不足
。

但是
,  ! ∀ 9Η  ! ∀ 7年确实是异常天气的年份

。

用他们的研究资料来看
,
牛津

的月平均气温 为#入 入指
—

标准偏差 以上的偏离的月数
,

每五年加以计算的 话
,

以

前最多也是四次  ϑ ! 8一 !7和  ! 9 8 Η 9 7年
,  ! ∀ 8 Η ∀ 7年多达七次

,

即接近二倍
,

这更

引人注目
。

对异常天气的评价
,

目前有两种观点
,

一种是从气象现象的立场来评价
,

另一种是

从社会现象的立场来评价
。

这两种评价不一定一致
。

作 为气象现象的异常天气
,

由根本

顺吉等人进行过评价
。

如果将天气的总体定义为气候的话
,

那么从以前的总体明显地偏

离的要素
,

即异常天气
,

不仅一次
,

而且有多次发生的倾向的话
,

这就可当作正转变为

新的另种气候系统的证据来加以评价
。

图 8 所示的那样偏离的程度是以前的总体的标准

偏差的二倍和三倍
,

这样的异常天气的多发情况
,

就意味着气候变化的推移
,

这应当引

起注意
。

此外
,

按纬度带对近年来  ! ∀ 2一  ! ∀ 7年 异常高温和异常低温发生地域的面积进

行了统计
,

如图 2 所示
,

在#Ε
“

Η 2Ε
。

纬度带上
,

异常低温较多发生
,

在  ΕΕ Η 8Ε
。

纬度带

上
,

异常高温和异常低温都较多
。

如果与气温分布图相比较的话
,

那么在七十年代
,

在

#ΕΕ Η 2 ΕΕ 纬度带上是比平均更低的低温地域
,
在  ΕΕ Η 8Ε

。

纬度带上
, 既有比平均高的高

温地域
,

又有比平均低的低温地域
。

从这样的关系可以得知异常天气不是随 机发生的
,

而是在一定背景下发生的
。

另一种观点是从社会现象来评价
,

这种评价随着异常天气给予社会的影响的程度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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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 所以与异常天气的程度不一定一致
。

这方面的研究进行得不深
,
举例来说

,  & ( 1年

除北美以外的主要谷仓地带 2苏联
、

中国
、

东南亚
、

奥大利亚
、

南美等 / 发 生 了 大 旱

灾
,
以前粮食有余的谷物市场状况

,
相反变得粮食不足

,
当时许多人对此情景给予这样

的评价
)
这不过是许多偶然因素重盈而发生的交通事故那样

,

是一阵子的现象
,

认为不

会出现一些人所担心的粮食危机
。

但是
,
福伦 2波恩大学/

、

勃里森 2威斯康辛大学 /
、

莱姆 2里奇大学 / 等人认为
,

干旱不是偶然的现象
,

是随着气侯的系统变化而发展的现

象
,

并苦告说今后还会发生
。

再看那以后的经过
,

据报导
,

在西部非洲和印度尼西亚等

地因千早饿死很多人 , 苏联 2 1 & ( 3年/
、

美国 2  & ( 3
、

( 4年 /
、

泰国 2  ∀ ( (年 / 等地也都

发生了干早
。

由于干早
,

 & ( 3年世界粮食主要输出国的谷物贮备量减少到  & ( ∀年贮备量

的一半以下
,

世界性的粮食危机虽未到来
,

但粮食价格上涨了
。

而且
,

这方面的研究亦

随之活跃起来
,

波恩大学 2  & ( 5年/ 和别拉爱乌大学 2  & ( 3年 / 分别召开了
“
气候变化

对人类生活的影响
” 以及

“
气候变化与粮食生产

” 的国际讨论会
。

此外
,

在 日本
,

以高

桥浩一郎
、

吉野正敏 2均系筑波大学学者 / 为首
,

在  & ( 6年  ∀ 月召开了
“
气候变化及其

对粮食的影响
”
的国际讨论会

。

这方面的研究
,

具有边缘科学的内容
,

今后定将更加活

跃
。

三
、

气候变动—变暖学说与变冷学说

气侯变动有的以数万年为单位反复变化
,
如冰期

,

有的则以数十年为周期 2如勃吕

克纳周期/ 重复发生气候变化
,

所以这种问题如不明确决定时间尺度的话
,

讨论会乱作

一气
。

例如
,

现在议论的气侯变冷是看作一百几十年尺度的变化
,

若与数万年尺度的冰

期联系起来
,

便会产生混乱
。

而且气候变动的用语也非常复杂
,

用 7 8 % 9
:4 2变化 /

、

; % < = % > = . 9 2变异 /
、 ?+≅ 4 > ≅ % > = . 9 2变动 / 等表示

。

这三词之间的差异是极不客观的
,

所以对其解释也因人而异
,

众说纷纭
,

但是
,

在 & ( (年世界气象组织执行委员会公布报



告书以来
,

对此做∀ 统一
,
即采用

‘< −%> Χ 5%& <五Χ Α . & Χ Α Ν Ο Χ ) %Χ Π%−%5/” 可译成
,
气

候变化和变动
。

从短期来看
,
给予社会各个领域想象不到的影响的是变动

。

社会上对

此很关心
。

图 7 表示以十年为时段来看的近年来的气候变化
,

在五十年代
,

北半球的全部纬度

带气温都比平均值高
,

六十年代
,
以北极地区为中心气温降低

,
气候变冷开 始 引人 注

目
。

但是
,
由于中纬度地区气温继续是高温

,

诱以南北方向的温度梯度增大
,

偏西风强

烈
。

这时
, 日本的异常高温刷新了记录

,

日本的平均气温也达到了极大值
。

但是
,

在七

十年代
,

北极地区的气温升高
,
中纬度气温反而下降

,
偏西风也减弱

。

而且
,

日本的平

暴
温和北半球的平均气温都下降了

。

由此可见
,

气温的长期趋势随纬 度 带 而 异
Φ

近

来
,
中纬度地区的变冷变得明显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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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1∀ 的 功Γ∀ 年

田 3 各纬度带的平均气沮偏差
。

以 & 3 ∀0  & ( (年

的平均值的偏差表示
。

气温是从  ∀ ∀ ∀0 3 ∀∀ 奄巴气

压层求得
。

人代衰3 ∀年代
,

Η 代表 6∀ 年代
,

7 代 表

( ∀ 年代 2  & ( ∀一( (年 /

图 6 其它条件不变时
, 7Ι )

增加时气沮交 化 的 设 想

2根据克劳格的资料 /
。

2 %/ 过去数百年 的 自 然状态
下气谧变化的范围 2推浦/

,

2 ϑ/ 北半 球的平均气妞

2实洲 /
,

2 Κ/ 全球 的平均 气通 2设 想 /
,

2 Λ / 极

地地 区的气沮 2设组 /
。

图中的粗点线是无7Ι ) 时的气扭

变化
。

 & 6 &年
,

低温的北极地区
,

平均气温迅速上升
,

到七十年代恢复以往的平均水平
,

福伦

和布德科认为
) 北极地区气候停止变冷

,

转而变暖了
,

其证据是人为的活动向大气释放热

里
,

而且7 Ι )
今后不断增大

,

不久就会改变天然气侯
。

克劳格主张
,

由于每人能量消费

的增长
,

将使大气中7Ι ) 的蓄积量到 1 ∀ 3 ∀年时比目前翻一番
,

由于7 Ι ) 的温室效应
,
到

那时地面平均气温 2图 6 /
,

将上升  30 6 ℃
。

由于目前我们对这一效 应与 其他的气

侯形成因素的关系还不清楚
,

所以还不能 下最终的结论
,

但是
,

由于释放在大气中7 Ι )

的寿命据估算约可存在一千年久
,

所以一且被7 Ι )
污染后

,

就很难恢复到原来的状态
,

对这种可能的评价也很高
。

与这种气候变暖说相反的是变冷说
,

其证据是人类的活动增加了大气中的灰尘
,

太

阳活动减弱
,

以及气侯变化的韵律等 , 他们认为至少到本世纪末
,

寒冷气候 将 继 续 下

去
,

但无具体实例
,

不能用数量表示
。

这种说法的实例正如图 6 所示
。

从前一个世纪末

到  & 5 。0 3∀ 年
,
气温上升

,

而以后到  & ( ∀年后气温下降
。

迄今为止
,

整个北半球气侯转而变冷
,

至少没有变暖的迹象
。

这一看法在库克拉和

山元等的国际研究小组的论文中是作为证据提出的
。

关于今后的展望
,

哪种说法正确
,

还

不能做出定论
。

最重要的是在国际合作之下进一步加强有关气候方面的研究
。

赵明霓译自 《科学》  & (,年  月 杨郁华
、

李蓓
、

法乃亮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