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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根据南北半球 (60
。 N 一 50

0

5 ) 月平均海平面气 压 图
,

研究了赤道东太

平洋 (o
。

一 1 0
0

5 , 一8 0
。

一 9 0
O

W )
海表温度与前期 12 个月各月大气环流异常的关

均是冬季大气环 流对以后 的海温变化影响大
.

又对比了埃尔尼诺年及反埃尔尼诺年前期大气环流的差异
,

如 以接近埃尔尼诺峰

值 的n 月为例
,

则在此之前的 12 个月内
,

大气环流 的影响可分 为三个阶段
.

第一

个阶段 自上一 年 11 月至当年 l 月
,

与海温相关最大 的地区在北半球的大陆上
;
第

二个阶段 自 2 月至 5 月
,

为过渡阶段
,

相关区不稳定
,

但大部分显著相关区在南

半球
;
第三个阶段 自 6 月到10 月

,

为加强影响阶段
,

相关区稳定在南半球
,

反映

出南方涛动的特征
.

最后对环流异常影响埃尔尼诺 的物理过 程讲行 了计论
.

埃尔尼诺虽然是一个海洋现象
,

气环流异常有密切关系
.

60 年代末
,

但它的形成
、

发展
、

消亡 以及对环境的影响等
,

无不与大

B-i
e

rk ne
s 〔‘〕首次把埃尔尼诺现象与南方涛动 (so ) 联

系起来
,

指出埃尔尼诺的发生与沃克环流减弱有关
.

Q u in n 〔2 〕也认为
,

当 5 0 减弱时埃尔

尼诺发生
.

L u rth e r〔的 的研究表明
,

埃尔尼诺发生前
, 太平洋上信风突然减弱

,
L a u 等〔

4 〕

则认为
,

埃尔尼诺的发生
,

可能是热带大气 30 一50 天低频振荡增幅减频的结果
.

李 崇银 ’)

得到
,

与冬季东亚寒潮活动频繁并向赤道中
、

西太平洋地区的能量频散有关
.

而杨桂英等 2 )

的研究正相反
,

她们认为
,

东亚地区冬季冷空气活动异常偏 弱有利于埃尔尼诺发生
.

此外
,

在 A n ge ll 〔5 〕的研究中还得到
,

秋季 5 0 与其后冬季赤道东太平洋海温相关系数信度超过

95 %显著水平
.

在寻求预报 5 0 的指标时
,

w r
ig ht 〔6 〕发现

,

用上一年 12 月至当年 2 月的气

象要素预报当年 4 月到下年 3 月达尔文气压较好
.

v a n lo o n
等 〔7 〕指出

,

埃尔尼诺前一年

夏天新西兰附近海平面气压低
,

南太平洋气压高
.

虽然这些研究都说明埃尔尼诺的发生与

大气条件的变化有关
,

但仍存在一些不明确的问题和看法
.

如东亚的冷空气活动强还是

本文于19 88 年 7 月15 日收到
,

修改稿于19 89 年 3 月 13 日收到
.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国家气象局季风科研基金资助项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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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冬季冷空气活动异常对E N 3 〕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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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更有利于塔尔尼诺发生 ? 哪个季节的 5 0 对埃尔尼诺影响更明显 ?除东亚冷空气活动和 5 0

外是否还有其他地区 的环流条件起作用 ? 为了更好地回答这些问题
,

还需要对影响埃尔

尼诺发生的大气环流条件做进一步研究
.

本文 目的就是尝试通过分析全球各月海平面气压场

的变化
,

探讨影响埃尔尼诺发生的大气环流条件
,

及其空 间和季节变化特点
,

为预测埃尔

尼诺现象的发生和发展提供依据
.

一
、

资料和分析方法

我们主要使用了1 9 50 年 l 月到 1 9 86 年 12 月的月平均海平面气压 (简称 s L P) 和海温资

料
,

其中南半球资料是 19 5 1一 19 8 0年” )
。

用。
。

一 10
0

5
、

18 0
。

一 9 0
·

w 范围内平均海表温度

代表赤道东太平洋海表温度 (简称 S S T )
.

埃尔尼诺时期
,

月平均S S T 距平等于或大于 0
.

5 ℃
,

因此 S S T 的变化能够很好地反映出埃尔尼诺现象
.

S L P资料的范围从 60
O

N 一 50
0

5
,

为 10

度纬度和 10度经度的 网格点资料
.

为 了研究 S L P场变化对埃尔尼诺形成的作用
,

我们计算

了 S L P场与s S T 从同期相关到 S L P超前 s s T I 到 12 个月各月的相关系数
.

对每个月的S s T

就有 13 张相关场图
,

12 个月共有 15 6张相关场图
.

根据这些图
,

研究了S S T 对 S L P场变化的

响应状况
,

在此基础上又专门分析 了 19 5 1年 以来各次埃尔尼诺事件形成前和发展过程中

S L P 场的变化特征
.

二
、

s s T 对 s L P 场变化 的响应

分析 15 6张相关图后发现
,

无论是 S L P与 S S T 同时的相关系数
,

或超前 1 一 12 个月的相

关系数
,

都存在置信度少 95 %的点
.

但对不 同的 s S T 以及 s L P超前月数不 同时
,

相关系数

的符号
、

大小 以及分布
,

特别是南北半球之间都有明显差异
.

为了对 比清楚
,

我们分南

( 0
。

一 50
0

5 )北 ( 10
。

一6 0
O

N ) 半球统计 了各月s L P与同期和超前 s s T I 一 1 2个月的相关

点数 (表 1 )
,

以及各月S S T 与同期及前期 (超前 1 一 12 个月 ) S L P 的相关点数 (表 2 )
.

这

两个表的资料是一份
,

但排列方法不同
·

表 l 是固定 S L P看 1 2个月之中
,

哪一个月的 S L P

对后期S s T 影响大
.

表 2 则是固定 S s T 看 12 个月之中
,

哪一个月s S T 受前期 s L P影响大
.

这两个表都可 以反映出S L P影响后期 S S T 最大的超前月数
.

由于每个半球都有 21 6 个网格

点
,

因此置信度》 95 %的相关点数少 20 个即可认为两者有关
.

因为如果两者的关系是随机

的
,

粗略讲
,

平均约有 10 个点达到信度
.

显然若 20 个点以上达到信度
,

则点数超过随机情

况一倍
.

从表 1 中看到
,

点数》 20 时与S L P所在月有关
,

北半球主要出现在冬半年 (10 月

一 5 月 )
,

一般是同期和超前 1 一 2 个月
,

很少超前 3 个月
.

1 月例外
,

超前 2 个月即下降
,

但超前 8 一 12 个月相关点数又明显增加
.

南半球相关点数少20 的月数比北半球多
,

而且几乎分

布在各个月
.

仔细分析
,

其分布特点与北半球大体相似
.

除 2 月和 10 月各超前月的相关点

数几乎都 少 20 外
,

n 一 4 月的 超前月数都在半年左右
,

而 5 一 9 月特别是 6 一 8 月 (南

3 ) 南半球资料 1 9 5 2一9 5 9年取自N o t o s ,

其余系作者根据M o n t h 一y C一im a t e D a t a F o r T he w o r ld 以及 N e w s -

le t t e r
等杂志补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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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球冬季 ) 超前月数都在 8 个月以上
.

因此可以说
,

无论是北半球还是南半球
,

都是冬季

的环流对 S S T 作用明显
,

而且对各自的半球来说
,

也是冬半年环流的作用时效比夏半年长
.

下面分析表 2
,

可以看出
,

对北半球冬半年 ( 10 一 5 月 ) 的 S S T 变化与其前期 S LP的 声

关系比较好
,

但时效只有 1 一 2 个月
,

个别情况有 3 一 4 个月
.

南半球有所不 同
,

几乎各

月的 S S T 与S L P都有比较好的关系
,

但对不 同月的 S S T 作用的时效不完全同
.

具体说
,

对

1 一 4 月的SS T
,

超前 l个月到半年的sL P与之关系比较好
,

对 5 一 12 月的 S S T
,

则主要

是当年前期各月的sL P有影响
.

综上所述
,

从固定月的 S L P对各月 S S T 的影响来看
,

无论南半球或北半球总是冬半年

大气环流对 S S T 影响较大
.

但北半球 S L P的影响时间短
,

南半球则作用时间较长
.

此外北

半球冬季的SL P对次年秋
、

冬季的 SST 也有影响
.

从固定SS T 看前期的 S LP影响
,

也得到

类似结论
; n 一 4 月 S S T 受前期北半球 sL P影响大

,

而南半球sL P则对其后 9 一 4 月 5 5 1
,

作

用明显
.

因此可以认为
,

反映埃尔尼诺事件的S S T 的变化与前期南
、

北两个半球大气环流

的发展均有密切关系
.

为了认识 S L P对骆T 影响的过程和机制
,

还必须分析什么地区的sL P

对 S S T 影响最大
.

因此 下面一节专 门研究了埃尔尼诺事件前期的 S L P变化特征
.

三
、

埃尔尼诺形成的大气环流条件

一些研究表明 〔8 〕
,

4) 当月平均 ss T 距平值达 到 0
.

5 ℃时
,

埃尔尼诺事件开始
.

按照该

标准
,

1 9 5 1年至今共出现了 1 0次埃尔尼诺事件
,

即
:

29 5 1
,

19 5 3 ,

19 57 / 5 8
,

19 63
,

19 6 5
,

19 68 / 69
,

1 9 7 2
,

1 9 7 6
,

19 8 2 / 8 3
,

一9 8 6 / 8 7
.

约 2 一 7 年 出现一次
,

平均每次事件持续一年

左右
,

并且在 n 一12 月达到峰值
.

从上节的计算结果也看到 11 月 S S T 受前期两个半球 sL P

影响也比较明显
.

因此
,

为 了便于分析
,

以各埃尔尼诺年 11 月的 S S T 变化与前期 12 个月各

月sL P的关系来分析两者的联系
.

为了对比明显
,

还与文献〔8 〕定义的 6 个反埃尔尼诺年

( 1 9 5 5
,

1 9 64
,

19 6 7
,

19 7 0
,

19 7 3
,

19 7 5 ) 做了对比分析
.

我们主要分析了相关最密切

区 (称之为相关区 ) 所对应的环流特征
,

并规定相关区必须由置信度 > 95 %的 4 个或 4 个

以上相连的相关点构成
.

分析表明
,

与埃尔尼诺年有关的前期各月的相关区虽然各月不同
,

但有一定的变化规律
,

大体可划分 为三个阶段
.

图 1 ( a ) 一 ( c ) 为各阶段相关区分布
.

可以看到
,

三个阶段的相关区分布确实有一定差别
.

第一阶段除上年n 月南太平洋上有一

片负相关区外
,

相关区主要分布在北半球陆地上
.

第二阶段相关区主要分布在南半球
,

但

不稳定
,

各月之间差异 比较明显
.

第三阶段相关区分布在南太平洋
、

澳大利亚和北太平洋
,

几乎各月都出现在相同地区
,

尤以 6
、

7
、

8 三个月表现突出
.

第一阶段相关区所对应的环流特征
,

在前冬主要是亚洲大陆冷高压
,

北太平洋东部至

北美的高压和南太平洋高压
.

为了说明这些地区环流变化的特征
,

我们绘制 了 5 个埃尔尼

诺年和 5 个反埃尔尼诺年的前一年 n 月平均 SL P图 (Z a
、

b )
。

对比两幅图可以看到
,

在埃

尔尼诺年前期 〔图 Z a)
,

亚洲冷高压比反埃尔尼诺年前期 (图 Z b) 明显加强
,

且中心位置

偏向东南
.

这时我国东部冬季风强度指数在埃尔尼诺年明显高于反埃尔尼诺年
,

相应地气

4 ) 赵汉光等
,

埃尔尼诺与我国气候异常
,

198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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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万 各月 s L P 超前SS T 0
.

一 12 个月各月的相关点数分布 (信度乒 那% )

OOO
...

27 22 18 23 2 8 6 2 19 12 3 0 23 2 111 J匕匕

lllll 2 2 32 2 5 2 2 1 2 8 7 1 6 18 3 2 19 1 999 半半

22222 9 2 5 15 5 2 3 4 6 2 1 12 3 0 12 2444 球球

33333 8 16 1 0 7 1 9 7 8 1 2 16 3 5 18 2 222 1OOO

44444 9 14 5 8 32 5 13 13 17 15 2 2 1333 一一

55555 9 1 1 5 9 1 1 5 3 18 20 13 18 666 6 000

66666 9 8 6 6 2 1 7 6 14 17 15 15 666 NNN

77777 1 1 9 4 6 18 1 7 10 10 13 4 7 22222

88888 2 2 10 8 8 2 8 14 2 3 18 7 7 2 3 1 11111

99999 2 3 12 4 1 6
.

30 4 2 7 10 3 8 1 5 100000

111000 2 1 14 5 16 6 2 1 8 6 2 15 1 1 99999

111111 19 19 7 12 18 9 7 10 1 12 16 133333

111 222 2 0 3 2 2 35 1 4 5 1 1 6 4 10 16 1 11111

朋朋瑞在月 。
.

, 2 。

护护护
111 27 19 12 3 5 17 1 8 6 1 7 28 16 5 1 9 2000 月匕匕

222 22 2 2 24 18 15 2 0 14 10 14 30 16 7 3 222 半半

333 18 3 2 9 2 2 22 13 17 10 2 3 4 6 12 222 球球
444 23 2 5 25 8 13 1 8 15 13 18 27 2 1 1 8 3 555 10

‘
’’

555 28 2 2 15 16 9 6 15 4 7 10 8 9 1444 111

666 6 12 5 10 14 9 6 7 7 3 6 7 555 6 0
‘ ,,

777 2 8 23 7 5 1 1 9 2 2 3 8 2 10 1 111 NNN

888 19 7 4 19 8 5 8 1 1 11 1 5 15 1 66666

999 12 16 6 7 32 9 6 9 2 2 10 11 1 2 44444

1110 30 18 2 1 8 5 1 1 6 4 10 23 9 1 6 100000

111 1 23 3 2 12 12 13 5 21 6 8 12 2 1 1 3 166666

1112 2 1 19 30 16 13 3 7 18 8 4 .

14 1 9 1 11111

·
O是同期相关

.

表 2 1 一 1明 各月S S T 与超l

5 6

1 8 6

2 0 14

13 17

1 8 15

6 15

9 6

1 1 9

5 8

9 6

1 1 6

5 21

3 7

半南球八。
1232

523

6Q
UA
�
qU今‘

.工11,1

13141830

9
内」

017934390

1上一了8

7l4

场20102426

505)拓

4327416

534364932

83727110468

12371343937174841816巧221435172458288181441342351161746817213225323651719387202223394141183410326122418器31321826242815171636342452巧4134281914202525424823
‘,二
6
11nU,自叮二乎JRO八斤了,人一�叹以J任I

L一�11,‘q‘‘勺吐d
二迭�,d, 胜几

3720333618352725442316321

2

3

4

5

6

7

8

9

l0

1 l

12

O是同期相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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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l 各阶段的相关区

a ) 第一阶段 (n 一 1 月 ) ( b ) 第二阶段 ( 2 一 5 月 ) ( e ) 第三阶段 ( 6 一 10月 )

(实线为正相关区
,

虚线为负相关区
,

线端数字为月)

温也比较低 (资料略 )
.

北太平洋副高与北美高压在埃尔尼诺年前也都比反埃尔尼诺年前强
,

并且合并为一个高压伸向北美大陆东部
.

南太平洋高压则减弱
,

范围收缩
,

澳大利亚东南

部的低压槽加深
,

因此从澳大利亚至南美西岸经向型环流发展
,

反埃尔尼诺年前期
,

这一

地区纬向型环流明显
.

上述差异在 12 月和 1 月的图 (略 ) 上也有表现
,

但不如 n 月明显
.

另外从 图 1 ( a )中还看到
,

1 月北非是一负相关区
,

北大西洋有一正相关区
,

它们反映了

从大西洋经北非到欧亚大陆大气环流的变化
,

尤其是北非的负相关区
,

正是亚洲大陆高压
、

冰岛低压
、

亚速尔高压和赤道低压相互作用的地区
.

因此该地区气压的变化与这 4 个活动

中心强弱和位置的变化有密切关系
.

计算的格点值表明
,

在埃尔尼诺年和反埃尔尼诺年这

一带SL P差异非常明显
.

例如在北大西洋中部 (30
O

N
,

50
O

w ) 埃尔尼诺年气压 比反埃尔

尼诺年约高 4 h P a ,

北非到中东 ( 30
“

N ,

4 0
。

一so
O

E )则低 3 hP
a ,

沿 lo
O

N 从北非到印度洋

也普遍偏低 3 一 4 h P a
.

而且这个相关区对其后 S S T 的影响可持续 l 年左右
,

说明这个因



6 期 郭其蕴等
:
从全球海平面气压场的变化分析埃尔尼诺形成的大气环流条件

活
�
勺口

‘
O产\

瓤孵乡择一一

冬冬寥攀包纷纷
{{{重亘鹭丈拍资组组

555 一一

lll 555

lll〔)))
000

了刃、尸
下刃一

卜 “

卜令卜一共井杯解/
, D ‘

一
” ---

图 2 1 1月S L P 合成图

( a , 5 个埃尔尼诺年前一年 〔19 56
,

19 62
,

19 7 1
,

19 75 ) 平均
,

( b ) 5 个反埃尔尼诺年前一年 ( 19 5 4 ,

19 63
, 19 6 6

,

19 7 2
,

29 74 ) 平均

子是比较稳定 的
。

第二阶段的相关区主要位于海洋上
,

特别是在南半球更日线两侧的相关区有时符号相

反
,

西边为正
,

东边为负
,

正好是 5 0 的西支和东支所在位置
.

因此这种分布反映了以)的

影响已经开始
,

但还不典型
.

2 月南美北岸的正相关区
,

反映了大西洋高压位置的变化
,

当高压偏南时
,

半年后埃尔尼诺发展
.

5 月有三片负相关区
,

分别位于我国东北及其邻近

地区
、

南太平洋东部和北太平洋东部
,

相应地环流系统为东北低压
、

南太平洋副高和北太

平洋副高
.

图 3 ( a ) 和 ( b ) 是 5 个埃尔尼诺年和 5 个反埃尔尼诺年平均 5 月sL P图
,

可

以看到
,

埃尔尼诺年时
,

东北低压比反埃尔尼诺年明显加深
,

范围广
,

向东可达库页岛以

东的海洋上
.

南北太平洋上的副高都比较弱
,

因而南
、

北半球的信风都相应减弱
,

这些环

流条件的变化对埃尔尼诺的发展都是有利的
.

第三阶段 〔图 1( c )〕的一个突出特点是相关区主要在南半球
,

更日线以西是各月位置

大体相 同的正相关区 (与 5 0 的西支相对应 )
,

以东是负相关区 (与以)的东支相对应 )
.

因此

这种分布特征说明此阶段主要是 以)对埃尔尼诺的发展起作用
,

即 5 0 弱有利于埃尔尼诺进

一步发展
.

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一事实
,

我们又分析了各月S S T 与超前 l一1 2个月各月 以〕的

相关系数变化
.

根据作者的分析 〔, 〕,

我们选择 10
。

一 20
、

s
、

100
。

一 14 0
O

E 范围内 ( A 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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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
·

a ) 5 个埃尔尼诺年

( b ) 5 个反埃尔尼诺年

10 点平均气压代表 S Q西支
,

20
。

一30
0

5

5 月S L P合成图

(1 9 5 7
,

19 6 3
,

19 6 8
,

会晃
( 19 55

,
19 64

,

19 67
,

19 7 3
一

19 7 5 )

平均

平均

、

10 0
。

一 14 0
O

W 范围内 ( B 区 ) 10 点平均气压代表

以冻支
.

分别求出各月 A 区和 B 区 10 点平均的相关系数
; ,

若两个区的 !
;

}都少0. 36 (置

信度 0
.

05 )
,

则认为 5 0 明显
,

若只有一个区 {
犷

{》0
.

36
,

则认为 5 0 不典型
,

两个地区的
.

}
;

}都达不到 0
.

36
,

则认为 SO 不明显
·

现以 10 月
SST

的变化为例 (图 4 )
,

可 以看到
,

以

歇)超前半年的关系明显
,

尤以超前 1 一 4 个月
,

也就是 6 一 9 月以)变化对 S S T 的作用最

0
。

4

0
.

2

95 % 信度

B 区一

/ 、 、

毕一一洲立二二二立止
区
95 % 信度
火

区

相关系教

0 1 2 3 4 5 6 7 8 9 ] 0 1 1 12

10 9 P 7 6 5 4 3 2 1 12 1 1 10

5 0 超前月 数
以) 出现的
实际月份

图 4 10 月S S T 与超前 l 一 12 个月各月 A 区 和 B 区内S L P 的
·

相关系数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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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
.

由于多数埃尔尼诺在 6 一 9 月已经开始发展
,

因此 6 一 9 月 以) 对后期 S S T 影响最

大并不一定意味着 5 0 是埃尔尼诺发生的原因
,

也可能埃尔尼诺对 5 0 减弱也有反 馈作用
.

咬
一

但无论如何埃尔尼诺一般是在 n 一 12 月达到峰值
,

所以 6 一 8 月 so 减弱对埃尔尼诺的发

展至少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

四
、

讨 论

根据以上分析不难看出
,

南
、

北半球大气环流条件的变化都会对埃尔尼诺的形成和发

展有影响
.

但由于海洋和大气无时不处在密切相互作用之中
,

而且每次埃尔尼诺的发生过

程
,

持续期和强度又都有自己的特点
,

因此很难归纳出一个对各类埃尔尼诺生成都适合的

环流条件
.

不过通过这个分析可以认为
,

影响埃尔尼诺的环流因子在近期和远期不同
.

在

埃尔尼诺形成的前冬亚洲冬季风强度变化有一定作用
,

冬季风偏强埃尔尼诺发生的可能性

大
.

但同时还要注意南太平洋及隆冬 l 月北非地区环流的变化
.

但埃尔尼诺是否能继续发

展和加强
,

还要看当年春夏季的各种环流指标
,

特别是 6 一 8 月 S延)是否减弱
.

为什么这些地区的环流在不同时期会对埃尔尼诺的发生有影响 ? 以及通过什么样的物

理过程产生影响? 下面提出一些初步看法
.

首先为什么初冬东亚冬季风强有利于第二年埃

尔尼诺发生 ? 根据文献〔l们的分析
,

东亚冬季风经圈环流能加强低纬度的哈得莱环流
,

因而

也加强 了低层 的东北信风
.

所 以在初冬冬季风偏强的年
,

季风 经圈环 流也必然比常年

谴 强
,

更有利于信风加强
.

这与一些研究所指出的
,

埃尔尼诺发生前太平洋上信风加强是一

致的
.

这也可能就是 为什么东亚冬季风的强度变化与埃尔尼诺的发生存在一定联系
.

但埃

尔尼诺的发生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
,

绝不是单纯一个冬季风环流因子可以圆满解释的
.

如从图 1( a ) 中看到
,

前冬南太平洋上还有一大片负相关区
,

从它所对应的环流特征来看
,

在埃尔尼诺发生年
,

南太平洋上经向环流发展
,

西风飘流 弱
,

因而不利于风生冷洋流沿南

美海岸向北流
,

这为埃尔尼诺发生创造 了有利条件
.

埃尔尼诺发生年当年的 l 月
,

北非的

负相关区则反映了赤道太平洋至印度洋地区赤道低压的变化
.

在埃尔尼诺年前期
,

此低压

要加深
,

,

印尼一带对流旺盛
,

沃克环流处于加强阶段
,

低空赤道东风盛行
,

这与前冬冬季

风环流的作用一致
.

这些环流特征
,

都为埃尔尼诺的发生 创造 了有利条件
.

2 月以后
,

与埃尔尼诺有关的环流条件发生 了明显变化
.

从相关区的分布特征〔图 1 ( b )〕

可以看到
,

这期间与埃尔尼诺发生有关的环流条件
,

主要在澳大利亚
、

印度尼西亚群岛及

其东南太平洋上的广大地区
.

2 月相关区所对应的环流特征
,

极类似于南方涛动的形势
,

涛动强时
,

埃尔尼诺发展
,

但这种形势并不稳定
.

6 月到 10 月的相关区分布 〔图 l( c )〕
,

则十分稳定
,

它所对应 的环流特征表明
,

南方

涛动减弱不利于南美沿岸冷洋流向低纬度输送
.

同时 9 月和 10 月北太平洋上的负相关区
,

则反映了这时北太平洋高压弱
,

相应地太平洋上的偏东信风继续减弱
,

这也正是埃尔尼诺

专 发展盛期的风场特征
.

诚然
,

对大 多数埃尔尼诺年来说
,

这一时期埃尔尼诺已经发生
,

因

此可 以说埃尔尼诺与上述环流处于相互作用状态
.

不过我们取的是 11 月的 S S T
,

正是埃尔

尼诺发展最盛的时期
.

因此若 6 一 8 月 5 0 稳定减弱
,

9
、

10 月北太平洋副高也稳定减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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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对埃尔尼诺是否会进一步发展和加强
,

仍有一定的预报意义
.

由于我们只对海平面气压场做了分析
,

有关大气环流条件对埃尔尼诺影响的物理过程

和机制还需要深入研究
.

通过这个分析所揭露的一些事实
,

对进一步研究埃尔尼诺的形成

和探讨埃尔尼诺的预报问题都有裨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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