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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尼娜”

今冬会否再“添乱”

11 月 27 日，黑龙江省迎来大

范围降雪降温天气。当日，受冷空
气影响，黑龙江省哈尔滨、伊春南

部、牡丹江等大部分地区迎来降

雪天气，局部有大到暴雪，气温出
现较大幅度下降。有关专家表示，

60 年来发展最快的“拉尼娜”，有

可能给我国带来一个偏冷的冬

季。

这几天，北方一些地区连续

雾气弥漫，12 月 2 日的强劲北风

虽然驱散了北京等地的大雾，但

也同时带来了新的一轮降温。根

据气象部门监测，受冷空气影响，

目前新疆已经出现降雪降温，随

着冷空气东移南下，未来三天我

国北方大部地区也将加入大风降

温“队伍”，东北等地也将再次出
现强降雪。

虽然红极一时的“千年极寒”

之说已被否定，但今冬的气候变

化仍备受关注。有关专家表示，60

年来发展最快的“拉尼娜”，今年

有可能给我国带来一个偏冷的冬

季。

气象专家研究认为，2008 年

我国南方冰冻雨雪灾害，以及去

年的西南干旱都与“拉尼娜”现象

有关。那么今年，“拉尼娜”将有何

“动作”？会否再度导致极端灾害

性天气？

“拉尼娜”，

“厄尔尼诺”的孪生姐妹

“拉尼娜”和“厄尔尼诺”都是

自然现象。“厄尔尼诺”指热带海

洋温度异常和持续变暖，“拉尼

娜”指的是热带海洋温度异常和

持续变冷。

“厄尔尼诺”在西班牙语中

意为“圣婴”，南美的一些渔民早

在 19 世纪初就首先觉察到了海

水温度每 3 年至 7 年间便会异常
升高，这股周期性的暖流导致了

喜冷鱼类大量死亡，当地渔民只

好用“圣婴”来形容这股不可抗
拒的强大力量。整个太平洋地区

都处在它的作用之下，异常的洋

流运动使得原本属于冷水域的

太平洋东部沿岸变成了暖水域。

洋流可以起到调节陆地温度的

作用，“厄尔尼诺”现象打破了这
种平衡。从理论上来说，这意味

着大陆气温将会不可避免地保

持增高趋势。

不过，决定气温的因素极其

复杂，“厄尔尼诺”作为一种单一

的现象，已经被证实不是改变温

度的唯一主角。上个世纪，科学家

们发现了它的孪生姐妹“拉尼

娜”。

“厄尔尼诺”出现的周期并不
规律，平均每 4 年一次。出现“厄尔

尼诺”现象的第二年，都会出现“拉

尼娜”现象，有时“拉尼娜”现象会

持续两三年。在“拉尼娜”的作用

下，太平洋中东部海域的温度将会

异常变冷，大陆则会出现飓风、暴

雨和严寒天气。因此，“拉尼娜”也

被称为“反厄尔尼诺”现象。

由于“拉尼娜”影响，

今冬我国可能正常偏冷

国家气候中心原气候预测室

主任、气候预测专家赵振国指出，

气候变化有明显的周期性，全球

气候变冷与变暖是相互交替的，

地球气温变化的一个完整周期为

10 万年至 12 万年。未来气候如何
变化？要从全球气候变化总趋势

来观察分析。

据介绍，衡量气候变化有气

候学尺度标准(万年、千年、百年

尺度)。从万年尺度看，近万年地

球处于第四纪大冰期中的间冰

期；从千年尺度看，近千年地球处

于间冰期中的温暖期；从百年尺

度看，近百年处于温暖期中的暖

期。值得指出的是，全球气候冷暖

是交替变化的，从气温变化图看
得很清楚，它是一条波动式的曲

线。

近百年地球气候经历了若干

冷暖的交替，20 世纪中国气候变

化总趋势是，20 年代前期是冷期，

20 年代至 40 年代是暖期，50 年代

至 70 年代是冷期，80 年代至现在

是暖期。通过对历史气象观测资

料统计分析，气候冷暖变化存在
30 年左右的周期。

赵振国因此表示，21 世纪至

少头十年全球气温是变暖的，这
是毫无疑义的。

从 1986 年开始出现暖冬，连

续暖周期已持续 20 多年，在一个

暖周期里，也不是年年暖冬，有些

年份也会变冷，例如 2007 年、2008

年是冷冬，2008 年我国南方，尤其

是湖南等省发生严重冰冻灾害。

今年冬天会如何？赵振国认为，

“由于受‘拉尼娜’现象影响，今年

冬天气温可能正常偏冷，但不会

出现极寒或极暖。”

说“拉尼娜”导致千年极寒

没有科学依据

“拉尼娜”与前段时间一些媒

体热炒的“千年极寒”说有没有关

系呢？国家气候中心主任宋连春

曾表示，认为“拉尼娜”导致“千年

极寒”的科学依据非常不充分。

宋连春认为，把“拉尼娜”和

墨西哥湾暖流扯到一起更是“风

马牛不相及”，因为它们属于不同

时间尺度的变化。“拉尼娜”是年

际尺度，逐年之间的波动起伏比

较大；而大西洋暖流却是相对稳

定的，主要表现为十年以上的长

周期变化，而且近几十年来的观

测显示，大西洋暖流只有很弱的

减少趋势。

目前，国内外气象界研究还

缺乏足够的科学证据来证明“拉

尼娜”与墨西哥湾暖流有直接关

系。

其次，“拉尼娜”的直接影响

仅局限于热带太平洋地区，对中

高纬度地区天气气候的影响是间

接而复杂的。

宋连春举例说，自 1986 年以

来，欧洲地区发生过 4 次“拉尼娜”

事件，其中只有两次出现了冷冬。

2007 年 12 月至 2008 年 2 月

“拉尼娜”事件期间，欧洲气温普
遍较常年明显偏暖了 1℃至 4℃，

并没有出现偏冷的现象。所以，单

单靠目前出现的“拉尼娜”现象就

预测欧洲将出现“千年极寒”，这

显然是缺乏科学依据的。

近日我国大部

缘何雾气弥漫？

近日，雾霾天气持续困扰我

国中东部地区，使一些城市患上

了“近视眼”，空气质量再度下降。

中央气象台连续发布大雾预警，

提醒公众注意出行安全。什么原

因导致我国雾气弥漫？大雾还将

持续多久？

中央气象台 12 月 1 日发布大

雾蓝色预警：1 日早晨到上午，辽

宁、华北平原、黄淮大部、江淮、江

汉中东部、江南大部、西南地区东

部、云南西南部等地有雾，部分地

区能见度不足 1000 米。

“空气中由于水汽凝结，导致

能见度降低至 1000 米以下的天气
现象称为雾。刚刚过去的 11 月是

一年中最容易发生雾的时候。”中

国气象局国家气象中心正研高工

王秀文说。

据悉，11 月以来，西南地区东

部、江汉、江淮、江南大部以及新

疆北部、福建等地大雾日数在 1 —

5 天，其中四川、重庆、贵州、云南

等地达到 5 — 7 天。我国西南和中

部部分地区出现大雾比常年同期
偏多 1 — 3 天。

造成持续大雾的原因何在？

“这主要是因为前期温度高、雨水

多，导致大气较为稳定。”王秀文

解释道，“由于前期我国中东部地

区雨雪充沛，近地面的水汽比较

丰沛，使得形成大雾的水汽条件

较好。而近期又没有强冷空气影

响，近地面的气压场分布比较均

匀，导致风速较小，雾气不易消

散。”

“一般而言，随着冷空气的势

力增强，雾气将逐渐消散。”王秀

文说。

中央气象台预计，12 月上旬，

冷空气活动较为频繁，其中华北、

黄淮一带将有两次大风降温天气

过程，大部地区降温幅度将达到 4

-8 摄氏度，有利于当地雾气的消

散。

“然而，未来十天，西南、江

南、华南降水量比常年同期偏多

三至七成，这些地区雾霾天气的

发生会较为频繁。”王秀文说。

大雾天气使空气质量明显降
低，影响身体健康。气象专家提醒

居民需适当防护，驾驶人员小心

出行，机场、高速公路、轮渡码头

采取措施，保障交通安全。

南方雪灾、西南干旱

都是“拉尼娜”惹的祸？

近 60 年来，一共发生了 10 余

次“拉尼娜”事件，一般出现在“厄

尔尼诺”之后，其维持时间长短不

一，有的“拉尼娜”事件甚至可以
维持 3 年之久。

原本科学家们认为，“拉尼

娜”现象正在逐渐消失。因为自从
1950 年以来，“厄尔尼诺”的发生

频率要远高于“拉尼娜”，并且，在

全球气候变暖的背景下，“拉尼

娜”的强度也在逐渐减弱。尤其是

在上个世纪 90 年代，1991 年到

1995 年间曾经连续发生了 3 次“厄

尔尼诺”现象，本该紧随其后的

“拉尼娜”现象却一次也没有出

现。

就在人们认为“拉尼娜”即将
被“厄尔尼诺”完全取代时，许多

反常的气候灾害却又频发起来，

1998 年中国长江流域的特大洪
水、2008 年中国南方雪灾、2009 年

的欧洲严寒和中国西南干旱等

等，都被科学家们归结为“拉尼

娜”的“杰作”。

（据《科技日报》）

网络惊现“伯虎”木马

金山安全播报 近日，金山网络安全中心发布
病毒安全预警，一款名为“伯虎”的
木马惊现网络，其最大特点是可通

过多种手段与云安全技术对抗。据

介绍，该木马主要借“bohu 高清影
音”播放器传播，用户中招后，不会
有明显的“中毒现象”。然而黑客会
通过木马后台控制用户电脑，访问

指定的广告页面，从而获取非法利
益。

“这个木马的可怕之处，是可
以对抗云安全技术。”金山网络安

全工程师表示。目前，金山卫士的
下载保护功能可拦截伯虎木马的
入侵，已经“中招”的用户也不用担
心，可使用金山急救箱进行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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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前段时间流行的“千年极寒”之说已被气象专家否定，但今年冬季的气候变化

仍备受人们关注。近日，有关专家表示，60 年来发展最快的“拉尼娜”现象有可能给我国

带来一个偏冷的冬季。

气象专家研究认为，2008 年我国南方冰冻雨雪灾害，以及去年的西南干旱都与“拉

尼娜”现象有关。那么，今年“拉尼娜”会不会有什么“动作”？是否会再度导致极端灾害

性天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