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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道印度洋海温偶极子型振荡

及其气候影响’

李崇银 穆明权
(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大气科学和地球流休力学教值棋拟国家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029)

摘 奚 对近百年观测资料的分析表明赤道印度洋海温 (SST)确实存在着偶极子型振荡

的变化特征，它在9-11月最强，而在1-4月最弱;年际变化(4-5年周期)和年代际变

化 (主要为20-25年周期)也十分清楚。这个偶极子主要有正位相型(海温西高东低)和

负位相型(海温东高西低);一般正位相型的振幅强于负位相型。尽管在极个别年赤道印度

洋海温偶极子似乎与太平洋ENSO无关。但总体而论，赤道印度洋海温偶极子与赤道太平洋

海温偶极子(类似ENSO)有很好负相关.它们的联系主要是赤道大气炜向(Walker)环

流.资料分析表明，赤道印度洋海温偶极子与亚洲南部流场，青藏高压和西太平洋副高都有

明显关系、表明它对亚洲季风活动有重要影响

关扭词:印度洋;海表水温异常:偶极子型振荡;气候影响

1 引言

    1997年初夏发生了一次强El Nino事件[I1，并在全球许多地方引起了较为严重的气
候灾害，例如印度尼西亚地区的干早及森林大火、南美北部地区的洪涝等等 根据多年

观测资料的分析研究结果[[2,31，印度地区当年也应该出现弱夏季风和干早，但恰怡相
反，1997年夏季印度的平均降雨量为正常，部分地区略微偏多141，东非地区也明显多
雨151。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资料分析结果表明，1997年El Nin。期间，赤道印
度洋也出现了很强的海温异常，其SSTA的强度达2℃以上，为历史上所少见 这样，

人们便把注意力集中到了赤道印度洋SSTA异常及其作用的研究

    根据海温距平的分析，Sagi等的研究指出，赤道印度洋SSTA的变化存在一种偶
极子型振荡，即 (100S- 100N, 50- 700E)海区与 (100S--0, 90--1100E)海区的平

均海温有反相变化的特征.虽然这种偶极子型振荡只占12%的海温变化，但与赤道太

平洋的ENSO并非都有关系l"e Webste:等的研究也认为1997-1998年的赤道印度洋
海温偶极子型振荡是与ENSO独立的、由印度洋海一陆一气强相互作用所激发的现

象171.上述这种赤道印度洋海温偶极子型振荡不仅表现在海表水温的变化中，而且在次
表层海温(SOT)的变化中也很清楚叭
    上面有关赤道印度洋海温偶极子型振荡的研究更多的是强调1997-1998年事件的

特殊性，尤其是认为与太平洋ENSO没有关系 事实上，在文献(6}中作者也指出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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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认为的印度洋海温偶极子型振荡也有与El Nino有关的例子。因此，我们很有必要分

析研究赤道印度洋海温偶极子型振荡的一般特性，以及它们对气候尤其是对亚洲季风的

影响。

    本文将根据英国Hadery中心的1900- 1997年SST资料分析赤道印度洋海温偶极

子型振荡的时空特征以及它与赤道太平洋海温偶极子型振荡 (相当于ENSO)的关

系二同时也利用美国NCEP的再分析资料分析研究了海温偶极子型振荡与大气环流
尤其是赤道地区纬向风的关系以及它们对气候的影响。

2 印度洋海温偶极子型振荡的时空特征

    观测资料分析表明，在赤道印度洋，其西偏北海区的海温 (SST)和东偏南海区的

海温有相反变化特征，为了描写这种偶极子型海温变化 我们以 (50S-- 100N,  50--

650E)海区平均SSTA与 (100S--50N, 85-1000E)海区平均SSTA的差作为偶极子
指数 图1给出1900-- 1997年间印度洋海温偶极子指数的时间变化及功率谱，十分清

楚，海温偶极子指数既有年际变化 (周期主要为4-5年)，也有明显的年代际变化 (周

期主要为25-30年)。而且图1还反映出一个十分有趣的特征，即在1961年之前印度

洋海温偶极子指数主要为很强的负值，而在 1961年之后，其指数更多地为正值

︺

\
侧
翅

担
架
组

图1赤道印度洋海温偶极子指数的时间变化 (a)及其功率谱(b)

            细实线和虚线分别表示 95%和99%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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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较强指数也多为正值。也就是说 印度洋赤道地区的SSTA在1962年前主要以西

低东高为主要特征，而在1962年之后却以西高东低形势为多见。

    从上述海温偶极子指数的时间变化特征表明，虽然赤道印度洋海温偶极子型振荡有

年际变化，还有年代际变化。因此，在研究印度洋和太平洋地区年代际气候变化

(DecCen-D3)时需要特别关注赤道印度洋海温偶极子型振荡叭
    为了进一步揭示赤道印度洋海温偶极子型振荡的一些特征，我们分别对图la中正

指数最大 (>0.4)的 1961,  1972,  1994和 1997年以及负指数最大 (< -0.4)的

1958,  1959, 1960,  1970和 1996年进行合成分析。因为全球大气资料目前只有 1950

年之后的 图2分别给出了赤道印度洋偶极子型振荡在其正位相和负位相时SSTA的

水平分布特征，其范围为(300S- 500N, 300E---800W);而图2a和图26分别是正位

相的7月和12月的情况，图2c和图2d分别是负位相的7月和12月的情况。图2清楚

地给出了赤道印度洋海温偶极子型振荡的特征，正位相时SSTA为西高东低，负位相

时SSTA为西低东高 由于合成时正位相年指数明显强于负位相年的指数，图2a和图

2b所演示的海温偶极子也就明显强于图2c和图2d所演示的偶极子

    在图2电也有太平洋SSTA的分布，比较各图赤道印度洋SSTA与赤道太平洋
SSTA的分布，似乎它们之间有一定的关系，赤道印度洋海温偶极子处于正位相时，赤

道太平洋SSTA是东高 (正)西低 (负)特征;而在赤道印度洋海温偶极子处于负位

相时 赤道太平洋SSTA是西高 (正)东低 (负)形势 有关赤道印度洋海温偶极子

型振荡与赤道太平洋SSTA的联系问题，我们将在后面专门讨论

    图2a与图2b以及图2c与图2d相比较，好似赤道印度洋海温偶极子的强度在各

个月份并不一样 为了讨论这种偶极子强度的季节变化，图3给出了正位相年和负位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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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赤道印度洋海沮偶极子型振荡的正位相年(1961, 1972, 1994和1997年)和

      负位相年(1958, 1959, 1960, 1970和1996年)合成的557A的分布

    (a)正位相7月;(b)正位相12月;( c)负位相7月:(d)负位相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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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道印度洋海温偶极子指数与赤道太平洋海温

偶极子指数间相关系数的时间变化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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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之间的相关系数如图5粗实线所示

显然两个偶极子存在着极为明显的负相

关，即赤道印度洋海温偶极子正 (负)

位相时，赤道太平洋海温偶极子将处于

负 (正)位相 从统计平均来讲，赤道

西印度洋和赤道东太平洋有相同的海温

距平，而赤道东印度洋和赤道西太平洋

也有相同的海温距平。同时，图5还表

明两个偶极子基本上存在同时负相关，

但也不难看到赤道印度洋海温偶极子超

前赤道太平洋海温偶极子的情况略为偏

多。由此是否可以用赤道印度洋海温偶

极子型振荡的发生来预测ENSO的发

生，尚须作进二步的深人研究。

300N

z00N

I DON颧
睡I

万

‘二扩
".,

气以少田

二、

:二二:二;:}Ct

滋:升琴一刃顶
，一，「丁一— ’

阮
如了一‘了日二二二又 二竺“.二1J

::::{眨怎共井场一1rJ/1!'}4}7
一络i:月

皿

l:
:l

一{

止卜，孟5悦心.上耐

开1:三

)
，二 “ 、.目

仁二忿 粼一1}1:二::::汉{著:立'i {
于:二三:

落:宝酥〔 嫩尸-丫 T

00 40'E ROoF 120'E  160"E  160'W  120"W  800W  40'W   0'

创勺丹今 ·勺一勺L《了·{按”整夕喇介不

!鼓氏薰酬 ;一:
u止淇1邢弓脚曰篡丈止三三万泽

、少二一议之了一污导确沂斗奋 a... -'} 兰念)::!.’:「丁::t

%'1,                 r I     c̀w
.二t’a

’一井t了‘.’几-

一
r，:二 月

阵磷

叫

10os

20oS

30ts

脚

脚

脚

EQ
1 o"s

0n 40"E 80"E   120'E   160"E  1600W 1200W  80'W  40"W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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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两个偶极子有很好负相关存在，赤道东印度洋和赤道西太平洋的SST有十

分一致的变化呢?除了已有研究表明，通过印度尼西亚的一些海峡，两个大洋是明显相
通之外(I。一’21，赤道附近地区对流层低层风场可能起着重要作用。图6给出了印度洋海
温偶极子分别在正、负位相时所对应的9-11月平均1 000 hPa异常风场的分布，可以

看到在偶极子正、负位相时，不仅赤道印度洋有完全相反的流型 (正位相时为偏东风，

负位相时为偏西风);而且赤道太平洋，尤其是赤道中西太平洋也有完全相反的流型

(正位相时为偏西风，负位相时为偏东风)。实际上不仅在偶极子比较强的9-11月份

1 000 hPa风场有上述特征，其他月份，在印度洋海温偶极子正、负位相时1 000 hPa

风场也是近乎相反

    在对流场上层 ( 200 hPa) 对应干印度洋海m佣极子的F.角价相茸Ar iff她R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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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与赤道印度洋海温偶极子正位相 (a)和负位相

(b)相对应的赤道大气的异常炜向垂直环流特征示意图

流场也有相反的异常特征(图略) 对

应印度洋海温偶极子的正位相，赤道印

度洋上空为偏西风，赤道太平洋为偏东

风;对应印度洋海温偶极子的负位相

赤道印度洋上空为偏东风，赤道太平洋

为偏西风 将1 000 hPa和200 hPa的

流场结合起来分析，我们不难给出对应

印度洋海温偶极子正负位相时赤道地区

大气纬向垂直 (Walker)环流的不同

异常特征 (图7)。很清楚 与印度洋

海温偶极子的正负位相相对应，赤道大

气有着完全相反的纬向垂直环流特征，

尤其是在赤道印度洋和赤道太平洋地

区 赤道印度洋对流层低层的异常东 (西)风有利于印度洋海温偶极子正 (负)位相的

形成和维持;而通过纬向垂直环流异常，将引起赤道太平洋对流层低层的异常西 (东)

风，从而导致赤道太平洋负(正)海温偶极子位相的形成和维持.反过来也可以说赤道

太平洋对流层低层的异常东(西)风有利于赤道太平洋海温偶极子正(负)位相的形成

和维持;而通过纬向垂直环流异常将引起赤道印度洋对流层低层的异常西 (东)风，从

而导致赤道印度洋负(正)海温偶极子位相的形成和维持。因此，可以认为赤道大气纬

向垂直环流的异常正是联系赤道印度洋海温偶极子和赤道太平洋海温偶极子的重要物理

因素，并使得这两个海温偶极子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4 印度洋海温偶极子型振荡的气候影响

    国际上有关ENSO的气候影响已有一系列的研究，ENSO已被视为年际气候异常

的重要信号和影响因素而受到高度重视[”一151。从上面的分析讨论已清楚地看到，
ENSO(赤道太平洋海温偶极子)同赤道印度洋海温偶极子有十分显著的关系，虽然目

前尚不清楚这两个偶极子的相互影响中哪一个是主动方面，但至少可以认为，通过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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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SO的相互关系，赤道印度洋海温偶极子对全球气候变化和异常也有相当重要的作
用

    另一方面，赤道印度洋海温偶极子对亚洲季风系统的影响将是我们这里重点讨论的

问题，因为亚洲季风，尤其是亚洲夏季风对该地区人民的生产和生活有着重大的影响。

图8分别给出对应于赤道印度洋海温偶极子正位相和负位相的850 hPa夏季 ((6-8月

平均)异常流场 可以看到亚洲季风区有着不同的流场异常 对应偶极子正位相 赤道

印度洋地区有异常东南风，印度有异常西风，孟加拉湾到南海一带有异常偏西风。因此

正位相偶极子将对应着较强南海夏季风 印度夏季风也较强 对应偶极子负位相，赤道

印度洋西部为弱南风异常.东部为弱西北风异常，南海和中南半岛地区为异常东风，印

度南部异常西风明显。因此与印度洋海温偶极子负位相对应，南海夏季风偏弱，印度南

部夏季风偏强。因此.赤道印度洋海温偶极子型振荡对亚洲夏季风的影响也是明显的

    对于亚洲夏季风来讲 对流层上层青藏高原反气旋 (也称南亚高压)也是季风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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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副高有明显关系 图10给出的是赤道印度洋海温偶极子指数与全球500 hPa位势高

度间相关系数的分布，在北半球极为明显的是在25 - 400N纬度的太平洋上空有一负相
关带，说明对应赤道印度洋海温偶极子的正位相，西太平洋副高偏弱，而对应海温偶极

子的负位相，西太平洋副高偏强 在东亚大陆上空为正相关，说明对应于赤道印度洋海

温偶极子的正 (负)位相.东亚大陆有异常高空脊 (槽)活动。

    我们所作的一些滞后相关系数的计算表明，印度洋海温偶极子指数超前5个月时、

上面所讨论的相关形势也存在 (图略)，故可以认为亚洲夏季凤的活动确实会受到印度

洋海温偶极子的影响口

    另外，无论在图9还是在图10中，在南印度洋的40-- 500S纬度上空都有十分显著

的一条相关带，这表示南印度洋和澳洲地区的气候变化可能也与赤道印度洋海温偶极子

型振荡有关

5 结论

    通过以上长时期资料的分析，得出了一些有意义的结果，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

点:

    (1)赤道印度洋的SST或SSTA确实存在着偶极子型振荡特征 这种偶极子既有

年际 (4-5年)变化，也有年代际 (25--30年)变化 同时海温偶极子还有清楚的季

节变化，以9-11月最强，而在 1-4月最弱。

    (2)赤道印度洋海温偶极子，分别以西高东低和西低东高为两个较为稳定的形态，

可以分别视其为偶极子的正位相和负位相 而正位相型的强度平均大于负位相型的强

度。

    (3)尽管极个别的年份赤道印度洋海温偶极子型振荡与太平洋SSTA(或ENSO)
的关系不明显，但总体而论.若将赤道太平洋SSTA的东高西低和西高东低也作为一

个偶极子的不同位相，那么统计分析表明赤道印度洋海温偶极子与赤道太平洋海温偶极

子有很好的负相关 赤道印度洋海温偶极子为正 (负)位相时，赤道太平洋海温偶极子

则为负 (正)位相 赤道太平洋SSTA为西负 (正)东正 (负)，相当于El Nino ( La

Nina)的特征
    (4)赤道印度洋海温偶极子和赤道太平洋海温偶极子相互关系的主要纽带是赤道地

区大气纬向(Walker)环流。Walker环流的变化通过海一气相互作用既导致赤道太平

洋海温偶极子 (ENSO)，也对赤道印度洋海温偶极子的形成起重要作用 另外，通过

印度尼西亚一些海峡通道的输送，也对两个海温偶极子的联系有重要作用。当然 有关

的动力学机制还有待深人研究

    (5)赤道印度洋海温偶极子通过影响对流层低层流场直接对亚洲夏季风有明显影

响，对应海温偶极子的正位相，有较强南海夏季风和印度夏季风;对应海温偶极子负位

相，南海夏季风将偏弱，而印度南部地区夏季风将偏强。

    (6)赤道印度洋海温偶极子还通过影响对流层上层青藏高原反气旋以及西太平洋副

热带高压，也对亚洲夏季风有明显影响。因为对应海温偶极子的正 (负)位相，青藏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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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反气旋将偏弱 (强)，而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也将偏弱 (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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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ipole in the Equatorial Indian Ocean and Its Impacts on Climate

                    LiChongyin  and  MuMingquan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Numerical :Modeling far Atmospheric Scam- and Geoplhvo a1 Fluid nvuomirs

          Institute of Atmospheric Phvsics, Chinese Acad- 可Sciences , Beijing 1000291

Abstract   The analyses in observational data of near 100 years showed that the variation of SST in

the equatorial Indian Ocean has a feature of the diople oscillation: It mainly shows a positive phase p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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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rn (higher SST in the west and lower SST m the east) and a negative phase pattern (higher SST m the
east and lower SST in the west), the amplitude of the positive phase is larger than that of the negative

phase. The dipole is stronger in September-- November and weaker in January--- April. It also has
interannual variation (4-5 year period) and interdecadal variation (25一30 year period). Although the
Indian Ocean dipole in the individual year seems to be independent of the ENSO in the equatorial Pact-

fic, in general, the Indian Ocean dipole has obviously negative correlation with the Pacific Ocean dipole

(similar to ENSO). The atmospheric zonal (Walker) circulation is fundamental to relate the two dipoles
The data analyses still showed that the lower tropospheric wind fields over the southern Asia, the

Tibetan high in the upper troposphere and the subtropical high over the northwestern Pacific are all re
lated to the Indian Ocean dipole, which shows the important impact of the Indian Ocean dipole on the
Asian monsoon activities

Key wards: Indian Ocean:  sea surface temperature anomaly (SST.A);  dipole oscillation;  impact on
              climate

          ------分，，，，~~户种. _ _ 一



4期 李崇银等:赤道印度洋海温偶极子型振荡及其气候影响 443

tern (higher SST in the west and lower SST m the east) and a negative phase pattern (higher SST m the
east and lower SST in the west), the amplitude of the positive phase is larger than that of the negative

phase. The dipole is stronger in September-- November and weaker in January--- April. It also has
interannual variation (4-5 year period) and interdecadal variation (25一30 year period). Although the
Indian Ocean dipole in the individual year seems to be independent of the ENSO in the equatorial Pact-

fic, in general, the Indian Ocean dipole has obviously negative correlation with the Pacific Ocean dipole

(similar to ENSO). The atmospheric zonal (Walker) circulation is fundamental to relate the two dipoles
The data analyses still showed that the lower tropospheric wind fields over the southern Asia, the

Tibetan high in the upper troposphere and the subtropical high over the northwestern Pacific are all re
lated to the Indian Ocean dipole, which shows the important impact of the Indian Ocean dipole on the
Asian monsoon activities

Key wards: Indian Ocean:  sea surface temperature anomaly (SST.A);  dipole oscillation;  impact on
              climate

          ------分，，，，~~户种. _ _ 一



4期 李崇银等:赤道印度洋海温偶极子型振荡及其气候影响 443

tern (higher SST in the west and lower SST m the east) and a negative phase pattern (higher SST m the
east and lower SST in the west), the amplitude of the positive phase is larger than that of the negative

phase. The dipole is stronger in September-- November and weaker in January--- April. It also has
interannual variation (4-5 year period) and interdecadal variation (25一30 year period). Although the
Indian Ocean dipole in the individual year seems to be independent of the ENSO in the equatorial Pact-

fic, in general, the Indian Ocean dipole has obviously negative correlation with the Pacific Ocean dipole

(similar to ENSO). The atmospheric zonal (Walker) circulation is fundamental to relate the two dipoles
The data analyses still showed that the lower tropospheric wind fields over the southern Asia, the

Tibetan high in the upper troposphere and the subtropical high over the northwestern Pacific are all re
lated to the Indian Ocean dipole, which shows the important impact of the Indian Ocean dipole on the
Asian monsoon activities

Key wards: Indian Ocean:  sea surface temperature anomaly (SST.A);  dipole oscillation;  impact on
              climate

          ------分，，，，~~户种. _ _ 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