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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球赤纬角变化的旱灾效应


芮建勋

（上海师范大学 地理系，上海 ２００２３４）

摘　要：行星对应区理论认为太阳系各星体及其格局对地球气候有影响。该理论较完整地解释了包括月球在内
的太阳系各星体运行、格局对地球气候乃至旱涝灾害的影响规律。研究发现，月球对干旱的影响有地带性规律，

月球回归赤纬偏北或偏南，均可造成华北或黄河流域的干旱。月球只能配合其他星体格局以触发干旱或洪涝灾

害。据此判断，在２０１３－２０１７年期间，月球赤纬角进入最低值时期，预示着我国华北地区进入了连续几年将呈
现大旱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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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统气候学认为太阳辐射、大气环流与下垫
面是影响地球气候的三大因子，这一观点彻底排

除甚至否定了除太阳外其他星体对地球气候的影

响。但是，学界并没有因此停止对该领域的继续

探索与研究。澳大利亚和英国科学家发现木星的

位置会对地球的气候产生令人震惊的影响［１］，栾

巨庆创新性地提出行星对应区理论，发现行星运

动影响大气环流变异［２－３］，任振球认为行星运动影

响气候变化［４］，彭公炳等提出了气候变化的第四

类因子，即“宇宙－地球物理因子”，“发现月球和
太阳引潮力造成的地球气压场和大气环流的扰动，

则为观测事实所证明，且规律很清楚”［５］。星体运

动对大气环流与地球气候有调制作用，且这种调

制是有规律可循的，因为各天体对地球的作用除

引潮力外，还有电磁力和宇宙辐射［６］。多年来研

究表明，太阳和太阳系天体等天文因素与灾害的

形成密切相关，它们对某些自然灾害的发生可能

起了诱导、触发和调制作用［７－８］。天文因子对地球

重大自然灾害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

在自然灾害的天文因素探究中，对月球的关

注与研究最为久远。我国古代就发现月球对地球

天气有影响，如“昨日离其阳故不雨（《论衡》）”，

“月之从星，必主风雨（《尚书》）”，“月离于毕，

必滂沱矣（《诗经》）”等，位于黄河流域的山东一

带，至今还有在正月测月影长度以预测年景的传

统。当今，随着计量与数理方法的运用，对这方

面的探索与研究趋于科学化，如郭增建提出“月球

潮迫使地球放气”的观点，解释了当月球赤纬角最

小时雨量减少形成干旱［９］；美、日科学家通过研

究潮汐后发现，“月球是触发地震的最后一根稻

草”［１０］，因此，从天文因素的角度去探讨地球上重

大自然灾害的发生机制与时空规律，是一个新的

起点与突破口。

上述研究工作，开创了天文灾害学研究的先

河，为进一步探讨重大自然灾害的触发机制与规

律奠定了基础，但普遍缺乏系统性，难以体现地

带性规律，对减灾备灾缺乏指导性。本文借助于

行星对应区理论框架，以我国重大历史旱灾为例，

遵循地球系统科学特有的综合性、地带性与时空

尺度特征的学科特性，研究月球在不同回归赤纬

下对我国不同地理单元旱灾的影响，旨在从天文

学角度揭示月球对地球旱涝的作用机制及其时空

规律，进而有针对性地减灾备灾。

１　行星对应区理论模型
１１　理论介绍

行星对应区理论［２］认为：①地球气候以及各
种自然灾害，主要是太阳与几大行星、月球等星

体共同影响地球的结果，且这种影响具有明显的

地带性规律；②我国旱涝、地震等自然灾害与星
体运行有着明显的相关性。尽管该理论仍处于不

断完善之中，但它所揭示的一些有关星体位置对

自然灾害的影响、特别是二者之间存在明显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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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这一事实，不容忽视。

１２　主要研究方法
行星对应区理论模型中，采用视赤经（ＲＡ，用

时角表示）与视赤纬（ＤＥＣ）共同来表达星体视位
置。ＲＡ介于０°～２４°；ＤＥＣ介于 －９０°～＋９０°（跨
南北天球），如图１所示。星体在不同的视位置对
应不同的地理单元，在我国主要针对四大流域。

所以，采用直角坐标天象图以准确反映这种对应

关系。在该图中（图１），横轴为ＲＡ，纵轴为ＤＥＣ。
星体视赤纬在 １１°～１４°、１４°～１９°、１９°～２２°、
２２°～２３５°范围内时，分别对应并影响珠江流域、
长江流域、黄河流域以及黑龙江流域［２］。该模型

明确了我国四大流域与星体视位置二者的对应关

系，充分体现了地球科学中的地带性规律。星体

对应与否是相对的，对应某流域时易产生洪涝，

不对应时带来干旱。所以，首先要依据不同的灾

种，其次再判断是否受对应区影响。

图１　月球回归赤纬影响旱害的机制

１３　月球视位置的计算
在Ｐｙｔｈｏｎ语言环境下，采用国际著名的开源

天文计算工具包 ＰｙＥｐｈｅｍ，以 ＵＴＣ（协调世界时）
的００时刻为准，默认纪元为２０００，计算了自１７８０
年以来月球视位置（视赤经、视赤纬）。为了提高

数值计算与数据管理效率，采用 ＭｙＳＱＬ数据库平
台存储大量的天文计算结果。

２　我国旱灾与月球赤纬角的关系

２１　我国历史上的严重干旱
我国旱灾频繁，据不完全统计，从公元前２０６

年到１９４９年的２１５５年间，我国发生过较大的旱
灾有１０５６次，平均每两年就发生一次大旱。１６－
１９世纪，受旱范围在２００个县以上的大旱，发生
于１６４０年、１６７１年、１６７９年、１７２１年、１７８５年
（清乾隆五十年，１３个省受旱）、１８３５年（清道光
十五年，１５个省受旱），１８５６年及１８７７年（表１）。
１９５０－１９８６年全国平均每年受旱面积 ２０００万
ｈｍ２，成灾约 ７３０万 ｈｍ２，其中 １９５９－１９６１年和
１９８６年全国受旱面积都超过３０００万ｈｍ２。１９７２年
北方大范围少雨，灾情严重，南方部分地区伏旱

严重，成灾 １３３３万 ｈｍ２。１９７８年全国受旱范围
广、持续时间长，旱情严重，长江中下游地区伏

旱最为严重，成灾面积１８００万 ｈｍ２，是有统计资
料以来的最高值［１１］。

　　１９９９年开始又发生３年连旱。到２０００年，据
初步统计，全国农作物受旱面积高达４０５４万ｈｍ２，
累计受灾面积 ３７４０万 ｈｍ２，其中成灾 ２６９０万
ｈｍ２，绝收８１０万 ｈｍ２，成灾面积、绝收面积和因
旱造成粮食损失均为５１年来最大值，旱灾波及全
国２０余个省（自治区、直辖市）［１１］，是１９４９年以
来最严重的旱灾。２００３－２０１０年期间，我国大面
积连续干旱出现在南方与西南地区。

２０１３年６月下旬以来，长江以南大部分地区
出现了历史罕见的持续高温少雨天气，其中贵州、

湖南降水量均为１９５１年以来最少。截至２０１３年８
月上旬统计，湖南、贵州、重庆等南方１３省（市）
耕地受旱面积 ６４９万 ｈｍ２，其中作物受旱面积
５９３５万ｈｍ２。
２２　干旱灾害时空差异明显

干旱灾害持续时间长短不一，短至数月，长

达数年。如１６４０年（明崇祯十三年）在不同地区先
后持续受旱４～６年，旱区“树皮食尽，人相食”；
云南省至２０１２年已连续４年干旱。

旱灾的空间范围差异也很大。１７８５、１９２８年
１３个省受旱；１８３５年 １５省受旱；１９６１年，我国
华北、长江中下游、西南部分地区均出现了大面

积干旱；１９９９年全国２０余省干旱，２０１０年西南５
省干旱等。

２３　不同赤纬角状态下的重大旱灾
从表１、图 １可发现，月球赤纬角偏高或偏

低，均可导致我国大范围干旱，且赤纬角偏高或

偏低的程度越大，干旱的范围与持续时间越长。

２３１　赤纬角偏高型
１７８４－１７８７年，赤纬角超过２７°（图２），黄河

中下游和江淮地区严重旱灾，持续 ４年。其中
１７８５年为江淮和长江中下游干旱之典型，江淮及
太湖地区该年夏季降水量低于现代记录的极小值。

光绪之旱（１８７６－１８７９）时期，月球赤纬角处于
２８７°～２６７°；１９８０年代末，月球赤纬角连续几
年（１９８６－１９８９）均大于２８°，我国北方普遍干旱；
进入２１世纪前１０年，如２００３－２０１０年期间，月
球赤纬角均大于２５°，我国南方、北方普遍干旱，
特别是 ２００９、２０１０两年均呈现百年一遇的特大
干旱。

２３２　赤纬角偏低型
月球赤纬角处于极小值附近（偏南）时（升交点

经过秋分点），视赤纬只有１８５°左右。此时，月
球视赤纬最高只能对应到长江流域中部，而东北

地区同纬度、华北地区大部分在较长时期不会对

应因而导致干旱。如 １９２０年，视赤纬为 ２０８°，
北方多省大旱。１９４２－１９４３年期间，赤纬角最低
为１８５°，中原地区连续 ３年重大旱灾。１９５９－
１９６１年连旱期内的前两年，月球赤纬角均小于
２０°，为全国干旱，其中 １９５９年受灾区域包括东
北、黄河中下游、长江中下游、华南。１９６０年，
华北５省、长江中下游及华南部分地区夏旱。１９７８
年赤纬角又处于最小值１８４６°，全国大部分地区

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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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１　我国历史上的重大旱灾与月球回归赤纬

年份 干旱区域与灾情 回归赤纬／（°）
１７８５ １３个省受旱，黄河中下游和江淮地区严重旱灾持续４年 ２７８
１８３５ １５个省受旱 ２６５

１８７６－１８７９ ４年连旱（光绪之旱），为北方大旱的典型，陕西华阴县１８７７年无降雨日数达２９０ｄ
以上

２８７～２６７

１９１７ 黄河流域出现冬春之旱 ２５７
１９２０ 北方大旱，陕豫冀鲁晋５省遭受了４０多年未遇的大旱灾，灾民２０００万，死亡５０万 ２０８

１９２８－１９２９ 华北、西北、西南等 １３个省 ５３５个县遭旱灾；陕西全境 ９４０万人中受灾死亡达
２５０万 ２６４，２７６

１９３９ 密云罕见大旱，白河、潮河干涸 ２０２
１９４１－１９４３ ３年连旱，仅河南省死亡人口约３００万人。１９４３年广东大旱，仅台山县死亡１５万人 １８５，１９４，２０６
１９５５ 大旱年，全国大部地区发生干旱，主要旱区在陕北、晋西北、广东、广西、福建 ２４４

１９５９－１９６１ １９５９年黄河中下游、长江中下游、华南、东北以夏旱为主，全国受旱面积超过３０００
万ｈｍ２。 １８７

１９６０年华北５省及陇东、皖北春旱，受旱麦田约１３３３３３万ｈｍ２；长江中下游及华
南部分地区夏旱，江西伏秋旱；华北、内蒙古、西北、西南严重秋旱，受旱农田达
６６６６７万ｈｍ２，全国受旱面积超过３０００万ｈｍ２。

１８８

１９６１年华北大部、东北西部地区春旱；豫南、鄂北严重春夏旱；长江中下游、黔
北、川东南地区严重夏旱；全国旱灾受灾面积３７８４６７万ｈｍ２。 １９８

１９６５ 华北大旱，春夏秋三季连旱 ２６
１９７２ 全国大部分地区严重干旱。北方出现近３０年来最严重的干旱。北方大部分地区、南

方的湘、鄂、黔、桂、川等各省均有严重伏旱，全国受旱面积３０６９９３万ｈｍ２。 ２６８

１９７８ 全国大部地区干旱，主要产麦区春旱严重，出现陕、晋、冀、鲁、豫、苏、皖７个
重旱区，全国受旱面积超过３０００万ｈｍ２ １８４６

１９８６ 全国大部地区干旱，干旱范围近１０年来最大，全国受灾３１０４２万ｈｍ２ ２８４
１９８８ 全国大部地区干旱，全国受灾面积３２９０４万ｈｍ２ ２８６
１９８９ 全国大部地区干旱，全国农田受灾面积２９３３３３万ｈｍ２ ２８２
１９９２ 黄淮海严重夏旱，受旱面积达１３００多万 ｈｍ２ ２４８
１９９４ 江淮及四川盆地严重伏旱，安徽、江苏两省伏旱为建国以来最重 ２１４
１９９５ 陕西省的干旱超过了建国以来最早的１９６２年，与１９２９年相似 ２０
１９９７ 华北、西北受旱面积达２０００多万 ｈｍ２，发生了建国以来少见的严重夏旱 １８７

１９９９－２００１ １９９９年世纪末大旱，华北、黄淮、华南等大部分地区出现特大干旱现象，旱灾波及
全国２０余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累计受灾面积３７４０万 ｈｍ２。该年属南涝北旱，
长江中下游发生了仅次于１９５４年和１９９８年的大洪水

２０９

２０００年全国农作物累计受灾面积３７４０万ｈｍ２，成灾２６９０万ｈｍ２，因旱造成粮食损
失均为５１年来最大值 ２２６

２００１年北方春夏干旱，晋鲁豫辽冀等省旱情尤为严重，受旱面积高达３８４７万ｈｍ２ ２４０
２００３ 江南和华南、西南部分地区发生严重伏秋连旱，旱情严重 ２７０
２００４ 我国南方遭受５３年来罕见干旱，华南和长江中下游大范围严重秋旱 ２８０
２００５ 华南南部现严重秋冬春连旱，云南发生近５０年来少见严重初春旱 ２８５
２００６ 重庆发生百年一遇旱灾，农作物受旱面积１３２万ｈｍ２；内蒙古苏尼特草原持续旱灾，

受灾草场面积２３１８６７ｋｍ２ ２８７

２００７ ２２个省发生旱情，全国耕地受旱面积１４９３万ｈｍ２，８９７万人发生临时性饮水困难 ２８６
２００８ 云南省农作物受旱面积达１００多万ｈｍ２，仅昆明山区就有近１９万ｈｍ２ ２８０
２００９ 云南、贵州等省部分地区遭遇百年一遇的特大干旱，干旱范围和强度均突破历史

极值
２７０

２０１０ 春季，西南５省面临世纪大旱，农作物受灾面积近５００万 ｈｍ２，局部旱情达到百年
一遇

２５８

２０１１ 春季，冀苏皖鲁豫陕甘８省７４７万ｈｍ２耕地受旱；春夏之交，鄂湘赣皖苏５省严重
干旱；９月上中旬旱情高峰时，贵州、云南、四川、重庆、广西等西南５省区市耕
地受旱面积３４１２万ｈｍ２

２４２

２０１２ 四年连旱，全国耕地受旱面积４００万ｈｍ２，其中云南、四川、河北三省就有２６８５万
ｈｍ２ ２２５

２０１３ 至８月上旬，湖南、贵州、重庆等南方１３省（市）耕地受旱面积６４９万ｈｍ２ ２０８
２０１４ １８５

　　数据来源［１１－１５］

干旱。１９９７年赤纬角最低时，北方地区严重夏旱，
为１９４９年以来旱情之最。
２３３　赤纬角居中型

按照行星对应区理论，对旱涝、地震等自然

灾害起决定作用的是行星，月球只起辅助作用。

因此，月球回归赤纬高低与旱灾并不是严格对应

的。当回归赤纬居中时，华北地区也可能发生干

旱。如１９９９年月球回归赤纬为 ２０９°，按照对应
区黄河流域南部应发生雨涝，但是由于木星、土

星当年长期对应长江流域，而东北地区长期无行

星对应，黄河流域南部只有水星在 ７－８月下合，
但受土、木两星吸引而对应长江流域，导致长江

中下游发生了仅次于１９５４年和１９９８年的大洪水，
而其它地区则发生世纪末大旱。可见，月球回归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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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纬与旱灾的对应关系会受行星影响。

图２　我国大旱年份每月球回归赤纬

太阳黑子等也会影响上述的对应关系。２０００
年月球赤纬角在２２６°附近。根据天象图（图略），
该年木星、土星均对应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的雨

季，黄河流域北部还有水星在雨季下合，华北理

应以洪涝为主，为什么会出现１９４９年以来最为严
重的全国性干旱局势？因为除月球回归赤纬极偏

年（偏高、偏低）之外，太阳黑子、地磁高峰等对

对应区理论模型也会产生很大影响。据查，２０００
年的太阳黑子数为 １１９５，而上一次高峰在 １９９１
年（１４５３７），地磁高峰一般紧随太阳黑子到来，
二者均导致对应区发生南北摆动。

２４　月球赤纬角影响干旱的机制
根据行星对应区理论，当星体对应某个流域

时，才可能带来降水，星体对应的时间越长，降

雨时间就越长、强度越大；而某个流域没有星体

对应时，往往发生干旱。同样，干旱的范围、强

度仍然与星体格局持续的时间、范围紧密相关。

从诱发各种自然灾害的角度来讲，相对于其它行

星，月球只起触发作用而不是主导作用。当某种

星体格局出现时，在月球配合下，才能触发自然

灾害；月球的辅助作用时间越长，带来的灾害影

响越严重，因为月球在极值区域回归时往往需要

几天时间，而当其过天赤道时跨越同样的视赤纬

所需时间不超过１ｄ，这就使月球在回归前后有充
足的时间配合行星影响某区域。在月位极偏南的

年份，月球在天赤道两侧的最低视赤纬为±１８５°，
只对应长江流域中部，因此造成华北干旱，这就

是“昨日离其阳故不雨”的原因。而月位偏北或极

偏北的年份，即只要最高视赤纬超过 ＋２３５°，其
影响范围在我国东北地区以北、甚至到副极地、

极地区域，同样也会造成华北大旱。因为黄河流

域对应的视赤纬范围在１９°～２２°之间，所以月位
偏北或极偏南均可造成我国以华北地区为主的大

面积干旱。

２５　未来几年的干旱预测
自２０１３年开始，月球赤纬角进一步降低，

２０１４年为 １９４°，２０１５年将逼近最低值，降到
１８６°。在２０１４－２０１７这几年，回归赤纬将于最小
值附近徘徊，均不超过２０°，届时，我国又将迎来
持续几年的全国性干旱，特别是华北地区会出现

大面积连年旱情。

３　结论

行星对应区理论模型考虑了地理要素的地带

性规律与分布的时空差异，将星体视位置进行时

空划分并与我国各大流域结合、对应起来，体现

了地球科学研究中系统性、综合性、地带性的方

法论特色。多年来的实践证明，该理论完整地解

释了包括月球在内的太阳系各星体运行、格局对

地球气候乃至旱涝灾害的作用机制与影响规律，

太阳对地球气候与天气的影响是第一位的，其次

是众行星，最后才是月球带来的影响。月球对干

旱（或暴雨洪涝）等自然灾害的影响，是通过配合

其他星体格局来起到触发作用的。月球回归赤纬

偏高或偏低，均可造成华北或黄河流域的干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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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期 赵玉：基于动态空间面板模型的旱涝灾害对粮食市场影响仿真研究

理调控的前提下，其带来的粮食市场风险相对可

控。另外，产粮越多的地区承担越多的市场风险

显然是不合理的，管理部门除要加强粮食主产区

防洪抗旱基础设施的建设外，还应该探索粮食主

产区和非主产区粮食市场的风险补偿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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