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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8 7 年日环食的气象效应研究取得成果

季国良

( 中国科学院兰 州高原大气物理研究所
,

兰州 7 3 0 0 0 0)

[关键词 ] 日环食
,

太 阳辐射
,

地面气象要素
,

大气重力波

1 9 8 7 年 9 月 23 日发生了一次主食带横贯我国中部
,

经新
、

甘
、

宁
、

晋
、

豫
、

鲁
、

苏等省

区
,

由上海市进入东海的 日环食
,

这是本世纪最后一次主食带经过中国中部的 日食现象
。

在

国家科委和 中国科学院的领导下
,

在陆地和海洋上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由天文
、

地球物理和

气象三个学科联合的全国性综合观测
,

5 00 名左右的科学工作者投入了这次大规模的联合观

测工作
。

日环食过程中的太阳辐射和地面气象要素变化的研究是天文学与大气科学的一个交叉课

题
。

弄清楚太阳辐射和地面气象要素在 日食过程中的变化规律
,

对于研究 日地关系和太阳活

动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具有重要的意义
。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国内外很少大规模进行这方

面的研究
,

而这次 日环食的观测手段多
,

测量项 目新
,

资料较系统
、

完整
,

为进行该项研究

提供了有利条件
。

在这次大规模的综合研究中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为协调有关科研单

位和大专院校的不同学科进行该项研究
,

及时组织了有关的研究课题
,

并在正常的基金评定

结束以后给予了特别的经费支持
,

从而使得我们在观测结束以后的一年时间内能够利用得到

的资助进行了大量的资料分析和研究工作
,

获得了较多的科学研究成果
。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的支持下
,

通过各协作单位的协商和协调
,

首先
,

我们对各有关

单位观测所得到的 日环食期间的太 阳辐射和近地面气象要素资料按统一要求进行了整理汇

编
,

供各有关研究单位分析使用
,

并组织出版了 《 1 9 8 7 年 9 月 23 日中国日环食联合观测资料

汇编 旧 射与现象 ) 》
。

这不仅为全国的科技工作者研究此次日环食过程的气象效应提供 了丰

富的观测资料
,

同时也为国内外地球物理学者提供了一份 日环食期间太阳辐射
、

地面气象要

素和大气重力波观测方面珍贵的历史资料
。

其次
,

通过对观测资料的分析研究
,

发表了学术

论文 28 篇
,

其中 25 篇 由科学 出版社 出版 了 《 1 9 8 7 年 9 月 23 日中国 日环食观测研究文集 》
,

另

有三篇分别发表在 《太阳能学报 》
、

《气象科学 》 和 《地球物理学报 》
,

后者还在美国出版的

《 C hi en se oj 盯 an l of G eo p h ys ic s 》刊登
。

这次研究得到的日环食过程中太阳辐射和地面气象要素

等方面的重要变化规律和特征如下
:

( 1) 在 日环食过程中
,

太阳辐射各分量均有明显的变化
。

其中短波辐射减弱明显
,

在食

甚时减弱最大
,

主食带内与非食时相 比减弱均达 90 % 以上川
。

在短波辐射的减弱中又以太阳

总辐射
、

直接辐射
、

紫外辐射的减弱最明显
,

天空散射辐射减弱较少
。

不同地区其减弱程度

本文工作部分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
.

本文 于 1 9 9 5 年 5 月 2 日收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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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食分而变化
,

一般地说食甚时与正常相 比减弱均达 60 %以上
,

长波辐射的减弱较少
,

且最

大减弱出现的时刻不在食甚而是稍有滞后
。

地表净辐射在 日食过程 中有明显减弱
,

两次通过

零点
,

在食甚前后净辐射为负值
,

仿佛经历了一个完整的日变化过程
。

在 日食过程中地面辐

射收支的这种短暂变化
,

势必造成地面气象要素的短时间变化
,

从而影响农作物的光合作用

过程以及生长
,

发育的生理
、

生态过程
。

( 2) 日环食过程中
,

地面气象要素有明显的变化
,

主要是空气温度和地表温度有明显的

下降
。

在主食带内气温下降最大并逐渐向两侧递减
,

全国平均最大降温为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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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

C 扛2 , 。

地

表温度的下降大于气温
,

在食分为 0
.

64 处的海洋表面最大降温达 1
.

4
`

C
。

( 3) 日环食期间
,

地面臭氧浓度与太阳直接辐射有很好的相关
,

在食甚后 8分钟的地面

臭氧浓度出现极小值
。

( 4) 首次在我国观测到了 日环食期间产生的大范围的大气重力波扰动
,

经过分析计算发

现
,

此次 日环食大气重力波扰动的周期平均为 1 78 分钟
,

平均传播速度为 32 o m s/ 叫
。

( 5 ) 根据观测资料分析
,

绘制了日环食过程中全国范围内太阳直接辐射
、

散射辐射和太

阳总辐射的亏损情况分布图及全国气温下降分布图
。

图中表明
:

太阳辐射减弱最大的地 区为

中国东部
,

减弱最小的为中国的中部和西部地区
,

分布形势与太阳高度角
、

最大食分的大小

及天气状况等有关
。

( 6) 首次在我国取得了日环食过程的太阳能谱资料
。

首次在我国观测了植物气孔导性对

日食效应的响应
,

为研究 日食过程对农作物生理生态特征的影响提供了有益的依据
。

国内同行专家一致认为
,

该课题取得了大量珍贵的观测资料
,

并得到了很多有意义的结

果
,

成果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

与有关的天文学和地球物理学科联合
,

该项 目获得 了 1 9 9 2年

中国科学院 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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