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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以来，我国南方迎来
持续强降雨，因其影响范围
广、持续时间长、极端性强、
局地强降水重叠度高等特
点，也引发网友热议，并将其
归咎于“异常天象”。

中科院云南天文台王建
成研究员告诉记者，按照常
识，降水的成因更多在于大
气环流和气候变化，它有时
有规律，有时没规律，但把持

续降雨和洪水灾害与太阳系
其他行星乃至银河系联系到
一起，这是毫无科学道理的，
稍有物理学常识的人都不会
相信这样的说法。

纵观历史，长江水患频
仍，是由于长江整体呈东西
走向，并基本处于同一纬度，
若上中下游同步进入汛期，
防汛压力就会剧增。而今年
也是这样的局面，7月4日至

10日，云南、重庆、贵州至长
江中下游地区出现今年以来
最强降雨过程，江西境内鄱
阳湖压力尤巨。

水利部中国水科院减灾
中心洪水管理与影响评价研
究部主任李娜日前在接受媒
体采访时表示，1998年洪水
之后，我国做了几项大工程，
长江防洪能力大幅提升。重
点实施“平垸行洪、退田还

湖、移民建镇”工程，长江的
蓄洪能力有所增加；长江干
流堤防的加固加高和河道疏
浚，行洪能力大大加强；长江
干支流上修建了很多具有防
洪作用的水库，调蓄洪水的
能力显著提升，最主要的是
建成了三峡水利工程，其防
洪库容达到220亿立方米。
同时，长江流域的洪水监测、
预报和防洪联合调度的覆盖

面、准确度和时效性，与20
多年前相比也有了很大提
升。

“如果再发生1998年那
样的大洪水，长江干流的防
洪体系完全没有问题。”李娜
表示，但长江东西横贯非常
长，一些支流和上游山洪沟
的防洪能力还不高，局部区
域发生洪水造成损失的局面
还难以避免。 （科技日报）

木星土星影响可忽略不计
太阳的状态正常

子虚乌有的天象谣言才是真“灾害”
“今年是小轮回的庚子年，更是180年周期的白元年，太阳、地球、木星、

土星以及银面并到了一条线上，让地球引力场、磁场紊乱，太阳风离子更猛
烈地扑向地球，所以灾害频仍……”

最近，类似传言甚嚣尘上，“地球引力场、磁场紊乱”“地质、气候巨大灾
难”等在微博、朋友圈以及一些短视频平台频刷存在感。看似“好心又科
学”的提醒，到底有没有道理？如何看待今年出现的气象、地震等灾害？记
者邀请天文学专家和地震及防灾减灾专家为您答疑解惑。

国家空间天气监测预警
中心，是我国为满足空间天
气预警监测需要建立的，监
测系统可以实时收集、处理
数据并发布空间天气现报、
警报与预报，为我国卫星发
射及科学研究部门提供观
测数据。

记者日前在国家卫星气
象中心—国家空间天气监
测预警中心网站首页醒目
位置看到，过去24小时空间
天气综述为“太阳活动水平
极低，没有爆发C级以上耀
斑。”“预计未来3天，太阳活
动水平极低，爆发C级以上
耀斑的可能性低；地磁活动
平静到微扰。”并未出现传
言中的异动。

“太阳是太阳系的主
宰，能对地球产生决定性
影响的只能是太阳，土星、
木星的影响微乎其微，来
自银河系的影响更是不值
一提。”长期从事太阳物理

研究的中科院云南天文台
研究员林隽告诉记者，目
前，太阳整体上处于一个
非常稳定的阶段，今后相
当长的一段时间——大约
50亿年里也将保持这样的
状态。

太阳在整体能量释放平
稳的基础上，大约每11年会
表现出明显的磁场活动现
象，具体表现就是表面会出
现很多黑子，并伴随有间歇
性的能量突然释放，被称为
太阳爆发。

“对于有人类活动的地
球来说，太阳爆发导致的后
果有时是可以明显感受到
的，比如短波无线电通信中
断、大型变电站设备烧毁、
卫星运行异常等。”林隽指
出，从长时间的统计结果来
看，太阳磁活动与地球灾害
之间大致有负相关的关系，
即太阳活动频繁、表面上黑
子很多、爆发激烈的时候，

地球上一般风调雨顺、五谷
丰登；太阳活动不频繁、表
面上黑子很少甚至没有黑
子、明显缺少爆发的时候，
地球上的自然灾害会明显
增加。

太阳自从前一个活动
周结束之后的2007—2009
年，就进入了罕见的不活动
时期，原来预期从大约2012
年开始的上一个活动周中，
确实出现连续几百天太阳
表面上没有黑子的状态，这
种状态断断续续一直持续
到现在。

“太阳带着太阳系内的
一众成员，基本上一直都在
银河系所在的平面，也称为
银面上围绕着银河系中心旋
转，不存在并到一条线上、让
地球引力场、磁场紊乱的问
题。”林隽说，地球自转、公
转，以及太阳围绕银河系中
心的运动，都是这些天体经
过几十亿年的相互作用、相

互磨合之后达到的一种自然
和谐状态。其间偶尔会有些
起伏波动，但至少在可以预
见的近50亿年内，不会发生
实质性的变化。

中科院国家天文台研
究员郑永春认为，把两种
不相干的事实扯在一起，
引出一个谬论，是一种典
型的伪科普逻辑。

在云南省地震局，预报
中心主任苏有锦研究员听明
记者的来意，肯定地说：“地震
成因主要是地球本身的结构
和运动导致，地震发生和天象
没有相关性。只要地球在运
动，就会一直有地震发生。”

苏有锦介绍，全球7.0级
以上的地震年均水平为18次
左右，半年频次为9次左右，
今年1月至今，共发生6次，

频次略低于年均活动水平；同
期，我国大陆地区共发生5.0
级以上地震19次，频次虽然
略高于年均活动水平，但仍在
正常活动范围内。“从全球尺
度和中国大陆地区来看，今年
以来的地震发生情况保持在
正常活动水平范围内，并没有
什么特别之处。”苏有锦说。

在全球范围内，平均每
天都会发生一万次左右的地

震。“地震发生在时空分布上
具有不均匀性特征，它在某个
时段会相对频繁一些，某个时
段会相对少一些。”苏有锦说，
如今年7月12日，河北唐山
发生5.1级地震，云南绿春发
生4.4级地震，四川若尔盖发
生4.2级地震，备受关注。“人
们聚焦于地震是不是多了，但
从长期观测结果来看，基本也
在这些地区地震发生情况的

正常范围内。”苏有锦说，一般
来说5级以下地震基本上不
会产生破坏。

此外，近日一些所谓预
测某时某地会发生地震的言
论也是没有科学道理的。在
现实生活中，有人“看到天空
中有地震云”，又或“谁家的动
物出现了异常反应”……事
实上，这些所谓的预兆没有任
何科学依据，即便人类目前的

科学技术已经长足进步，但依
然做不到像预报天气一样提
前预报地震发生。

“从积极防灾的角度
说，最重要的措施就是科学
合理选址，按抗震设防标准
把房子建得结实，尤其是在
多震区和地震易发区，还应
做好防震减灾知识宣传，这
才是科学、务实的做法。”苏
有锦强调。

目前发生频次在正常范围
地震与天象无关

与天体联系毫无科学依据
降水由气候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