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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科学家发现极端天气增多的背后原因

与大气中气流循环模式的改变有关

  文章来源：科技日报 李山 发布时间：2014-08-14 【字号： 小  中  大 】 

  在过去的十年里，夏天出现极端天气的次数达到了一个不寻常的程度。人类活动引起的全球变暖可以解释这种

热浪的逐渐增加，但其中一些特别的强度和持续时间却并不容易解释。现在，德国科学家发现它与在某些共振条件

下大气中形成的大强度慢行波有关。 

  2010年东欧的热浪和莫斯科周围损失严重的森林火灾让人们对极端天气的危害印象深刻。虽然通过燃烧化石燃

料排放二氧化碳会使大气变暖，但在波茨坦气候影响研究所（PIK）的研究项目负责人迪姆·库默看来，这与欧洲或

美国一些地区破坏性热浪的增加并不相称。他和同事斯特凡·拉姆斯托夫等人研究了大量的全球气象数据，发现一

个相关的原因可能是大气中的气流循环模式的改变。相关论文发表在8月11日的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上。 

  地球中纬度地区的空气运动大部分以波的形式在环绕地球运动。这就是所谓的罗斯贝波（Rossby Wellen）。罗

斯贝波的特点是波长非常长，一般可以达到几千公里以上，因此也称为行星波或者大气长波。由于是大尺度系统，

它的移动速度一般比较缓慢。波向北摆动，它就从热带吸暖空气到欧洲，俄罗斯或者美国；而波向南摆动，则会带

来极地的冷空气。波茨坦气候影响研究所的研究表明，一些这样的波带来了极端天气，并且增强了其强度。如果只

是几天的温暖可能不会有多少影响，但是几个礼拜的炎热就会给人和生物系统带来严重的后果。 

  斯特凡说：“这背后是一个微妙的共振机制，这些波在中纬度地区驻留并显著加强。”这项新研究显示，在某

些共振条件下大气中会形成不寻常的强度很大的慢行波，而这导致了地面的极端天气。这项研究的一个重要发现

是，这种共振事件变得更加频繁：自2000年以来，它们出现的频率几乎是以前的两倍。斯特凡说:“到现在为止，还

没有明确的行星波实际变化的证据。所以我们知道必须寻找什么，才能够找到共振活动增加的有力证据。” 

  通过理论分析和观测数据验证，科学家们认为，这种活动增加的原因可能与北极的变化进程有关。自2000年以

来，北极变暖比地球的其他地方大约快一倍。其中一个原因是明显的海冰覆盖面的萎缩。阳光因此更少地被反射回

太空，而没有海冰覆盖的海洋颜色更深，可以更多地吸热而变暖。随着北极气温上升，它与其他地区的温差会减

小。这个温差恰恰是大气流动的主要驱动力，而大气流动则决定了天气。论文的共同作者，波茨坦气候影响研究所

主任汉斯·约阿希姆·舍恩胡贝尔说：“行星波的主题说明了地球系统敏感因素之间的相互关联，它显示了系统对

我们的影响产生的反应可能是不相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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