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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文章基于国家气候中心现行厄尔尼诺监测和诊断业务规范，分析了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厄尔尼诺事件的现状及其演变过

程，并将之与１９８２／１９８３年以及１９９７／１９９８年厄尔尼诺事件做对比。监测结果表明，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厄尔尼诺事件是自１９５１年

以来继１９８２／１９８３年和１９９７／１９９８年厄尔尼诺事件之后的第三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并且在持续时间、峰值强度、累计海温距

平和海温距平连续超过２．０℃的时间等指标上均强于前两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赤道中西太平洋的多次西风爆发过程驱动

次表层异常暖海温东传，使得厄尔尼诺事件发展。与前两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对比发现，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厄尔尼诺事件盛期暖

海温中心强度和范围较前两次事件偏小，南方涛动强度较前两次偏弱，西风爆发过程中西风异常强度也小于前两次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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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ＥＮＳＯ循环是热带太平洋上海气相互作用最强

烈的年际变化信号，具有２～７年的变化周期。厄尔

尼诺事件是指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异常增暖的

一类事件。厄尔尼诺事件发生后，会引起大气环流

异常，从而在全球多地出现气候异常和极端气候事

件。

１９８２／１９８３年以及１９９７／１９９８年两次超强厄尔

尼诺事件造成了全球多地气候异常（翟盘茂等，

２００３）。前人对这两次事件都进行了深入分析，发现

了西风爆发（傅云飞等，１９９７；张祖强等，２０００）、次表

层海温（李崇银等，１９９９）以及季节内振荡的传播（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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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银等，２００１）对厄尔尼诺事件演变的重要影响。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厄尔尼诺事件在发生发展过程中

得到了全球多地政府及各行业的关注。此次事件持

续时间长，强度大，并且已经给全球多地的气候带来

了不同程度的影响（邵勰等，２０１６；ＷＭＯ，２０１６；袁

媛等，２０１６）。我国气候也已经明显地表现出对厄尔

尼诺事件的响应：２０１４／２０１５年冬季全国气温普遍

偏高（王东阡等，２０１５）。受到“电容器效应”影响，赤

道印度洋海温偏暖显著（Ｘｉｅｅｔａｌ，２００８），在厄尔尼

诺事件和印度洋暖海温的共同作用下，２０１５年华南

前汛期入汛时间推迟，入汛后华南地区降水偏多（邵

勰等，２０１５）；２０１５年夏季全国降水“北少南多”，梅

雨雨季偏长，雨量偏多（王东阡等，２０１６）；２０１５年秋

季华南持续性降水偏多（聂羽等，２０１６）。刘屹珉等

（２０１６）指出了２０１５年１２月中国东部大范围大气污

染与厄尔尼诺的联系。为了更好地认识这次过程，

本文将详细介绍这次厄尔尼诺事件的现状、演变过

程，在此基础上，分析这次事件与１９８２／１９８３年、

１９９７／１９９８年两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异同，为预测

后续的演变及对东亚气候的影响提供参考。

１　资　料

本文所用海温资料为ＮＯＡＡ最优插值逐月海温

数据［ＯｐｔｉｍｕｍＩｎｔｅｒｐｏｌａｔｉｏｎ（ＯＩ）ＳｅａＳｕｒｆａｃｅＴｅｍ

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ＳＳＴ）ｖ２）］，序列长度为１９８１年１２月至

２０１６年２月；分辨率为１°×１°（Ｒｅｙｎｏｌｄｓｅｔａｌ，２００２）。

所用速度势和纬向风资料分别为 ＮＣＥＰ／

ＮＣＡＲ再分析逐月和逐日格点资料，序列长度为

１９４８年１月（１日）至２０１６年３月（４月８日）。分

辨率为２．５°×２．５°（Ｋａｌｎａｙｅｔａｌ，１９９６）。文中纬向

风演变中做了５日滑动平均处理。

２　厄尔尼诺事件监测指标

海表温度距平是监测和诊断厄尔尼诺事件的最

重要的指标，也是定义厄尔尼诺事件的主要标准。

在监测和诊断厄尔尼诺事件时，常常将赤道中东太

平洋划分为四个ＥＮＳＯ监测区（图１），即Ｎｉ珘ｎｏ１＋２

区（０°～１０°Ｓ、９０°～８０°Ｗ），Ｎｉ珘ｎｏ３区（５°Ｓ～５°Ｎ、１６０°

～９０°Ｗ）、Ｎｉ珘ｎｏ４区（５°Ｓ～５°Ｎ、１６０°Ｅ～９０°Ｗ）和

Ｎｉ珘ｎｏ３．４区（５°Ｓ～５°Ｎ、１７０°～１２０°Ｗ）。其中，

Ｎｉ珘ｎｏ３区基本覆盖了赤道东太平洋的主要区域，一

度被用作厄尔尼诺事件监测的主要指标。日本气象

厅将连续６个月的Ｎｉ珘ｎｏ３区海温距平指数的５个月

滑动平均值≥０．５℃定义为一次厄尔尼诺事件。２１

世纪以后，由于中部型厄尔尼诺事件的频繁发生，赤

道东太平洋地区的 Ｎｉ珘ｎｏ３区海表温度距平指数很

难监测到中部型厄尔尼诺事件的发生和演变情况，

因此，在Ｎｉ珘ｎｏ３区和Ｎｉ珘ｎｏ４区之间选取了一块中间

区域，作为 Ｎｉ珘ｎｏ３．４区。Ｎｉ珘ｎｏ３．４区海温距平指数

能有效监测到两类厄尔尼诺事件的演变情况，现被

大多数国家在监测厄尔尼诺事件时采用。比如美国

气候预测中心（Ｃｌｉｍａｔｅ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Ｃｅｎｔｅｒ，ＣＰＣ）将

３个月滑动平均的Ｎｉ珘ｎｏ３．４区海温距平指数连续５

个月超过０．５℃定义为一次厄尔尼诺事件。除了

Ｎｉ珘ｎｏ关键区的海温距平指数，澳大利亚气象局在定

义厄尔尼诺事件时，将大气的响应［即南方涛动指数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Ｏｓｃｉｌｌ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ＳＯＩ）］也作为重要指

标之一，他们将Ｎｉ珘ｎｏ３．４区海温距平≥０．８℃且ＳＯＩ

小于或等于－０．８定义为一次厄尔尼诺事件。中国

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传统上基于 ＯＩＳＳＴ（ｖ２）海表

温度资料，采用综合区尼诺指数（Ｎｉ珘ｎｏＺ指数）来监

测ＥＮＳＯ事件，将综合区尼诺指数连续６个月超过

０．５℃ 定义为一次厄尔尼诺事件（李晓燕等，２０００）。

２０１６年３月开始，国家气候中心沿用ＯＩＳＳＴ（ｖ２）海

温资料和原来的厄尔尼诺事件定义标准，采用

Ｎｉ珘ｎｏ３．４指数来监测此次ＥＮＳＯ演变过程。

图１　Ｎｉ珘ｎｏ海区的划分（引自ＣＰＣ）

Ｆｉｇ．１　Ｔｈｅ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Ｎｉ珘ｎｏ

ｒｅｇｉｏｎ（ＣｉｔｅｄｆｒｏｍＣＰＣ）

３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厄尔尼诺事件概况

按照国家气候中心现行的厄尔尼诺事件监测业

务标准，自１９５１年以来，共出现了１４次厄尔尼诺事

件（图２）。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厄尔尼诺事件开始于２０１４

年９月，在２０１４／２０１５年冬季发展出现停滞以后，自

２０１５年４月开始快速发展，于２０１５年１１月发展达

到峰值，峰值强度为２．９℃。从２０１５年１２月开始，

此次厄尔尼诺事件进入到衰减阶段，但是在２０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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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６年冬季Ｎｉ珘ｎｏ３．４指数依然处于２．０℃以上（图

３）。截至２０１６年４月，此次厄尔尼诺事件已经持续

了２０个月，累计逐月海温距平高达２９．７℃。另外，

在此次厄尔尼诺事件的演变过程中，从２０１５年８月

至２０１６年２月，有连续７个月的Ｎｉ珘ｎｏ３．４海温距平

指数超过２．０℃，并且中心强度在３．０℃以上。根据

以上多项指标综合评估认为，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的厄尔

尼诺事件是自１９５１年以来的第三次超强厄尔尼诺

事件。另外两次分别发生在１９８２／１９８３年以及

１９９７／１９９８年。

图２　１９５１年以来所有厄尔尼诺事件Ｎｉ珘ｎｏ３．４指数演变

Ｆｉｇ．２　Ｎｉ珘ｎｏ３．４ｉｎｄｅｘ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ｉｎａｌｌｔｈｅＥｌＮｉ珘ｎｏｅｖｅｎｔｓｓｉｎｃｅ１９５１

图３　２０１４年１月至２０１６年４月

Ｎｉ珘ｎｏ３．４指数（单位：℃）

和犛犗犐演变

Ｆｉｇ．３　Ｎｉ珘ｎｏ３．４ｉｎｄｅｘ（ｕｎｉｔ：℃）ａｎｄ犛犗犐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ｆｒｏｍＪａｎｕａｒｙ２０１４ｔｏＡｐｒｉｌ２０１６

　　将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厄尔尼诺事件与前两次超强厄

尔尼诺事件对比来看，此次事件持续时间最长，峰值

强度最强，累计海温距平最高，Ｎｉ珘ｎｏ３．４指数连续超

过２．０℃的月份也最多，具体数据参见表１。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年厄尔尼诺在经历２０１４年秋季到２０１４／２０１５年

冬季的缓慢发展以后，与前两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相

似，在春季快速发展起来，在秋冬季（１１—１２月）发展

成熟，在次年春季衰减并趋于结束。２０１６年３月与

１９９８年３月以及１９８３年３月，Ｎｉ珘ｎｏ３．４指数均从２月

的２．０℃以上迅速下降到２．０℃以下，下降幅度分别为

０．７、０．７和０．６℃（图２）。

表１　１９５１年以来三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对比分析

犜犪犫犾犲１　犆狅犿狆犪狉犻狊狅狀狅犳狋犺犲狋犺狉犲犲狊狌狆犲狉犈犾犖犻珘狀狅犲狏犲狀狋狊狊犻狀犮犲１９５１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截至２０１６年４月） １９９７／１９９８年 １９８２／１９８３年

持续时间／月 ２０ １３ １４

峰值强度／℃ ２．９ ２．６ ２．８

累计海温距平／℃ ２９．７ ２３．１ ２１．５

连续超过２．０℃时间／月 ７ ７ ４

　　而在大气对海洋的响应方面，与前两次超强厄

尔尼诺事件相比，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厄尔尼诺事件中，

犛犗犐强度明显较弱，始终没有突破－２．０。而在前两

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中犛犗犐均突破－２．０，特别是

在１９８２／１９８３年的厄尔尼诺事件中，犛犗犐一度突破

－２．５（图４）。

４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厄尔尼诺事件演变

虽然按照 Ｎｉ珘ｎｏ３．４海温距平指数的演变特征

来看，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厄尔尼诺事件开始于２０１４年９

月。然而，从赤道太平洋海温距平演变图（图５）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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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看到，早在２０１４年５月，赤道中东太平洋就已经

开始表现出厄尔尼诺事件的分布特征。赤道中太平

洋和赤道东太平洋分别有异常暖海温中心分布，但

是两个暖海温中心范围均偏小，赤道中太平洋的异

常暖海温中心主要位于日界线附近，而赤道东太平

洋的异常暖海温中心则基本位于南美洲沿岸及附近

地区。两个异常中心之间的区域海温基本接近正

常。２０１４年６月，赤道东太平洋的异常暖海温较５

月略有增长，但是７—８月，赤道中东太平洋的异常

暖海温中心强度较前两个月减弱，暖海温范围也较

前两个月减小。在Ｎｉ珘ｎｏ３．４区，海温基本表现为正

常状态，这也是 Ｎｉ珘ｎｏ３．４海温指数在２０１４年５—８

月未达标的主要原因。９月开始，赤道中东太平洋

的暖海温较７—８月有所增长，特别是在Ｎｉ珘ｎｏ３．４海

区，异常暖海温范围有所扩大。但是一直到２０１５年

３月，整个赤道中东太平洋异常暖海温持续偏弱，厄

尔尼诺事件发展偏缓。特别是２０１５年１—３月，异

常暖海温主要分布在赤道中太平洋，赤道东太平洋

基本保持中性状态，逐月平均的海温距平分布图上

显示南美洲沿岸甚至出现异常冷海温（图略）。

图４　１９５１年以来三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犛犗犐演变

Ｆｉｇ．４　犛犗犐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ｔｈｒｅｅｓｕｐｅｒ

ＥｌＮｉ珘ｎｏｅｖｅｎｔｓｓｉｎｃｅ１９５１

　　自２０１５年４月开始，赤道中东太平洋的异常暖

海温开始迅速发展。异常暖海温中心从赤道中太平

洋向赤道东太平洋扩展（图５）。６月，赤道中东太平

洋的异常暖海温分布开始呈现出典型的暖舌结构（图

略），７月，暖舌更加明显，且中心强度超过了３．０℃。

８—１１月，赤道中东太平洋异常暖海温进一步发展。

特别是２０１５年１１月，日界线以东的赤道中东太平洋

大部暖海温异常超过１．０℃。２０１５年１２月至２０１６

年２月，虽然厄尔尼诺事件处于衰减位相，但赤道中

东太平洋依然被非常强的异常暖海温控制（图５）。

但是到了２０１６年３月，暖海温异常衰减明显，中心分

裂为两个，且强度和范围较前期减小显著（图６）。４

月，赤道中东太平洋异常暖海温进一步衰减（图略）。

图５　２０１４年３月至２０１６年２月赤道（５°Ｓ～５°Ｎ）

太平洋（１２０°Ｅ～８０°Ｗ）海温距平演变（单位：℃）

Ｆｉｇ．５　Ｅｑｕａｔｏｒｉａｌ（５°Ｓ－５°Ｎ）Ｐａｃｉｆｉｃ

（１２０°Ｅ－８０°Ｗ）ＳＳＴＡ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ｆｒｏｍ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４ｔｏ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２０１６（ｕｎｉｔ：℃）

图６　２０１６年３月海表温度距平分布（单位：℃）

Ｆｉｇ．６　ＳＳＴＡ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ｉｎＭａｒｃｈ２０１６（ｕｎｉｔ：℃）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厄尔尼诺事件的演变过程主要与

赤道太平洋次表层海温异常的传播有关。２０１４年

２—５月，在次表层，有异常暖水从赤道中太平洋向

东传播（图７ａ和７ｂ）；而到了６—８月，赤道中太平

洋次表层被异常冷水控制，并向东传播到赤道东太

平洋，在赤道东太平洋海区向表层涌升（图７ｃ和

７ｄ），因此出现了２０１４年７—８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暖

海温异常的减弱。同时，在赤道西太平洋次表层，则

出现暖海温异常，并逐步向东传播（图略），因此，从

９月开始，赤道中东太平洋暖海温异常又开始发展。

２０１４年１２月至２０１５年２月，赤道东太平洋次表层

出现强的冷海温异常，并向海洋表层涌升（图７ｅ和

７ｆ），受到该次冷水波动的干扰，赤道东太平洋地区

的暖海温异常几乎消失，厄尔尼诺事件的发展出现

停滞。２０１５年３月开始，赤道中太平洋地区次表层

不断有异常暖海温向东传播，特别是在２０１５年９

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次表层海温异常中心超过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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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ｇ），这样，使得厄尔尼诺事件不断发展，并在１１

月到达峰值。从１１月开始，赤道中西太平洋地区的

次表层开始被异常冷海温控制，并逐步向东传播（图

７ｈ）。受此影响，厄尔尼诺事件从２０１５年１２月开始

进入衰减期。

　　进一步研究发现，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异常的

图７　赤道太平洋地区次表层海温距平演变（单位：℃）

（ａ）２０１４年２月，（ｂ）２０１４年５月，（ｃ）２０１４年６月，（ｄ）２０１４年８月，

（ｅ）２０１５年１月，（ｆ）２０１５年２月，（ｇ）２０１５年９月，（ｈ）２０１５年１１月

Ｆｉｇ．７　ＳｕｂＳＳＴＡ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ｉｎｔｒｏｐｉｃａｌＰａｃｉｆｉｃ（ｕｎｉｔ：℃）

（ａ）０２／２０１４，（ｂ）０５／２０１４，（ｃ）０６／２０１４，（ｄ）０８／２０１４，

（ｅ）０１／２０１５，（ｆ）０２／２０１５，（ｇ）０９／２０１５，（ｈ）１１／２０１５

演变及次表层海温异常的传播过程与该地区上空低

层纬向风的演变有密切关系。早在２０１３年１１月，

赤道中西太平洋地区就被异常东风控制，信风加强，

赤道中太平洋的暖水不断向赤道西太平洋传播并在

西太平洋堆积，致使西太平洋海平面不断升高，斜温

层深度加深，为厄尔尼诺的爆发准备好了条件。

２０１４年年初，赤道西太平洋上空信风突然减弱，异

常西风控制赤道西太平洋地区并东传。１—５月，赤

道西太平洋有３次明显的西风爆发过程，激发次表

层的暖海温异常向东传播，使得赤道中东太平洋主

要被异常暖海温控制。５月下旬至６月中旬，赤道

西太平洋上空被异常东风控制，６月中下旬，异常东

风控制了赤道中太平洋地区。由于没有次表层异常

暖海温的向东输送，表层异常暖海温也较前期减弱。

７月开始，在赤道西太平洋地区又出现３次西风爆

发并向东扩展的过程，再次驱动赤道中西太平洋次

表层异常暖海水向东传播，使得厄尔尼诺事件再次

发展起来。１１月中旬至１２月，赤道西太平洋出现

东风距平并东传，再次使得赤道东太平洋地区暖海

温在２０１６年１—３月减弱甚至消失，厄尔尼诺事件

再次停滞。２０１５年１月开始，赤道西太平洋地区西

风大面积爆发，且强度较２０１４年的几次西风爆发过

程更大。２０１５年１—１０月赤道西太平洋地区基本

被西风距平所控制，并东传至赤道中太平洋地区。

这样的风场条件不断驱动次表层暖海温向东传播至

赤道东太平洋地区，使得厄尔尼诺事件不断发展。

２０１５年１１月下旬开始，赤道西太平洋地区出现东

风距平并向东传播，次表层暖海温传播因此受阻，厄

４４５　　　　　　　　　　　　　　　　　　　 　气　　象　　　　　　　　　　　　　　　 　　 　　　第４２卷　



尔尼诺事件也因此进入衰减位相。

在２００ｈＰａ高层，可以看到自２０１５年４月开

始，赤道中东太平洋上空有明显的东风异常（图

８ｂ），对应辐散环流（图９），这有助于赤道中东太平

洋对流的活跃和沃克环流的进一步减弱，使得厄尔

尼诺事件进一步发展。但是自２０１５年１２月开始，

赤道东太平洋地区上空高层出现西风距平，引起高

层辐合，从而加强沃克环流，赤道东太平洋地区对流

减弱。厄尔尼诺事件因此进入衰减阶段。

　　另一方面，从高层速度势的演变来看，在赤道西

太平洋到南海，自２０１５年年初开始，２００ｈＰａ高层

为辐合环流（图９），该地区上空对应下沉气流，低层

辐散形成反气旋性环流。这是对厄尔尼诺事件的典

型响应。

图８　２０１５年１月１日至２０１６年４月３０日８５０ｈＰａ（ａ）和２００ｈＰａ（ｂ）纬向风距平（单位：ｍ·ｓ－１）演变

Ｆｉｇ．８　Ｔｈｅ８５０ｈＰａ（ａ）ａｎｄ２００ｈＰａ（ｂ）ｚｏｎａｌｗｉｎｄａｎｏｍａｌｙ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ｆｒｏｍ１Ｊａｎｕａｒｙ２０１５ｔｏ３０Ａｐｒｉｌ２０１６（ｕｎｉｔ：ｍ·ｓ
－１）

图９　２０１４年９月至２０１６年４月２００ｈＰａ

（σ＝０．２１０１）速度势距平

［单位：１０６ｍ·（ｍ·ｓ－１）］演变图

Ｆｉｇ．９　Ｔｈｅ２００ｈＰａ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ａｎｏｍａｌｙ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ｆｒｏｍ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４ｔｏＡｐｒｉｌ２０１６

［ｕｎｉｔ：１０６ｍ·（ｍ·ｓ－１）］

５　与１９８２／１９８３年以及１９９７／１９９８年

两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的对比

　　通过３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海温异常演变（图

１０）的对比可以看到，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事件在最初的

发展阶段，异常暖海温主要分别存在于赤道中太平

洋和赤道东太平洋，是一种混合型的分布结构。到

了２０１５年春季，与前两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类似，

暖海温异常从赤道中太平洋东传到赤道东太平洋，

然后逐步加强，加强的暖海温异常从赤道东太平洋

向赤道中太平洋扩展，使得整个赤道中东太平洋为

强的暖海温异常控制，厄尔尼诺事件达到盛期。

从持续时间上看，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厄尔尼诺事件

发展阶段要明显长于前两次超强事件。此次事件从

２０１４年９月开始至２０１５年１１月到达峰值，共历时

１５个月，而在１９８２／１９８３年及１９９７／１９９８年两次事

件中从爆发到峰值均在６个月左右，但是，在２０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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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６年的厄尔尼诺事件中，前期２０１４年秋季至

２０１４／２０１５年冬季的发展过程十分缓慢，到２０１５年

春季得到再次发展，这一次的发展与前两次超强厄

尔尼诺事件的发展类似，大约用了半年左右的时间

达到盛期。

３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中，１９９７／１９９８年事件中

超过３．５℃的暖海温异常范围最大，且位置偏东，

１９８２／１９８３年次之，在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厄尔尼诺事件

中中心强度基本没有超过３．５℃，但是超过２．５℃的

暖海温异常范围大于前两次超强事件。并且，由于

在厄尔尼诺盛期，前两次事件的暖海温异常中心都

偏东，因此在 Ｎｉ珘ｎｏ３．４区并不是暖海温异常中心。

而在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事件盛期，暖海温异常扩展到日

界线以西，因此，虽然中心强度弱于前两者，但是

Ｎｉ珘ｎｏ３．４区的暖海温异常要强于前两次事件。在厄

尔尼诺事件的衰减阶段，前两次超强事件中的赤道

西太平洋异常冷海温比较强盛，而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厄

尔尼诺事件中赤道西太平洋地区海温基本表现为中

性状态（图１０）。

　　从纬向风的演变来看，１９８２／１９８３年以及１９９７／

１９９８年的厄尔尼诺事件西风距平强度明显大于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厄尔尼诺事件（图１１）。进入厄尔尼诺

图１０　１９８２／１９８３年（ａ）、１９９７／１９９８年（ｂ）和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ｃ）厄尔尼诺事件海温距平演变（单位：℃）

Ｆｉｇ．１０　ＳＳＴＡ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ａ）１９８２／１９８３，（ｂ）１９９７／１９９８ａｎｄ（ｃ）２０１５／２０１６ＥｌＮｉ珘ｎｏｅｖｅｎｔｓ（ｕｎｉｔ：℃）

图１１　１９８２／１９８３年（ａ）、１９９７／１９９８年（ｂ）和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ｃ）厄尔尼诺事件８５０ｈＰａ纬向风距平（单位：ｍ·ｓ－１）演变

Ｆｉｇ．１１　Ｔｈｅ８５０ｈＰａｚｏｎａｌｗｉｎｄａｎｏｍａｌｙ（ｕｎｉｔ：ｍ·ｓ
－１）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ａ）１９８２／１９８３，

（ｂ）１９９７／１９９８ａｎｄ（ｃ）２０１５／２０１６ＥｌＮｉ珘ｎｏｅｖｅｎｔ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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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年春季以后，在前两次事件中，日界线以西赤道太

平洋上空东风异常强盛，加快了厄尔尼诺的衰减，并

导致厄尔尼诺事件在春末结束。而在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

厄尔尼诺事件的发展阶段和盛期，在赤道印度洋到

西太平洋，也有较强的东风异常，这个东风异常是否

会进一步东传导致这次厄尔尼诺的结束还有待于进

一步监测。

６　结　论

本文介绍了全球主要国家对厄尔尼诺事件的监

测标准以及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厄尔尼诺事件的现状，指

出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厄尔尼诺事件是从１９５１年以来继

１９８２／１９８３年以及１９９７／１９９８年超强厄尔尼诺事件

以来的又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并且在持续时间、

峰值强度、累计海温距平以及连续超过２．０℃的月

份等多项指标上超过了前两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厄尔尼诺事件的发展经历了“一

波三折”。２０１４年５月开始进入厄尔尼诺状态，但

是由于赤道中太平洋异常冷水的东传，赤道中东太

平洋地区暖海温异常减弱，厄尔尼诺事件在９月之

前未能形成。２０１４年９月厄尔尼诺事件开始后，在

２０１５年初赤道东太平洋又出现了一次冷水波动，导

致厄尔尼诺事件发展停滞。２０１５年春季开始厄尔

尼诺事件迅速发展，并在１１月达到峰值，１２月进入

衰减位相。

与前两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相比，２０１５／２０１６

年厄尔尼诺事件盛期，暖海温异常中心强度较前两

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偏弱，中心范围也偏小，但是

Ｎｉ珘ｎｏ３．４区暖海温异常则强于前两次事件。此外，

与前两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相比，驱动２０１５／２０１６

年厄尔尼诺事件发展的赤道中西太平洋上空西风爆

发过程中的西风异常强度也相对较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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