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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利用哈得来中心海表温度（ＨａｄＩＳＳＴ）和美国马里兰大学海洋同化（ＳｉｍｐｌｅＯｃｅａｎＤａｔａＡｓｓｉｍｉｌａｔｉｏｎ，ＳＯＤＡ２．２．４）数

据集，分析了１９７９—２０１５年赤道太平洋地区海表温度异常的偏度特征；并通过诊断混合层热量收支平衡方程着重探讨了非线

性项在不同类型ＥＮＳＯ发展衰亡过程中起的不同作用。研究结果表明，中部型厄尔尼诺和拉尼娜事件的偏度很弱，且符号相

反、强度相当，而东部型厄尔尼诺的偏度为很强的正值，即ＥＮＳＯ的强度非对称性主要来自东部型厄尔尼诺的贡献，中部型厄

尔尼诺和拉尼娜的海表温度异常呈现准对称特征。在ＥＮＳＯ事件的发展阶段，非线性项对东部型厄尔尼诺和拉尼娜均有很

强的正贡献，而对中部型厄尔尼诺的正贡献相对较弱，这会促进东部型厄尔尼诺强度的增强而抑制拉尼娜振幅的发展，从而

有利于ＥＮＳＯ强度非对称性的产生；在ＥＮＳＯ事件的衰亡阶段，非线性项对拉尼娜维持正贡献但强度大为减弱，对东部型厄

尔尼诺和中部型厄尔尼诺的衰减则分别起促进和抑制作用，这可能是东部型厄尔尼诺衰减速度较快而中部型厄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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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诺衰减速度较慢的重要原因之一。

关键词　ＥＮＳＯ，非线性项，非对称性

中图法分类号　Ｐ４７

１　引　言

ＥＮＳＯ（ＥｌＮｉ珘ｎｏ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Ｏｓｃｉｌｌａｔｉｏｎ）是热带

太平洋大尺度海气相互作用在年际尺度上的最强

信号（Ｂｊｅｒｋｎｅｓ，１９６９；Ｒａｓｍｕｓｓｏｎ，ｅｔａｌ，１９８２；Ｐｈｉ

ｌａｎｄｅｒ，１９８３；Ｗａｌｌａｃｅ，ｅｔａｌ，１９９８），其发生往往伴随

全球范围的大气环流和天气气候异常（ＶａｎＬｏｏｎ，

ｅｔａｌ，１９８１；Ｒｏｐｅｌｅｗｓｋｉ，ｅｔａｌ，１９８７；Ｔｒｅｎｂｅｒｔｈ，ｅｔ

ａｌ，２０００；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ｅｔａｌ，２００２）。中国东临太平洋，

其气候异常与ＥＮＳＯ密切相关，许多研究（Ｈｕａｎｇ，

ｅｔａｌ，１９８９；Ｚｈａｎｇ，ｅｔａｌ，１９９６，２０１６；刘永强等，

１９９５；陶诗言等，１９９８；金祖辉等，１９９９；黄荣辉等，

２００３；李海燕等，２０１６）表明，不同位相的ＥＮＳＯ对

中国气候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且对中国不同地区

的影响也不尽相同，在厄尔尼诺发展年的夏季，江淮

流域降水偏多；而在衰减年，长江流域和江南地区雨

量偏多，江淮流域雨量偏少。另外，不同类型的

ＥＮＳＯ对中国气候的影响也有显著差别（Ｆｅｎｇ，ｅｔ

ａｌ，２０１１，２０１６；Ｋａｒｏｒｉ，ｅｔａｌ，２０１３），研究表明，传统

型厄尔尼诺通常造成华南春季降水偏多、夏季降水

偏少，而中部型厄尔尼诺由于其不同的海气耦合过

程则会使华南春季和夏季降水均偏少；中部型拉尼

娜会造成长江流域夏季降水偏多，而东部型拉尼娜

对其影响较小。正是东亚乃至全球气候对ＥＮＳＯ

的显著响应引发了人们对这一现象的高度关注，正

确认识ＥＮＳＯ现象的发生、发展过程，对于短期气

候预测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和指导意义。

过去几十年里，科学家们对ＥＮＳＯ循环的基本

特征及动力过程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并逐步完善

了 ＥＮＳＯ 动力学理论 （Ｂｊｅｒｋｎｅｓ，１９６９；Ｗｙｒｔｋｉ，

１９７５；Ｓｕａｒｅｚ，ｅｔａｌ，１９８８；Ｂａｔｔｉｓｔｉ，ｅｔａｌ，１９８９；

Ｚｈａｎｇ，ｅｔａｌ，１９９３；Ｊｉｎ，１９９７ａ，１９９７ｂ；Ｐｉｃａｕｔ，ｅｔａｌ，

１９９７；Ｗｅｉｓｂｅｒｇ，ｅｔａｌ，１９９７；张人禾等，１９９８；严邦

良等，２００２；陈锦年等，２００３ａ，２００３ｂ；李崇银等，

２００８），深化了对ＥＮＳＯ现象的理解和认识。其中，

Ｓｕａｒｅｚ等（１９８８）和Ｂａｔｔｉｓｔｉ等（１９８９）提出的延迟振

子理论和Ｊｉｎ（１９９７ａ，１９９７ｂ）提出的“充放电”理论，

分别着重考虑了热带海洋波动和斯维尔德鲁普平衡

理论在ＥＮＳＯ循环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被广泛用于

解释ＥＮＳＯ冷暖位相的循环过程。然而，由于ＥＮ

ＳＯ具有难以捉摸的复杂性和多变性，与此相关的

很多科学问题仍需要更深入的研究。Ｐｈｉｌａｎｄｅｒ

（１９９０）提出ＥＮＳＯ是一种复杂的不规则非线性振

荡；众多学者研究也发现ＥＮＳＯ具有年际尺度和年

代际尺度的双重变化特征，其年际尺度上的变化主

要由热带海气相互作用造成，而年代际变率则很大

程度上受热带外海气过程或扰动的影响（Ｊｉｎ，ｅｔａｌ，

１９９４；Ｔｚｉｐｅｒｍａｎ，ｅｔａｌ，１９９４；Ｃｈａｎｇ，ｅｔａｌ，１９９６）。

Ｔｉｍｍｅｒｍａｎｎ等（２００２）首次将热带地区自身的非线

性作用与ＥＮＳＯ的年代际变化联系起来，指出温度

方程中的非线性平流项可能发挥关键作用。此外，

ＥＮＳＯ的复杂性还体现在冷暖事件强度、纬向位置、

经向范围和持续时间等多方面的不对称性（Ｚｈａｎｇ，

ｅｔａｌ，２００９，２０１２，２０１３；Ｏｋｕｍｕｒａ，ｅｔａｌ，２０１０；Ｄｏｍ

ｍｅｎｇｅｔ，ｅｔａｌ，２０１３；Ｙｅｈ，ｅｔａｌ，２０１４）。早在２０世纪

末就有观测结果表明，厄尔尼诺成熟期的赤道东太

平洋海表温度异常（ＳＳＴＡ）远强于拉尼娜同期

（Ｂｕｒｇｅｒｓ，ｅｔａｌ，１９９９），这就造成Ｎｉｎｏ３区海表温度

指数较正常态会强烈地偏向暖值 （Ｔｒｅｎｂｅｒｔｈ，

１９９７）。起初，并不清楚这种强度不对称性的原因，

因为如果海气耦合系统是一个由气候噪音引起的

线性 系 统，ＥＮＳＯ 的 振 幅 应 当 是 正 态 分 布 的

（Ｔｈｏｍｐｓｏ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０，２００１）。直到２１世纪初，

Ｊｉｎ等（２００３）首次计算了赤道太平洋混合层热量收

支后发现，厄尔尼诺和拉尼娜期间非线性加热项符

号均为正，这意味着非线性项只有利于厄尔尼诺强

度的增长而不利于拉尼娜的增长，进而指出非线性

加热的不对称是厄尔尼诺和拉尼娜的振幅非对称性

的重要原因。Ｓｕ等（２０１０）在 Ａｎ等（２００４）的基础

上进行了进一步研究，并且不再使用统一的ＥＮＳＯ

发展时期，而是根据海表温度异常的强度对各次

ＥＮＳＯ事件的发展阶段进行单独定义，即各次事件

的发展阶段不尽相同，由此考察了热带太平洋非线

性加热在ＥＮＳＯ发展时期的作用，得到了与Ａｎ等

（２００４）类似的结论，同时指出非线性项中水平方向

上的温度平流项起最为关键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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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近年来热带太平洋观测到了一类新型厄

尔尼诺事件。不同于传统型厄尔尼诺，这类厄尔尼

诺的海表温度异常暖中心不再位于热带东太平洋，

而是向西移到了赤道中太平洋区域，因而通常被称

为中部型厄尔尼诺（ＣＰＥｌＮｉ珘ｎｏ）（Ｋａｏ，ｅｔａｌ，

２００９），也有将其命名为日界线厄尔尼诺（Ｌａｒｋｉｎ，ｅｔ

ａｌ，２００５）、Ｍｏｄｏｋｉ厄尔尼诺（Ａｓｈｏｋ，ｅｔａｌ，２００７）和

暖池（ＷａｒｍＰｏｏｌ）厄尔尼诺（Ｋｕ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９；Ｒｅｎ，

ｅｔａｌ，２０１１）等，尽管不同研究所用的名字和定义略

有差异，但是所指的现象本质却是一致的。为了描

述方便，文中将传统型厄尔尼诺称为东部型厄尔尼

诺（ＥＰＥｌＮｉ珘ｎｏ）。不少研究指出两类厄尔尼诺对于

全球气候异常的影响有着明显的不同（Ｆｅｎｇ，ｅｔａｌ，

２０１０；Ｚｈ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１，２０１４，２０１５；Ｙｕ，ｅｔａｌ，

２０１１；Ｋｉｍ，ｅｔａｌ，２０１２；Ｘｕ，ｅｔａｌ，２０１３），其发生、发

展机制也存在着显著差异（Ｋａｏ，ｅｔａｌ，２００９；Ｋｕｇ，ｅｔ

ａｌ，２００９；Ｙｅｈ，ｅｔａｌ，２００９），但不同类型厄尔尼诺对

ＥＮＳＯ强度非对称性的贡献以及非线性加热作用对

不同类型厄尔尼诺的影响目前尚无深入的研究；此

外，以往大多关注ＥＮＳＯ的发展阶段，对衰亡阶段

非线性加热作用的研究较少。因此，本研究在前人

工作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非线性项在ＥＮＳＯ的

不同阶段对其强度非对称性所起到的作用，重点关

注了两类厄尔尼诺期间的不同特征。从而更全面

系统地认识非线性加热对ＥＮＳＯ发展演变的影

响。

２　资料和方法

资料主要包括美国马里兰大学提供的１９７９年

１月—２００８年１２月的月平均海洋同化数据（Ｓｉｍｐｌｅ

ＯｃｅａｎＤａｔａＡｓｓｉｍｉｌａｔｉｏｎ，ＳＯＤＡ２．２．４）（Ｃａｒｔｏｎ，

ｅｔａｌ，２０００；Ｇｉｅｓｅ，ｅｔａｌ，２０１１），水平分辨率为０．５°

×０．５°，垂直方向上共９层；英国哈得来中心提供的

１９７９年 １ 月—２０１６ 年 ５ 月的月平均海表温度

（ＨａｄＩＳＳＴ）资料（Ｒａｙｎｅｒ，ｅｔａｌ，２００３）。文中主要采

用合成分析方法对两类厄尔尼诺及拉尼娜时期非线

性项的作用进行分析，并利用狋检验对合成结果进

行显著性检验。

采用Ｎｉｎｏ３．４指数（即５°Ｎ—５°Ｓ，１２０°—１７０°Ｗ

区域平均的海表温度距平序列）作为ＥＮＳＯ事件的

监测指标。考虑到ＥＮＳＯ事件的成熟期不尽相同，

即可能在秋季达到顶峰、也可能到冬季达到峰值，因

此，根据秋冬季（ＳＯＮＤＪＦ）平均 Ｎｉｎｏ３．４指数选取

ＥＮＳＯ事件，若该指数大于０．５℃（小于－０．５℃），

则将当年定义为厄尔尼诺（拉尼娜）年。由此定义出

１１次厄尔尼诺事件：１９８２／１９８３、１９８６／１９８７、１９８７／

１９８８、１９９１／１９９２、１９９４／１９９５、１９９７／１９９８、２００２／

２００３、２００４／２００５、２００６／２００７、２００９／２０１０ 和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年；以及１２次拉尼娜事件：１９８３／１９８４、１９８４／

１９８５、１９８５／１９８６、１９８８／１９８９、１９９５／１９９６、１９９８／

１９９９、１９９９／２０００、２０００／２００１、２００７／２００８、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２０１０／２０１１和２０１１／２０１２年。此外，采用Ｋｕｇ

等（２００９）的定义方法区分两类厄尔尼诺事件，即通

过比较秋冬（ＳＯＮＤＪＦ）Ｎｉｎｏ３指数和Ｎｉｎｏ４指数的

大小来选定东部型和中部型厄尔尼诺：若 Ｎｉｎｏ３指

数大于（小于）Ｎｉｎｏ４指数，则将该事件定义为东部

型厄尔尼诺（中部型厄尔尼诺）。由此定义出３次东

部型厄尔尼诺：１９８２／１９８３、１９９７／１９９８和２０１５／２０１６

年；以及８次中部型厄尔尼诺：１９８６／１９８７、１９８７／

１９８８、１９９１／１９９２、１９９４／１９９５、２００２／２００３、２００４／

２００５、２００６／２００７和２００９／２０１０年。受ＳＯＤＡ资料

长度所限，２００８年后发生的５次ＥＮＳＯ事件在热量

收支分析中不予考虑。

为了量化ＥＮＳＯ的强度非对称性，采用偏度来

表征海表温度异常相对于平均状态的偏差程度。若

偏度为０，则表示海表温度异常呈正态分布；而如果

偏度＞０则表示海表温度异常呈正偏态，偏度＜０表

示呈负偏态（Ｗｈｉｔｅ，１９８０）。偏度算式为

犛＝
犿３
（犿２）

３／２
（１）

式中，犿犽＝
１

犖∑
犖

犻＝１

（狓犻－犡）
犽 ，犡表示气候平均态，狓犻

表示第犻次观测值，犖 为观测次数。

非线性作用通过计算海洋混合层热量收支的非

线性部分得到，热量收支平衡方程参照Ｊｉｎ等

（２００３）定义

犜′

狋
＝－（狌′

犜

狓
＋狏′

犜

狔
＋狑′

犜

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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犜′

狓
＋

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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狔
＋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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狕
）－（狌′

犜′

狓
＋狏′

犜′

狔
＋

狑′
犜′

狕
）＋犚′ （２）

式中，犜及狌、狏、狑分别为月平均海温及纬向、经向、

垂直海流速度，—和′分别表示气候平均态和异常态，

海表热通量、一些次网格尺度和高频信号的贡献项

６８７　　　　　　　　　　　　　　　　　　　　　　　　　　　　　　　犃犮狋犪犕犲狋犲狅狉狅犾狅犵犻犮犪犛犻狀犻犮犪　气象学报　２０１７，７５（５）



用残差项犚′表示。其中，等式右端第２个括号中的

各项即为文中所讨论的非线性项。在计算过程中，

太平洋混合层粗略地定义为０—４５ｍ深度平均，与

选取其他深度得到的定性结果一致。值得注意的

是，非线性项中的第３项，即非线性垂直项表示海洋

下层海温对上层海温的输送作用，其结果大小受深

度选取的影响较大，为了较准确地计算，图１给出了

图１　厄尔尼诺冬季（ＤＪＦ）赤道太平洋

（２°Ｓ—２°Ｎ）狋′狑′经向深度剖面

合成（单位：１０－６℃·ｍ／ｓ）

Ｆｉｇ．１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ｄｅｐｔｈ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ｅｃｒｏｓｓ

ｓｅｃｔｉｏｎｏｆ狋′狑′（ｕｎｉｔ：１０－６℃·ｍ／ｓ）

ｆｏｒＥｌＮｉ珘ｎｏｗｉｎｔｅｒ（ＤＪＦ）ａｌｏｎｇ

ｔｈｅｅｑｕａｔｏｒｉａｌＰａｃｉｆｉｃ（２°Ｓ－２°Ｎ）

厄尔尼诺冬季（ＤＪＦ）赤道太平洋（２°Ｓ—２°Ｎ）海温异

常和垂直速度异常乘积（狋′狑′）的经向深度剖面合

成，可以看出，狋′狑′的最大值约在６５ｍ深度，因此，

垂直方向上非线性温度平流的计算以６５ｍ 为中

心，向上、向下各取４０ｍ。也尝试了其他深度，如

６０ｍ 等，其定性结果不受影响。

３　赤道太平洋海表温度异常偏度

为了量化ＥＮＳＯ事件的非对称性，首先给出了

１９７９—２０１５年热带太平洋冬季（ＤＪＦ）海表温度异常

偏度的空间分布（图２）。可见“类东部型厄尔尼诺”

的海表温度异常偏度在１５０°Ｗ 以东、尤其是１３０°Ｗ

以东的赤道东太平洋地区有强的正偏度中心，最大

值位于赤道太平洋东南区域，强度超过２．５（图２ａ）。

这表明１９７９—２０１５年以来，赤道东太平洋海表温度

异常容易偏向暖值，即厄尔尼诺事件的强度明显大

于拉尼娜事件，这与以往的研究结果（Ｓｕ，ｅｔａｌ，

２０１０）一致。值得注意的是，当将３次强东部型厄尔

尼诺年及前两次厄尔尼诺随后的拉尼娜年份（即

１９８２／８３／８４、１９９７／９８／９９和２０１５年）去除后，发现

赤道太平洋１５０°Ｗ 以东大部分地区的正偏度几乎

消失（图２ｂ）。即去除强东部型厄尔尼诺的影响后

该区域的海表温度异常呈一个近似的正态分布，

ＥＮＳＯ的冷暖事件强度相当，海表温度异常不再存

在向暖偏斜状态。这似乎说明ＥＮＳＯ的强度非对

称性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强东部型厄尔尼诺造成的，

并不是所有的厄尔尼诺和拉尼娜事件之间都存在着

强的强度非对称。

图２　冬季（ＤＪＦ）热带太平洋海表温度异常偏度分布

（ａ．１９７９—２０１５年，ｂ．去除１９８２／８３／８４、１９９７／９８／９９和２０１５年）

Ｆｉｇ．２　Ｓｐａｔｉ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ｓｋｅｗｎｅｓｓｏｆＤＪＦＳＳＴａｎｏｍａｌｉｅｓ

ｉｎｔｈｅｅｑｕａｔｏｒｉａｌＰａｃｉｆｉｃｆｏｒ（ａ）１９７９－２０１５ｐｅｒｉｏｄ，（ｂ）ａｓｉｎ（ａ）ｂｕｔ

ｗｉｔｈ１９８２／８３／８４，１９９７／９８／９９，２０１５ｒｅｍｏｖｅ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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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进一步说明上述结论，将偏度公式变为

犛 ＝
（狓犻－犡）

３

（犿２）
３／２ ＝

（狓犻－犡）
３

１

犖∑
犖

犻＝１

（狓犻－犡）槡
２

３
（３）

即式（２）的分母与式（１）一致，仍为犿２ 的３／２次方

（标准差的３次方）；但分子不再为一段时间的平均

状态，而是计算每年海表温度异常对平均状态的偏

差程度，以此得到每年海表温度异常的偏度。由于

海表温度异常整体偏度分布呈“类东部厄尔尼诺”型

（图２ａ），即在１５０°Ｗ以东的赤道东太平洋地区有强

的正偏度，因此，主要分析１５０°Ｗ 以东的偏度正值

核心区域。图３给出了各次ＥＮＳＯ事件 Ｎｉｎｏ３区

（５°Ｎ—５°Ｓ，９０°—１５０°Ｗ）海表温度异常偏度的大小

及各类ＥＮＳＯ事件偏度的平均值。可以清晰地看

出，中部型厄尔尼诺（黄色柱）的偏度为弱正值，拉尼

娜（蓝色柱）事件的偏度为弱负值，尽管其符号不一

致，但均位于０线附近，且强度相当；但东部型厄尔

尼诺（红色柱）的偏度则远大于０值。假设不考虑东

部型厄尔尼诺的存在，只考虑中部型厄尔尼诺和拉

尼娜，其海表温度异常偏度正负抵消，则ＥＮＳＯ的

强度将呈现准对称性。以上结果表明ＥＮＳＯ强度

的非对称性主要是东部型厄尔尼诺的贡献，这再次

证明了图２ｂ中的结论。

图３　ＥＮＳＯ事件各年偏度值

（红色斜线柱表示东部型厄尔尼诺，黄色斜线柱表示中部型厄尔尼诺，

蓝色斜线柱表示拉尼娜；对应颜色的实心柱分别表示其事件类型的合成）

Ｆｉｇ．３　ＳｋｅｗｎｅｓｓｏｆＥＮＳＯｅｖｅｎｔｓ

（ｒｅｄ，ｙｅｌｌｏｗａｎｄｂｌｕｅｓｌａｓｈｂａｒｓ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ＰＥｌＮｉ珘ｎｏ，ＣＰＥｌＮｉ珘ｎｏａｎｄＬａＮｉ珘ｎａｅｖｅｎｔｓ，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Ｔｈｅ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ｓｏｌｉｄｂａｒｓ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ｔｈｅｉｒ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ｖａｌｕｅｓ）

４　ＥＮＳＯ年赤道太平洋混合层非线性平流

演变

　　第３节的研究表明，厄尔尼诺事件的平均强度

强于拉尼娜的主要贡献来源于东部型厄尔尼诺。以

往研究指出，海洋混合层热量收支平衡方程中的非

线性项是造成 ＥＮＳＯ 强度非对称性的主要原因

（Ｊｉ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３；Ａ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４）。那么非线性项

在两类厄尔尼诺及拉尼娜事件的演变过程中是否也

表现出不同的特征呢？为回答这一问题，首先给出

了东部型厄尔尼诺期间赤道太平洋地区（５°Ｓ—５°Ｎ）

混合层非线性平流的时间演变（图４），重点关注非

线性作用的主要加热区域，即２°Ｓ—２°Ｎ（虚线范围

内）。为了与温度趋势项作比较，也对此项做了分

析，但由于该项在以往的文献中已多次出现，故不再

展示其演变。从图中可以看出，１３０°Ｗ以东的赤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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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东部型厄尔尼诺发展至衰亡阶段赤道太平洋混合层的非线性温度平流

（括号中０表示发展年，１表示衰减年；单位：℃／ｍｏｎｔｈ，阴影部分为通过９０％的显著检验）

Ｆｉｇ．４　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ａｄｖｅｃｔｉｏｎ（ｕｎｉｔ：℃／ｍｏｎｔｈ）ｆｉｅｌｄ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０）ｔｏ

ｔｈｅｄｅｃａｙｉｎｇｐｈａｓｅｓ（１）ｏｆＥＰＥｌＮｉ珘ｎｏｅｖｅｎｔｓ

（ｓｈａｄｅｄａｒｅａｓ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ｔｈａｔｔｈｅｖａｌｕｅｓａ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ａｔｔｈｅ９０％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ｌｅｖｅｌ）

太平洋地区，即前文所述的偏度正值中心区域在东

部型厄尔尼诺发展年７月就已经出现了正的非线性

平流；随着时间的推移，非线性平流的强度有所增

强，对东部型厄尔尼诺强度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

进作用，相应海温升高趋势的范围也随之逐渐扩大

且强度加强（图略）；直到发展年的１１月，赤道东太

平洋地区的非线性作用的强度才有所减弱，但正异

常仍能一直维持至次年１月前后，此时海温升高趋

势的范围相应地缩小且强度减弱，至次年１月方转

为负值（图略）。从次年１月起，１３０°Ｗ 以西的赤道

中西太平洋地区出现了大范围的正非线性作用，而

１３０°Ｗ 以东地区原有的正非线性作用逐渐减弱甚

至转变为负作用，对应区域混合层的海温降低趋势

范围逐渐扩大且强度增强（图略）。

　　中部型厄尔尼诺时期的非线性平流演变（图５）

明显不同于东部型厄尔尼诺时期。整体而言，无论

是在发展阶段还是衰减阶段，中部型厄尔尼诺时期

的非线性作用相对于东部型厄尔尼诺时期均要弱得

多。在其发展阶段，赤道东太平洋地区从当年８月

起一直维持着很弱的正非线性作用，主要集中在

１２０°Ｗ 附近，对中部型厄尔尼诺发展的促进作用较

弱。在衰减阶段，１３０°Ｗ 以东的赤道东太平洋地区

从次年２月起仍然维持着较弱的正非线性作用；海

温从次年１月起一直表现为降低趋势，随时间的推

移范围有所扩大，但其强度与东部型厄尔尼诺衰减

阶 段相比要弱得多，且强度变化不大（图略）。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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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中部型厄尔尼诺发展至衰亡阶段赤道太平洋混合层的非线性温度平流

（括号中０表示发展年，１表示衰减年：单位：℃／ｍｏｎｔｈ，阴影部分为通过９０％的显著检验）

Ｆｉｇ．５　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ａｄｖｅｃｔｉｏｎ（ｕｎｉｔ：℃／ｍｏｎｔｈ）ｆｉｅｌｄ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０）ｔｏ

ｔｈｅｄｅｃａｙｉｎｇｐｈａｓｅｓ（１）ｏｆＣＰＥｌＮｉ珘ｎｏｅｖｅｎｔｓ

（ｓｈａｄｅｄａｒｅａｓ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ｔｈａｔｔｈｅｖａｌｕｅｓａ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ａｔｔｈｅ９０％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ｌｅｖｅｌ）

注意的是，不管是东部型还是中部型厄尔尼诺，南美

沿岸的非线性项在其衰减期均起较强的正作用。

　　拉尼娜时期非线性平流（图６）的整体强度相较

于东部型厄尔尼诺时期也弱得多，但稍强于中部型

厄尔尼诺时期。在拉尼娜的发展阶段，非线性温度

平流在发展年７月的赤道东太平洋１３０°Ｗ 以东地

区就有着正贡献，且随着月份推移强度逐渐增强，对

拉尼娜强度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抑制作用。到了衰

减阶段，赤道东太平洋地区的正非线性作用依然维

持在１３０°Ｗ以东地区，但强度弱于发展阶段。

５　非线性加热对ＥＮＳＯ发展和衰亡的作用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发展阶段的非线性加热

作用对ＥＮＳＯ振幅非对称性具有一定影响，这与以

往研究结论一致（Ａ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４；Ｓｕ，ｅｔａｌ，２０１０），

同时可以看到不同类型ＥＮＳＯ事件的不同阶段非

线性加热作用也展现了不同的特征。为了进一步探

索非线性项对ＥＮＳＯ增长的作用，将第４节所述的

偏度正值中心相对应区域内的非线性作用进行区域

平均（２°Ｓ—２°Ｎ，１３０°—８０°Ｗ），得到东部型厄尔尼

诺、中部型厄尔尼诺以及拉尼娜时期的非线性加热

作用从发展年７月至衰减年６月的变化（图７）。可

以看出，在东部型厄尔尼诺和拉尼娜的发展阶段，非

线性项均显示为较强的正值，即对东部型厄尔尼诺

的发展有正贡献，有利于其强度增强，而对拉尼娜的

发展有负贡献，不利于其强度增强；中部型厄尔尼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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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拉尼娜发展到衰亡阶段赤道太平洋混合层的非线性温度平流

（括号中０表示发展年，１表示衰减年；单位：℃／ｍｏｎｔｈ，阴影部分为通过９０％的显著检验）

Ｆｉｇ．６　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ａｄｖｅｃｔｉｏｎ（ｕｎｉｔ：℃／ｍｏｎｔｈ）ｆｉｅｌｄ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０）ｔｏ

ｔｈｅｄｅｃａｙｉｎｇｐｈａｓｅｓ（１）ｏｆＬａＮｉ珘ｎａｅｖｅｎｔｓ

（ｓｈａｄｅｄａｒｅａｓ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ｔｈｅｖａｌｕｅｓａ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ａｔｔｈｅ９０％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ｌｅｖｅｌ）

时期非线性作用的正贡献较弱。衰减阶段，非线性

作用在中部型厄尔尼诺和拉尼娜时期维持弱的正贡

献，而对东部型厄尔尼诺的作用由正转负，由此可

见，非线性项加速了拉尼娜的衰亡，同时加速东部型

厄尔尼诺的衰亡而减缓中部型厄尔尼诺的衰亡，这

也部分解释了东部型厄尔尼诺比中部型厄尔尼诺衰

亡快的原因。

　　由第２节已知，非线性项由纬向平流（ｕａｔａ）、经

向平流（ｖａｔａ）、垂直平流（ｗａｔａ）３部分组成。为了

进一步明确这３项起到的作用，图８给出了ＥＮＳＯ

发展和衰亡阶段赤道东太平洋地区海温趋势项

（ｄ犜／ｄ狋）、非线性作用项及其３个方向上分量的大

小。以１月为中心，发展阶段取当年７—１２月，衰减

阶段取次年２—６月。可以清晰地看出，在发展阶

段，非线性作用对东部型厄尔尼诺和拉尼娜有较强

的正贡献、对中部型厄尔尼诺的正贡献相对较弱，这

与图７一致。非线性加热作用会增强东部型厄尔尼

诺的强度，且主要由经向温度平流项贡献；对中部型

厄尔尼诺强度起到的作用较弱；对拉尼娜则会抑制

其振幅的发展，３个方向的平流贡献相当（图８ａ）。

衰减阶段，非线性项在东部型厄尔尼诺时期为负值，

而在中部型厄尔尼诺时期为正值，在拉尼娜时期也

维持正贡献，但强度都大大减弱。非线性温度平流

对东部型厄尔尼诺的衰亡起正作用，对中部型厄尔

尼诺 的衰亡 起负作用，且 分别 主要 由 水 平 项

和垂直项贡献，这有利于东部型厄尔尼诺的衰亡速

１９７袁心仪等：ＥＮＳＯ发展和衰亡阶段中非线性项的作用　　　　　　　　　　　　　　　　　　 　　　 　　　　　　　　　



图７　赤道东太平洋（２°Ｓ—２°Ｎ，１３０°—８０°Ｗ）

混合层非线性温度平流的时间演变

（单位：℃／ｍｏｎｔｈ；红线为东部型厄尔尼诺，

黄线为中部型厄尔尼诺，蓝线为拉尼娜；

括号中０表示发展年，１表示衰减年）

Ｆｉｇ．７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ｓｏｆ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ａｄｖｅｃｔｉｏｎ

（ｕｎｉｔ：℃／ｍｏｎｔｈ）ｆｒｏｍ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ｐｉｎｇ（０）ｔｏｔｈｅ

ｄｅｃａｙｉｎｇｐｈａｓｅｓ（１）ｏｖｅｒｔｈｅｅａｓｔｅｒｎｅｑｕａｔｏｒｉａｌ

Ｐａｃｉｆｉｃ（２°Ｓ－２°Ｎ，１３０°－８０°Ｗ）ｄｕｒｉｎｇＥＰＥｌＮｉ珘ｎｏ

（ｒｅｄｌｉｎｅ），ＣＰＥｌＮｉ珘ｎｏ（ｙｅｌｌｏｗｌｉｎｅ）ａｎｄ

ＬａＮｉ珘ｎａ（ｂｌｕｅｌｉｎｅ）ｅｖｅｎｔｓ

度快于中部型厄尔尼诺（图８ｂ）。此外，拉尼娜衰减

阶段的非线性项主要来自于经向平流的贡献。

　　已有研究（Ｐｉｃａｕｔ，ｅｔａｌ，１９９７；Ｊｉｎ，ｅｔａｌ，１９９９；

Ａ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１；Ｂｅｊａｒａｎｏ，ｅｔａｌ，２００８；Ｚｈａｎｇ，ｅｔａｌ，

２０１３）表明，海温趋势项主要受到异常纬向流对平均

海温的纬向输送和平均上升流对异常海温的垂直输

送的影响。为了对比非线性项与这两个影响因子对

海温趋势所做的贡献，图９给出了ＥＮＳＯ发展和衰

亡阶段海温趋势项（ｄ犜／ｄ狋）、平均海温的异常纬向

平流项（ｕａｔｃ）和异常海温的平均垂直输送项（ｗｃｔａ）

的作用以及非线性项相对于海温趋势项所占的百分

比。从中可以看出，平均海温的异常纬向平流项和

异常海温的平均垂直输送项对东部型厄尔尼诺和拉

尼娜的发展都起到了促进作用，而对中部型厄尔尼

诺的发展起到了抑制作用；非线性作用在发展阶段

对厄尔尼诺有３０％以上的正贡献，对拉尼娜则有

８０％以上的负贡献（图９ａ），这与已有研究（Ｓｕ，ｅｔ

ａｌ，２０１０）结论基本一致。在衰减阶段，平均海温的

异常纬向平流项抑制东部型厄尔尼诺、加速中部型

厄尔尼诺和拉尼娜的衰亡；异常海温的平均垂直输

送项加速了厄尔尼诺的衰亡，对拉尼娜的影响很小；

非线性加热项的作用虽然有所减弱，但其加速了东

部型厄尔尼诺的衰亡、抑制了中部型厄尔尼诺的衰

图８　赤道东太平洋（２°Ｓ—２°Ｎ，１３０°—８０°Ｗ）混合层温度趋势项和非线性温度平流项及

其纬向、经向、垂直项各部分在ＥＮＳＯ发展（ａ）和衰减（ｂ）阶段的作用
（单位：℃／ｍｏｎｔｈ；红、白、紫色柱分别表示东部型、中部型厄尔尼诺和拉尼娜）

Ｆｉｇ．８　Ｔｈｅｍｉｘｌａｙｅｒ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ｔｅｎｄｅｎｃｙ，ｔｈｅ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ａｄｖ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ｔｓｚｏｎａｌ，ｍｅｒｉｄ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ｕｎｉｔ：℃／ｍｏｎｔｈ）ａｖｅｒａｇｅｄｏｖｅｒｔｈｅｅａｓｔｅｒｎｅｑｕａｔｏｒｉａｌＰａｃｉｆｉｃ（２°Ｓ－２°Ｎ，

１３０°－８０°Ｗ）ｆｏｒＥＮＳＯ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ａ）ａｎｄｄｅｃａｙｉｎｇ（ｂ）ｐｈａｓｅｓ
（ｒｅｄ，ｗｈｉｔｅａｎｄｐｕｒｐｌｅｂａｒｓ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ｆｏｒＥＰＥｌＮｉ珘ｎｏ，ＣＰＥｌＮｉ珘ｎｏａｎｄＬａＮｉ珘ｎａｅｖｅｎｔｓ，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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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９　赤道东太平洋（２°Ｓ—２°Ｎ，１３０°—８０°Ｗ）混合层温度趋势项、线性温度平流项中的ｕａｔｃ和

ｗｃｔａ项以及非线性温度平流项在ＥＮＳＯ发展（ａ）和衰减（ｂ）阶段的作用

（单位：℃／ｍｏｎｔｈ；红、白、紫色柱分别表示东部型、中部型厄尔尼诺和拉尼娜）

Ｆｉｇ．９　Ｔｈｅｍｉｘｌａｙｅｒ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ｔｅｎｄｅｎｃｙ，ｔｈｅｕａｔｃａｎｄｗｃｔａｐａｒｔｓｏｆｌｉｎｅａｒ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ａｄｖ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

ｔｈｅ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ａｄｖｅｃｔｉｏｎ（ｕｎｉｔ：℃／ｍｏｎｔｈ）ａｖｅｒａｇｅｄｏｖｅｒｔｈｅｅａｓｔｅｒｎｅｑｕａｔｏｒｉａｌＰａｃｉｆｉｃ

（２°Ｓ－２°Ｎ，１３０°－８０°Ｗ）ｆｏｒＥＮＳＯ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ａ）ａｎｄｄｅｃａｙｉｎｇ（ｂ）ｐｈａｓｅｓ

（ｒｅｄ，ｗｈｉｔｅａｎｄｐｕｒｐｌｅｂａｒｓ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ｆｏｒＥＰＥｌＮｉ珘ｎｏ，ＣＰＥｌＮｉ珘ｎｏａｎｄＬａＮｉ珘ｎａｅｖｅｎｔｓ，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亡，其中对中部型厄尔尼诺衰亡的抑制作用尤为明

显，占到海温趋势项的－１９．４％（图９ｂ），这可能是

东部型厄尔尼诺较中部型厄尔尼诺衰减更快的重要

原因之一。因此，非线性项在ＥＮＳＯ事件的发展演

变过程中起到了不容忽视的关键作用。

６　结　论

使用ＳＯＤＡ次表层海温资料和哈得来中心海

表温度（ＨａｄＩＳＳＴ）资料对１９７９—２０１５年赤道太平

洋地区海表温度异常的偏度特征进行了分析，通过

计算赤道太平洋混合层热量收支方程，分析了非线

性项在不同类型ＥＮＳＯ发展和衰亡阶段所起到的

不同作用。主要得到如下结论：

　　（１）ＥＮＳＯ强度非对称性主要是由于东部型厄

尔尼诺造成的；中部型厄尔尼诺和拉尼娜相关的偏

度较弱，且符号相反、强度相当，海表温度异常呈现

准对称特征。

（２）在ＥＮＳＯ发展阶段，非线性作用项对东部

型厄尔尼诺和拉尼娜都有着较强的正贡献，且随着

时间推移有所加强，因此，会促进东部型厄尔尼诺强

度的发展而抑制拉尼娜强度的增强；而在中部型厄

尔尼诺的发展阶段，非线性作用虽然也一直维持正

贡献，但强度较东部型厄尔尼诺时期弱得多。

（３）在东部型厄尔尼诺的衰减阶段，非线性作

用为负值，因而有利于东部型厄尔尼诺的快速衰亡；

而在中部型厄尔尼诺的衰减阶段，非线性项为正值，

对中部型厄尔尼诺的衰亡起到了抑制作用，这可能

是东部型厄尔尼诺衰减速度较中部型厄尔尼诺更快

的重要原因之一。另外，拉尼娜衰亡阶段的非线性

项与发展阶段类似，都为正值，对拉尼娜的衰亡起到

加速作用。

在经典ＥＮＳＯ动力学中，温跃层反馈和纬向平

流反馈是ＥＮＳＯ发生和衰亡的主要贡献项，这已被

证明（Ｐｉｃａｕｔ，ｅｔａｌ，１９９７；Ｊｉｎ，ｅｔａｌ，１９９９；Ａｎ，ｅｔａｌ，

２００１；Ｂｅｊａｒａｎｏ，ｅｔａｌ，２００８；Ｚｈ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３），但

这些项都是线性项，并不会造成非对称性结果。

ＥＮＳＯ非对称性主要源于非线性 过程 的贡献

（Ｔｈｏｍｐｓｏ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０，２００１；Ｊｉ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３），本

研究主要关注了不同类型ＥＮＳＯ期间非线性加热

的不同特征以及非线性项在ＥＮＳＯ的不同阶段对

非对称性所起到的作用，结果表明非线性项对不同

类型ＥＮＳＯ的影响有着较大的差别，对ＥＮＳＯ不同

阶段的影响也不尽相同。值得注意的是，非线性项

所包含的内容十分复杂，其对ＥＮＳＯ的影响也尚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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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解释清楚。例如，研究结果显示非线性项对拉

尼娜的衰亡起加速作用，但就观测而言拉尼娜的衰

亡速度是相对较慢的，其具体原因仍存在争议，因

此，对于其他抑制拉尼娜衰亡的因子以及ＥＮＳＯ事

件次年持续时间长短的具体机制均待进一步研究。

致　谢：感谢金飞飞教授对本文提出的指导性的改进意

见，同时感谢李智玉博士提供的资料帮助。

参考文献

陈锦年，宋贵霆，褚健婷等．２００３ａ．赤道太平洋次表层海水温度异

常的信号通道．水科学进展，１４（２）：１５２１５７．ＣｈｅｎＪＮ，Ｓｏｎｇ

ＧＴ，ＣｈｕＪＴ，ｅｔａｌ．２００３．Ｏｃｅａｎｉｃ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ａｎｏｍａｌｏｕｓｓｉｇ

ｎａｌｐａｔｈｗａｙｉｎｔｈｅｅｑｕａｔｏｒｉａｌＰａｃｉｆｉｃ．ＡｄｖＷａｔｅｒＳｃｉ，１４（２）：

１５２１５７（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陈锦年，宋贵霆，褚健婷等．２００３ｂ．北赤道流区海温异常与ＥＮＳＯ

循环．热带海洋学报，２２（４）：１０１７．ＣｈｅｎＪＮ，ＳｏｎｇＧＴ，Ｃｈｕ

ＪＴ，ｅｔａｌ．２００３．Ａｎｏｍａｌｏｕｓｓｅａ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ｏｆｗｅｓｔｗａｒｄ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ｒｉｎｇｎｏｒｔｈｅｑｕａｔｏｒｉａｌｃｕｒｒｅｎｔａｎｄＥＮＳＯ．ＪＴｒｏｐＯｃｅａｎ

ｏｇｒ，２２（４）：１０１７（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黄荣辉，陈文，丁一汇等．２００３．关于季风动力学以及季风与ＥＮＳＯ

循环相互作用的研究．大气科学，２７（４）：４８４５０２．ＨｕａｎｇＲ

Ｈ，ＣｈｅｎＷ，ＤｉｎｇＹＨ，ｅｔａｌ．２００３．Ｓｔｕｄｉｅｓｏｎｔｈｅｍｏｎｓｏｏｎ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ａｎｄ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ｍｏｎｓｏｏｎａｎｄＥＮＳＯｃｙ

ｃｌ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ＡｔｍｏｓＳｃｉ，２７（４）：４８４５０２（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金祖辉，陶诗言．１９９９．ＥＮＳＯ循环与中国东部地区夏季和冬季降

水关系的研究．大气科学，２３（６）：６６４６７２．ＪｉｎＺＨ，ＴａｏＳＹ．

１９９９．Ａｓｔｕｄｙｏｎ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ＥＮＳＯｃｙｃｌｅａｎｄ

ｒａｉｎｆａｌｌｓｄｕｒｉｎｇｓｕｍｍｅｒａｎｄｗｉｎｔｅｒｉｎｅａｓｔｅｒｎＣｈｉｎａ．ＣｈｉｎｅｓｅＪ

ＡｔｍｏｓＳｃｉ，２３（６）：６６４６７２（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李崇银，穆穆，周广庆等．２００８．ＥＮＳＯ机理及其预测研究．大气科

学，３２（４）：７６１７８１．ＬｉＣＹ，ＭｕＭ，ＺｈｏｕＧＱ，ｅｔａｌ．２００８．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ａｎｄ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ｓｔｕｄｉｅｓｏｆｔｈｅＥＮＳＯ．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Ａｔ

ｍｏｓＳｃｉ，３２（４）：７６１７８１（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李海燕，张文君，何金海．２０１６．ＥＮＳＯ及其组合模态对中国东部各

季节降水的影响．气象学报，７４（３）：３２２３３４．ＬｉＨＹ，Ｚｈａｎｇ

ＷＪ，ＨｅＪＨ．２０１６．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ｓｏｆＥＮＳＯａｎｄｉｔｓ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ｏｎｓｅａｓｏｎａｌ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ｏｖｅｒｅａｓｔｅｒｎＣｈｉｎａ．ＡｃｔａＭｅｔｅｏｒ

Ｓｉｎｉｃａ，７４（３）：３２２３３４（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刘永强，丁一汇．１９９５．ＥＮＳＯ事件对我国季节降水和温度的影响．

大气科学，１９（２）：２００２０８．ＬｉｕＹＱ，ＤｉｎｇＹＨ．１９９５．Ｒｅａｐ

ｐｒａｉｓａｌｏｆｔｈｅ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ＥＮＳＯｅｖｅｎｔｓｏｎｓｅａｓｏｎａｌ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ｉｎＣｈｉｎａ．ＳｃｉＡｔｍｏｓＳｉｎｉｃａ，１９（２）：２００２０８

（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陶诗言，张庆云．１９９８．亚洲冬夏季风对ＥＮＳＯ事件的响应．大气

科学，２２（４）：３９９４０７．ＴａｏＳＹ，ＺｈａｎｇＱＹ．１９９８．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ｏｆｔｈｅＡｓｉａｎｗｉｎｔｅｒａｎｄｓｕｍｍｅｒｍｏｎｓｏｏｎｔｏＥＮＳＯｅｖｅｎｔｓ．Ｓｃｉ

ＡｔｍｏｓＳｉｎｉｃａ，２２（４）：３９９４０７（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严邦良，张人禾．２００２．热带西太平洋风应力异常在ＥＮＳＯ循环中

作用的数值试验．大气科学，２６（３）：３１５３２９．ＹａｎＢＬ，Ｚｈａｎｇ

ＲＨ．２００２．Ａ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ｔｅｓｔｏｆ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ｗｉｎｄａｎｏｍａｌｙｏ

ｖｅｒｔｈｅｅｑｕａｔｏｒｉａｌｗｅｓｔｅｒｎＰａｃｉｆｉｃｏｎＥＮＳＯｃｙｃｌ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Ａｔ

ｍｏｓＳｃｉ，２６（３）：３１５３２９（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张人禾，黄荣辉．１９９８．ＥｌＮｉ珘ｎｏ事件发生和消亡中热带太平洋纬向

风应力的动力作用Ｉ：资料诊断和理论分析．大气科学，２２（４）：

５８７５９９．ＺｈａｎｇＲＨ，ＨｕａｎｇＲＨ．１９９８．Ｄｙｎａｍｉｃａｌｒｏｌｅｓｏｆ

ｚｏｎａｌｗｉｎｄｓｔｒｅｓｓｅｓｏｖｅｒｔｈｅｔｒｏｐｉｃａｌＰａｃｉｆｉｃｏｎｔｈｅｏｃｃｕｒｒｉｎｇａｎｄ

ｖａｎｉｓｈｉｎｇｏｆＥｌＮｉ珘ｎｏ，ＰａｒｔⅠ：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ａｎｄ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ａｎａｌｙ

ｓｅｓ．ＳｃｉＡｔｍｏｓＳｉｎｉｃａ，２２（４）：５８７５９９（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ＭＡ，ＢｌａｄéＩ，ＮｅｗｍａｎＭ，ｅｔａｌ．２００２．Ｔｈｅ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

ｂｒｉｄｇｅ：Ｔｈｅ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ＥＮＳＯｔｅｌｅ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ｓｏｎａｉｒｓｅａｉｎｔｅｒ

ａｃｔｉｏｎｏｖｅｒｔｈｅｇｌｏｂａｌｏｃｅａｎｓ．ＪＣｌｉｍａｔｅ，１５（６）：２２０５２２３１

ＡｎＳＩ，ＪｉｎＦＦ．２００１．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ｒｏｌｅｏｆｔｈｅｒｍｏｃｌｉｎｅａｎｄｚｏｎａｌａｄ

ｖｅｃｔｉｖｅｆｅｅｄｂａｃｋｓｉｎｔｈｅＥＮＳＯｍｏｄｅ．ＪＣｌｉｍａｔｅ，１４（１６）：３４２１

３４３２

ＡｎＳＩ，ＪｉｎＦＦ．２００４．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ｉｔｙａｎｄａｓｙｍｍｅｔｒｙｏｆＥＮＳＯ．ＪＣｌｉ

ｍａｔｅ，１７（１２）：２３９９２４１２

ＡｓｈｏｋＫ，ＢｅｈｅｒａＳＫ，ＲａｏＳＡ，ｅｔａｌ．２００７．ＥｌＮｉ珘ｎｏＭｏｄｏｋｉａｎｄ

ｉｔｓ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ｔｅｌｅ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Ｊ Ｇｅｏｐｈｙｓ Ｒｅｓ，１１２（Ｃ１１）：

Ｃ１１００７，ｄｏｉ：１０．１０２９／２００６ＪＣ００３７９８

ＢａｔｔｉｓｔｉＤＳ，ＨｉｒｓｔＡＣ．１９８９．Ｉｎｔｅｒａｎｎｕａｌｖａｒ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ｉｎａ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ｅｏｃｅａｎｍｏｄｅｌ：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ｂａｓｉｃｓｔａｔｅ，ｏｃｅａｎｇｅ

ｏｍｅｔｒｙａｎｄ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ｉｔｙ．ＪＡｔｍｏｓＳｃｉ，４６（１２）：１６８７１７１２

ＢｅｊａｒａｎｏＬ，ＪｉｎＦＦ．２００８．Ｃｏ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ｏｆｅｑｕａｔｏｒｉａｌｃｏｕｐｌｅｄｍｏｄｅｓ

ｏｆＥＮＳＯ．ＪＣｌｉｍａｔｅ，２１（１２）：３０５１３０６７

ＢｊｅｒｋｎｅｓＪ．１９６９．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ｔｅｌｅ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ｅｑｕａｔｏｒｉａｌ

Ｐａｃｉｆｉｃ．ＭｏｎＷｅａＲｅｖ，９７（３）：１６３１７２

ＢｕｒｇｅｒｓＧ，ＳｔｅｐｈｅｎｓｏｎＤＢ．１９９９．Ｔｈｅ＂ｎｏｒｍａｌｉｔｙ＂ｏｆＥｌＮｉ珘ｎｏ．

ＧｅｏｐｈｙｓＲｅｓＬｅｔｔ，２６（８）：１０２７１０３０

ＣａｒｔｏｎＪＡ，ＣｈｅｐｕｒｉｎＧ，ＣａｏＸＨ，ｅｔａｌ．２０００．Ａｓｉｍｐｌｅｏｃｅａｎｄａｔａ

ａｓｓｉｍｉ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ｔｈｅｇｌｏｂａｌｕｐｐｅｒｏｃｅａｎ１９５０－９５．Ｐａｒｔ

Ⅰ：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ＪＰｈｙｓＯｃｅａｎｏｇｒ，３０（２）：２９４３０９

ＣｈａｎｇＰ，ＪｉＬ，ＬｉＨ，ｅｔａｌ．１９９６．Ｃｈａｏｔｉｃ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ｖｅｒｓｕｓｓｔｏｃｈａｓ

ｔｉｃ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ｉｎＥｌＮｉ珘ｎｏ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Ｏｓｃｉｌｌａｔｉｏｎｉｎｃｏｕｐｌｅｄｏｃｅａｎ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ｅｍｏｄｅｌｓ．ＰｈｙｓｉｃａＤ，９８（２４）：３０１３２０

ＤｏｍｍｅｎｇｅｔＤ，ＢａｙｒＴ，ＦｒａｕｅｎＣ．２０１３．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ｔｈｅ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

ｉｔｙｉｎｔｈｅｐａｔｔｅｒｎａｎｄｔｉｍｅ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ＥｌＮｉ珘ｎｏ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Ｏｓｃｉｌ

ｌａｔｉｏｎ．ＣｌｉｍａｔｅＤｙｎ，４０（１１１２）：２８２５２８４７

ＦｅｎｇＪ，ＷａｎｇＬ，ＣｈｅｎＷ，ｅｔａｌ．２０１０．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ｍｐａｃｔｓｏｆｔｗｏ

ｔｙｐｅｓｏｆＰａｃｉｆｉｃＯｃｅａｎｗａｒｍｉｎｇｏｎ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Ａｓｉａｎｒａｉｎｆａｌｌｄｕｒ

ｉｎｇｂｏｒｅａｌｗｉｎｔｅｒ．ＪＧｅｏｐｈｙｓＲｅｓ，１１５（Ｄ２４）：Ｄ２４１２２，ｄｏｉ：

１０．１０２９／２０１０ＪＤ０１４７６１

ＦｅｎｇＪ，ＬｉＪＰ．２０１１．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ＥｌＮｉ珘ｎｏＭｏｄｏｋｉｏｎｓｐｒｉｎｇｒａｉｎｆａｌｌ

ｏｖｅｒｓｏｕｔｈＣｈｉｎａ．ＪＧｅｏｐｈｙｓＲｅｓ，１１６（Ｄ１３）：Ｄ１３１０２，ｄｏｉ：

１０．１０２９／２０１０ＪＤ０１５１６０

ＦｅｎｇＪ，ＬｉＪＰ，ＺｈｅｎｇＦ，ｅｔａｌ．２０１６．Ｃｏｎｔｒａｓｔｉｎｇｉｍｐａｃｔｓｏｆｄｅｖｅｌ

ｏｐｉｎｇｐｈａｓｅｓｏｆｔｗｏｔｙｐｅｓｏｆＥｌＮｉ珘ｎｏｏｎ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Ｃｈｉｎａｒａｉｎｆａｌｌ．

ＪＭｅｔｅｏｒＳｏｃＪｐｎＳｅｒＩＩ，９４（４）：３５９３７０

ＧｉｅｓｅＢＳ，ＲａｙＳ．２０１１．ＥｌＮｉ珘ｎｏｖａｒ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ｉｎｓｉｍｐｌｅｏｃｅａｎｄａｔａａ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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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ｉｍｉｌａｔｉｏｎ（ＳＯＤＡ），１８７１２００８．ＪＧｅｏｐｈｙｓＲｅｓ，１１６（Ｃ２）：

Ｃ０２０２４，ｄｏｉ：１０．１０２９／２０１０ＪＣ００６６９５

ＨｕａｎｇＲＨ，ＷｕＹＦ．１９８９．Ｔｈｅ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ＥＮＳＯｏｎｔｈｅｓｕｍｍｅｒ

ｃｌｉｍａｔｅｃｈａｎｇｅｉｎ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ｉｔｓ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ＡｄｖＡｔｍｏｓＳｃｉ，６

（１）：２１３２

ＪｉｎＦＦ，ＮｅｅｌｉｎＪＤ，ＧｈｉｌＭ．１９９４．ＥｌＮｉ珘ｎｏｏｎｔｈｅｄｅｖｉｌ’ｓｓｔａｉｒｃａｓｅ：

Ａｎｎｕａｌｓｕｂｈａｒｍｏｎｉｃｓｔｅｐｓｔｏｃｈａｏｓ．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６４（５１５５）：７０７２

ＪｉｎＦＦ．１９９７ａ．ＡｎｅｑｕａｔｏｒｉａｌｏｃｅａｎｒｅｃｈａｒｇｅｐａｒａｄｉｇｍｆｏｒＥＮＳＯ．

ＰａｒｔⅠ：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ｍｏｄｅ．ＪＡｔｍｏｓＳｃｉ，５４（７）：８１１８２９

ＪｉｎＦＦ．１９９７ｂ．ＡｎｅｑｕａｔｏｒｉａｌｏｃｅａｎｒｅｃｈａｒｇｅｐａｒａｄｉｇｍｆｏｒＥＮＳＯ．

ＰａｒｔⅡ：Ａｓｔｒｉｐｐｅｄｄｏｗｎｃｏｕｐｌｅｄｍｏｄｅｌ．ＪＡｔｍｏｓＳｃｉ，５４（７４）：

８３０８４７

ＪｉｎＦＦ，ＡｎＳＩ．１９９９．Ｔｈｅｒｍｏｃｌｉｎｅａｎｄｚｏｎａｌａｄｖｅｃｔｉｖｅｆｅｅｄｂａｃｋｓ

ｗｉｔｈｉｎｔｈｅｅｑｕａｔｏｒｉａｌｏｃｅａｎｒｅｃｈａｒｇｅｏｓｃｉｌｌａｔｏｒｍｏｄｅｌｆｏｒＥＮＳＯ．

ＧｅｏｐｈｙｓＲｅｓＬｅｔｔ，２６（１９）：２９８９２９９２

ＪｉｎＦＦ，ＡｎＳＩ，ＴｉｍｍｅｒｍａｎｎＡ，ｅｔａｌ．２００３．ＳｔｒｏｎｇＥｌＮｉ珘ｎｏｅ

ｖｅｎｔｓａｎｄ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ｄｙｎａｍｉｃａｌｈｅａｔｉｎｇ．ＧｅｏｐｈｙｓＲｅｓＬｅｔｔ，３０

（３）：１１２０，ｄｏｉ：１０．１０２９／２００２ＧＬ０１６３５６

ＫａｏＨＹ，ＹｕＪＹ．２００９．ＣｏｎｔｒａｓｔｉｎｇｅａｓｔｅｒｎＰａｃｉｆｉｃａｎｄｃｅｎｔｒａｌＰａ

ｃｉｆｉｃｔｙｐｅｓｏｆＥＮＳＯ．ＪＣｌｉｍａｔｅ，２２（３）：６１５６３２

ＫａｒｏｒｉＭＡ，ＬｉＪＰ，ＪｉｎＦＦ．２０１３．Ｔｈｅａｓｙｍｍｅｔｒｉｃ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ｔｈｅ

ｔｗｏｔｙｐｅｓｏｆＥｌＮｉ珘ｎｏａｎｄＬａＮｉ珘ｎａｏｎｓｕｍｍｅｒｒａｉｎｆａｌｌｏｖｅｒ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Ｃｈｉｎａ．ＪＣｌｉｍａｔｅ，２６（１３）：４５６７４５８２

ＫｉｍＳＴ，ＹｕＪＹ，ＫｕｍａｒＡ，ｅｔａｌ．２０１２．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ｔｗｏ

ｔｙｐｅｓｏｆＥＮＳＯｉｎｔｈｅＮＣＥＰＣＦＳＭｏｄｅｌａｎｄｉｔｓｅｘｔｒａｔｒｏｐｉｃａｌａｓ

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ｓ．ＭｏｎＷｅａＲｅｖ，１４０（６）：１９０８１９２３

ＫｕｇＪＳ，ＪｉｎＦＦ，ＡｎＳＩ．２００９．ＴｗｏｔｙｐｅｓｏｆＥｌＮｉ珘ｎｏｅｖｅｎｔｓ：Ｃｏｌｄ

ｔｏｎｇｕｅＥｌＮｉ珘ｎｏａｎｄｗａｒｍｐｏｏｌＥｌＮｉ珘ｎｏ．ＪＣｌｉｍａｔｅ，２２（６）：

１４９９１５１５

ＬａｒｋｉｎＮＫ，ＨａｒｒｉｓｏｎＤＥ．２００５．Ｏｎｔｈｅ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ｏｆＥｌＮｉ珘ｎｏａｎｄ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ｓｅａｓｏｎａｌａｖｅｒａｇｅＵ．Ｓ．ｗｅａｔｈｅｒａｎｏｍａｌｉｅｓ．Ｇｅｏｐｈｙｓ

ＲｅｓＬｅｔｔ，３２（１３）：Ｌ１３７０５，ｄｏｉ：１０．１０２９／２００５ＧＬ０２２７３８

ＯｋｕｍｕｒａＹ Ｍ，ＤｅｓｅｒＣ．２０１０．Ａｓｙｍｍｅｔｒｙｉｎｔｈｅｄｕ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Ｅｌ

Ｎｉ珘ｎｏａｎｄＬａＮｉ珘ｎａ．ＪＣｌｉｍａｔｅ，２３（２１）：５８２６５８４３

ＰｈｉｌａｎｄｅｒＳＧＨ．１９８３．ＥｌＮｉ珘ｎｏ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Ｏｓｃｉｌｌａｔｉｏｎ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ａ．

Ｎａｔｕｒｅ，３０２（５９０６）：２９５３０１

ＰｈｉｌａｎｄｅｒＳＧＨ．１９９０．ＥｌＮｉ珘ｎｏ，ＬａＮｉ珘ｎａ，ａｎｄ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Ｏｓｃｉｌ

ｌａｔｉｏｎ．Ｌｏｎｄｏｎ：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Ｐｒｅｓｓ，２９３ｐｐ

ＰｉｃａｕｔＪ，ＭａｓｉａＦ，ｄｕＰｅｎｈｏａｔＹ．１９９７．Ａｎａｄｖｅｃｔｉｖｅ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ｖ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ｍｏｄｅｌｆｏｒｔｈｅｏｓｃｉｌｌａｔｏｒｙｎａｔｕｒｅｏｆｔｈｅＥＮＳＯ．Ｓｃｉ

ｅｎｃｅ，２７７（５３２６）：６６３６６６

ＲａｓｍｕｓｓｏｎＥＭ，ＣａｒｐｅｎｔｅｒＴＨ．１９８２．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ｔｒｏｐｉｃａｌｓｅａ

ｓｕｒｆａｃｅ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ａｎｄｓｕｒｆａｃｅｗｉｎｄｆｉｅｌｄｓ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Ｏｓｃｉｌｌａｔｉｏｎ／ＥｌＮｉ珘ｎｏ．ＭｏｎＷｅａＲｅｖ，１１０（５）：３５４３８４

ＲａｙｎｅｒＮＡ，ＰａｒｋｅｒＤＥ，ＨｏｒｔｏｎＥＢ，ｅｔａｌ．２００３．Ｇｌｏｂ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ｅｓ

ｏｆｓｅａｓｕｒｆａｃｅ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ｓｅａｉｃｅ，ａｎｄｎｉｇｈｔｍａｒｉｎｅａｉｒｔｅｍ

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ｓｉｎｃｅｔｈｅｌａｔｅｎｉｎｅｔｅｅｎ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ＪＧｅｏｐｈｙｓＲｅｓ，１０８

（Ｄ１４）：４４０７，ｄｏｉ：１０．１０２９／２００２ＪＤ００２６７０

ＲｅｎＨＬ，ＪｉｎＦＦ．２０１１．Ｎｉ珘ｎｏｉｎｄｉｃｅｓｆｏｒｔｗｏｔｙｐｅｓｏｆＥＮＳＯ．Ｇｅｏ

ｐｈｙｓＲｅｓＬｅｔｔ，３８（４）：Ｌ０４７０４

ＲｏｐｅｌｅｗｓｋｉＣＦ，ＨａｌｐｅｒｔＭＳ．１９８７．Ｇｌｏｂａｌａｎｄ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ｓｃａｌｅｐｒｅ

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ｐａｔｔｅｒｎｓ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ＥｌＮｉ珘ｎｏ／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ｏｓｃｉｌｌａ

ｔｉｏｎ．ＭｏｎＷｅａＲｅｖ，１１５（８）：１６０６１６２６

ＳｕＪＺ，ＺｈａｎｇＲＨ，ＬｉＴ，ｅｔａｌ．２０１０．ＣａｕｓｅｓｏｆｔｈｅＥｌＮｉ珘ｎｏａｎｄＬａ

Ｎｉ珘ｎａａｍｐｌｉｔｕｄｅａｓｙｍｍｅｔｒｙｉｎｔｈｅｅｑｕａｔｏｒｉａｌＥａｓｔｅｒｎＰａｃｉｆｉｃ．Ｊ

Ｃｌｉｍａｔｅ，２３（３）：６０５６１７

ＳｕａｒｅｚＭＪ，ＳｃｈｏｐｆＰＳ．１９８８．ＡｄｅｌａｙｅｄａｃｔｉｏｎｏｓｃｉｌｌａｔｏｒｆｏｒＥＮ

ＳＯ．ＪＡｔｍｏｓＳｃｉ，４５（２１）：３２８３３２８７

ＴｈｏｍｐｓｏｎＣＪ，ＢａｔｔｉｓｔｉＤＳ．２０００．Ａｌｉｎｅａｒｓｔｏｃｈａｓｔｉｃｄｙｎａｍｉｃａｌ

ｍｏｄｅｌｏｆＥＮＳＯ．ＰａｒｔⅠ：Ｍｏｄｅ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ＪＣｌｉｍａｔｅ，１３

（１５）：２８１８２８３２

ＴｈｏｍｐｓｏｎＣＪ，ＢａｔｔｉｓｔｉＤＳ．２００１．Ａｌｉｎｅａｒｓｔｏｃｈａｓｔｉｃｄｙｎａｍｉｃａｌ

ｍｏｄｅｌｏｆＥＮＳＯ．ＰａｒｔⅡ：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ＪＣｌｉｍａｔｅ，１４（４）：４４５４６６

ＴｉｍｍｅｒｍａｎｎＡ，ＪｉｎＦＦ．２００２．Ａ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ｆｏｒｄｅｃａｄａｌ

ＥｌＮｉ珘ｎｏａｍｐｌｉｔｕｄｅｃｈａｎｇｅｓ．ＧｅｏｐｈｙｓＲｅｓＬｅｔｔ，２９（１）：３１３４，

ｄｏｉ：１０．１０２９／２００１ＧＬ０１３３６９

ＴｒｅｎｂｅｒｔｈＫＥ．１９９７．Ｔｈｅ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ｏｆＥｌＮｉ珘ｎｏ．ＢｕｌｌＡｍ Ｍｅｔｅｏｒ

Ｓｏｃ，７８（１２）：２７７１２７７７

ＴｒｅｎｂｅｒｔｈＫＥ，ＣａｒｏｎＪＭ．２０００．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Ｏｓｃｉｌｌａｔｉｏｎｒｅｖｉｓｉ

ｔｅｄ：Ｓｅａｌｅｖｅｌ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ｓ，ｓｕｒｆａｃｅ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ｓ，ａｎｄ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

ｏｎ．ＪＣｌｉｍａｔｅ，１３（２４）：４３５８４３６５

ＴｚｉｐｅｒｍａｎＥ，ＳｔｏｎｅＬ，ＣａｎｅＭＡ，ｅｔａｌ．１９９４．ＥｌＮｉ珘ｎｏｃｈａｏｓ：Ｏ

ｖｅｒｌａｐｐｉｎｇｏｆｒｅｓｏｎａｎｃｅ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ｓｅａｓｏｎａｌｃｙｃｌｅａｎｄｔｈｅＰａ

ｃｉｆｉｃｏｃｅａｎ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ｅｏｓｃｉｌｌａｔｏｒ．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６４（５１５５）：７２７４

ＶａｎＬｏｏｎＨ，ＭａｄｄｅｎＲＡ．１９８１．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Ｏｓｃｉｌｌａｔｉｏｎ．Ｐａｒｔ

Ⅰ：Ｇｌｏｂａｌ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ｓｗｉｔｈ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ａｎｄ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ｉｎｎｏｒｔｈ

ｅｒｎｗｉｎｔｅｒ．ＭｏｎＷｅａＲｅｖ，１０９（６）：１１５０１１６２

ＷａｌｌａｃｅＪＭ，ＲａｓｍｕｓｓｏｎＥＭ，ＭｉｔｃｈｅｌｌＴＰ，ｅｔａｌ．１９９８．Ｏｎ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ａｎｄ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ＥＮＳＯｒｅｌａｔｅｄｃｌｉｍａｔｅｖａｒ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ｉｎ

ｔｈｅｔｒｏｐｉｃａｌＰａｃｉｆｉｃ：ＬｅｓｓｏｎｓｆｒｏｍＴＯＧＡ．ＪＧｅｏｐｈｙｓＲｅｓ，１０３

（Ｃ７）：１４２４１１４２５９

ＷｅｉｓｂｅｒｇＲＨ，ＷａｎｇＣＺ．１９９７．ＡｗｅｓｔｅｒｎＰａｃｉｆｉｃｏｓｃｉｌｌａｔｏｒｐａｒａ

ｄｉｇｍｆｏｒｔｈｅＥｌＮｉ珘ｎｏ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ｏｓｃｉｌｌａｔｉｏｎ．ＧｅｏｐｈｙｓＲｅｓＬｅｔｔ，

２４（７）：７７９７８２

ＷｈｉｔｅＧＨ．１９８０．Ｓｋｅｗｎｅｓｓ，ｋｕｒｔｏｓｉｓａｎｄｅｘｔｒｅｍｅｖａｌｕｅｓｏｆＮｏｒｔｈ

ｅｒｎＨｅｍｉｓｐｈｅｒｅｇｅｏ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ｈｅｉｇｈｔｓ．ＭｏｎＷｅａＲｅｖ，１０８（９）：

１４４６１４５５

ＷｙｒｔｋｉＫ．１９７５．ＥｌＮｉ珘ｎｏｔｈｅｄｙｎａｍｉｃ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ｏｆｔｈｅｅｑｕａｔｏｒｉａｌＰａ

ｃｉｆｉｃＯｃｅａｎｔｏ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ｆｏｒｃｉｎｇ．ＪＰｈｙｓＯｃｅａｎｏｇｒ，５（４）：

５７２５８４

ＸｕＫ，ＺｈｕＣ Ｗ，ＨｅＪＨ．２０１３．ＴｗｏｔｙｐｅｓｏｆＥｌＮｉ珘ｎｏｒｅｌａｔｅｄ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Ｏｓｃｉｌ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ｍｐａｃｔｓｏｎｇｌｏｂａｌｌａｎｄ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ＡｄｖＡｔｍｏｓＳｃｉ，３０（６）：１７４３１７５７，ｄｏｉ：１０．

１００７／ｓ００３７６０１３２２７２３

ＹｅｈＳＷ，ＫｕｇＪＳ，ＤｅｗｉｔｔｅＢ，ｅｔａｌ．２００９．ＥｌＮｉ珘ｎｏｉｎａ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ｃｌｉｍａｔｅ．Ｎａｔｕｒｅ，４６１（７２６３）：５１１５１４

ＹｅｈＳＷ，ＫｕｇＪＳ，ＡｎＳＩ．２０１４．Ｒｅｃｅｎｔ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ｏｎｔｗｏｔｙｐｅｓｏｆ

ＥｌＮｉ珘ｎｏ：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ａｎｄｆｕｔｕｒｅｃｈａｎｇｅｓ．Ａｓｉａ

ＰａｃＪＡｔｍｏｓＳｃｉ，５０（１）：６９８１

ＹｕＪＹ，ＫｉｍＳＴ．２０１１．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ｅｘｔｒａｔｒｏｐｉｃａｌｓｅａ

５９７袁心仪等：ＥＮＳＯ发展和衰亡阶段中非线性项的作用　　　　　　　　　　　　　　　　　　 　　　 　　　　　　　　　



ｌｅｖｅｌ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ｔｈ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ＰａｃｉｆｉｃａｎｄＥａｓｔｅｒｎＰａ

ｃｉｆｉｃｔｙｐｅｓｏｆＥＮＳＯ．ＪＣｌｉｍａｔｅ，２４（３）：７０８７２０，ｄｏｉ：１０．１１７５／

２０１０ＪＣＬＩ３６８８．１

ＺｈａｎｇＲＨ，ＣｈａｏＪＰ．１９９３．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ｏｆｉｎｔｅｒａｎｎｕａｌ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ａｓｉｍｐｌｅａｉｒｓｅａｃｏｕｐｌｅｄｍｏｄｅｌｉｎｔｈｅｔｒｏｐｉｃｓ∥ＹｕＤＩ．Ｃｌｉ

ｍａｔｅＶａｒ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Ｂｅｉｊｉｎｇ，Ｃｈｉｎａ：Ｃｈｉｎａ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Ｐｒｅｓｓ，

２３６２４４

ＺｈａｎｇＲＨ，ＳｕｍｉＡ，ＫｉｍｏｔｏＭ．１９９６．ＩｍｐａｃｔｏｆＥｌＮｉ珘ｎｏｏｎｔｈｅ

ＥａｓｔＡｓｉａｎｍｏｎｓｏｏｎ：Ａ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ｓｔｕｄｙｏｆｔｈｅ ’８６／８７ａｎｄ

’９１／９２ｅｖｅｎｔｓ．ＪＭｅｔｅｏｒＳｏｃＪｐｎＳｅｒⅡ，７４（１）：４９６２

ＺｈａｎｇＷＪ，ＬｉＪＰ，ＪｉｎＦＦ．２００９．Ｓｐａｔｉａｌａｎｄ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ｏｆ

ＥＮＳＯｍｅｒｉｄｉｏｎａｌｓｃａｌｅｓ．ＧｅｏｐｈｙｓＲｅｓＬｅｔｔ，３６（１５）：Ｌ１５６０５，

ｄｏｉ：１０．１０２９／２００９ＧＬ０３８６７２

ＺｈａｎｇＷＪ，ＪｉｎＦＦ，ＬｉＪＰ，ｅｔａｌ．２０１１．Ｃｏｎｔｒａｓｔｉｎｇｉｍｐａｃｔｓｏｆ

ｔｗｏｔｙｐｅＥｌＮｉ珘ｎｏｏｖｅｒｔｈｅＷｅｓｔｅｒｎＮｏｒｔｈＰａｃｉｆｉｃｄｕｒｉｎｇｂｏｒｅａｌ

ａｕｔｕｍｎ．ＪＭｅｔｅｏｒＳｏｃＪｐｎＳｅｒⅡ，８９（５）：５６３５６９

ＺｈａｎｇＷＪ，ＪｉｎＦＦ，ＲｅｎＨＬ，ｅｔａｌ．２０１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ｉｎｔｅｌｅｃｏｎ

ｎｅｃｔｉｏｎｏｖｅｒ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ＰａｃｉｆｉｃａｎｄｒａｉｎｆａｌｌｓｈｉｆｔｏｖｅｒｔｈｅＵＳＡ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ｔｗｏｔｙｐｅｓｏｆＥｌＮｉ珘ｎｏｄｕｒｉｎｇｂｏｒｅａｌａｕｔｕｍｎ．Ｊ

ＭｅｔｅｏｒＳｏｃＪａｐａｎＳｅｒⅡ，９０（４）：５３５５５２，ｄｏｉ：１０．２１５１／ｊｍｓｊ．

２０１２４０７

ＺｈａｎｇＷＪ，ＪｉｎＦＦ，ＺｈａｏＪＸ，ｅｔａｌ．２０１３．Ｏｎｔｈｅｂｉａｓｉｎ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

ＥＮＳＯＳＳＴＡｍｅｒｉｄｉｏｎａｌｗｉｄｔｈｓｏｆＣＭＩＰ３ｍｏｄｅｌｓ．ＪＣｌｉｍａｔｅ，

２６（１０）：３１７３３１８６

ＺｈａｎｇＷＪ，ＪｉｎＦＦ，ＴｕｒｎｅｒＡ．２０１４．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ａｕｔｕｍｎｄｒｏｕｇｈｔｏ

ｖｅｒ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Ｃｈｉｎａ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ＥＮＳＯｒｅｇｉｍｅｓｈｉｆｔ．Ｇｅｏ

ｐｈｙｓ Ｒｅｓ Ｌｅｔｔ，４１ （１１）：４０２０４０２６，ｄｏｉ：１０．１００２／

２０１４ＧＬ０６０１３０

ＺｈａｎｇＷＪ，ＷａｎｇＬ，ＸｉａｎｇＢＱ，ｅｔａｌ．２０１５．Ｉｍｐａｃｔｓｏｆｔｗｏｔｙｐｅｓ

ｏｆＬａＮｉ珘ｎａｏｎｔｈｅＮＡＯｄｕｒｉｎｇｂｏｒｅａｌｗｉｎｔｅｒ．ＣｌｉｍａｔｅＤｙｎ，４４

（５）：１３５１１３６６，ｄｏｉ：１０．１００７／ｓ００３８２０１４２１５５ｚ

ＺｈａｎｇＷＪ，ＬｉＨＹ，ＳｔｕｅｃｋｅｒＭＦ，ｅｔａｌ．２０１６．Ａｎｅｗ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ｉｎｇｏｆＥｌＮｉ珘ｎｏ’ｓｉｍｐａｃｔｏｖｅｒＥａｓｔＡｓｉａ：Ｄｏｍｉｎａ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ＥＮ

ＳＯ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ＪＣｌｉｍａｔｅ，２９（１２）：４３４７４３５９，ｄｏｉ：１０．

１１７５／ＪＣＬＩＤ１５０１０４．

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

１

欢迎订阅２０１８年度《气象学报》

　　《气象学报》中文版创刊于１９２５年，是由中国气象局主管，中国气象学会主办的全国性大气科学学术期刊，主要刊载有关

大气科学及其交叉科学研究的具有创新性的论文；国内外大气科学发展动态的综合评述；新观点、新理论、新技术、新方法的

介绍；研究工作简报及重要学术活动报道；优秀大气科学专著的评介以及有关本刊论文的学术讨论等。

《气象学报》中文版２００３年和２００５年连续两次荣获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总署颁发的第二届、第三届“国家期刊奖百

种重点学术期刊”奖；２００３—２００７、２００９年被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评为“百种中国杰出学术期刊”；２００７—２０１１年和２０１５

年获得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精品科技期刊工程项目的资助，２００８、２０１１、２０１４年《气象学报》（中文版）被评选为“中国精品科技期

刊”；２０１２、２０１３、２０１４、２０１５年获评“中国最具国际影响力学术期刊”；２０１３、２０１５年入选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百强报刊”。

《气象学报》为大气科学研究提供了学术交流平台，一直致力于推动中国大气科学基础研究和理论研究的发展，服务于中

国气象现代化建设事业。作者和读者对象主要为从事气象、海洋、地理、环境、地球物理、天文、空间及生态等学科的科研人员、

高校师生。

《气象学报》中文版为双月刊，国内外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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