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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lar activity and world peace, and discusses many 
aspects of solar biology, involving natural, social and military 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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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探讨了太阳活动与世界和平的关系，并讨论了太阳生物学的诸多方面，涉及到自然、社会和军事科

学等交叉学科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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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人类为什么要进行战争?在什么时间容易暴发战争?这是许多人们关注的两个重要问题。第一个问题

回答是比较明确的，战争是为了自己想得到的利益，扩张、争权或保家卫国而进行的激烈的暴风骤雨式

的武装行动。要回答第二个问题就不那么容易了。按照辨证唯物论，战争发生与否取决于当时的政治、

经济、社会等各种主客观矛盾的激化程度；同时，最高决策人的生理心理状态也会对战争的发生与发展

产生影响。因此影响人类心理思想情绪的客观因素也会对战争的发生与否和发生时间产生重要影响，例

如：太阳活动如何影响世界和平？研究这些问题，对于制订国防战略、战备以及后勤保障政策等都具有

较重大的实际意义。 

2. 太阳活动的基本概念 

所谓太阳活动就是日面光球上大量出现黑子、谱斑、光斑、日珥、日冕、耀斑等等现象。太阳活动

峰期，大量辐射各种射线，抛射大量物质微粒流，影响地球大气层及其磁场，致使气候变化异常，瘟疫

疾病滋生蔓延等现象发生。 
太阳是一个直径约 140 万公里的巨大火球，据估算太阳每秒向四面八方辐射的总能量约为 382 亿亿

亿瓦，它的能源在于其核心部分的聚变反应(两个氢原子合成一个氦原子)，太阳活动，从其自身能量角度

来说，主要就是指这种核聚变反应程度的变化。人们用太阳黑子的相对数来表示太阳活动的剧烈程度。

当前的每日黑子相对数，由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委托苏黎世天文台汇总，发表在该台出版的《太阳活动》

季刊上，中国测出的每日黑子相对数载于北京天文台出版的《太阳地理物理资料》中。 
1843 年德国施瓦布发现平均每隔 11.2 年左右太阳的变化有一次高峰，即黑子相对数有极大值，同时

发生在太阳各层大气中的一些其它活动，如光斑、谱斑、耀斑、日饵等也达到极盛时期，当太阳处于宁

静时，黑子也随之销声匿迹。后继的研究发现，伴随着黑子变化的强大磁场是极性交替的，如果这次形

成黑子活动高峰的磁场是北极，那么下一个周期高峰就是磁南极，即按照黑子磁极性的变化，太阳活动

的周期应为 22 年(也称海耳周期或磁周)。为了表达方便，人为地规定(不是太阳活动的绝对规律):以 1755
年开始的 11 年为第一周期，以后每隔 11 年左右为一个太阳活动周期。 

关于太阳黑子出现周期的解释，目前有一种“爆发理论”，认为太阳每隔 11 年左右要发生一次磁场

大爆发，涌至表面的磁流阻碍太阳内部向表面的能量传递，所以就使得磁流所在区域的表面温度降低，

形成黑子，也就是说黑子活动的周期是太阳“爆发”周期的表现。应当指出，由于证据不充分，现在还

不能使太阳活动周期性的问题得到圆满的解释。 
太阳与地球是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天体，在质量、体积和物理状态等各方面都有巨大的差别，如

表 1。 
其中在质量上，太阳/地球 ≈ 3.3 × 105；在体积上，太阳/地球 ≈ 1.3 × 106；在运动上，地球绕太阳旋

转。地球从太阳得到的能量，相当于地球上所有发电厂发出能量的 10 万倍，而这在太阳总辐射能量中仅

占 20 亿分之一，这点能量就使我们蔚蓝色的地球显得勃勃生机了。生物圈中一切生命活动和物质运动的

原推动力主要来自太阳的辐射能，一旦辐射能发生变化，其各种运动状态必然要随之而变，根据热力学

第一定律，生物圈的能量增加时，各种运动的能量也就相应的增加，表现为运动的速度和力度会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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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Comparison of the sun with the earth 
表 1. 太阳与地球的比较 

天体 质量(g) 体积(cm3) 物理状态 运动(以银河系中心为参照点) 

太阳 1.989 × 1033 1.44 × 1033 等离子气态球 (l) 绕银河系中心运动 

   发光，有核反应 (2) 绕自身中心轴运动 

地球 5.989 × 1027 1.1 × 1027 固液气三态并存 (1) 随太阳绕银心运动 

   不发光、有生物和 (2) 绕太阳旋转 

   水等 (3) 绕自身抽旋转 

 
由以上关系我们可以看出，无论是在运动上、还是在能量上，太阳都在支配着地球。许多自然和社

会现象都与日月星辰周而复始的运动周期性(时间周期性，以区别于结构周期性如化学元素周期性、物质

晶体点阵的周期性等)相关联，例如潮汐、磁暴、动物的发情期、疫病的流行、人的情绪、智力、体力和

创造力以及女人的月经期等也都具有周期性，也就是说上述现象都是时间的周期函数，理论上可用傅里

叶级数表示。 

( )Y F t= =傅里叶级数  

只是它们的周期长短不同，这也许有其深刻的自然的和哲学的背景。 

3. 太阳活动与世界和平 

世界和平与太阳活动有关，这命题似乎有点离奇，但的确是客观事实，仔细分析也不难理解。就太

阳黑子相对数而言，太阳活动周期是 11.2 年。早在 1980 年笔者的统计表明，近百年来太阳活动峰年及

前后一、二年发生的侵略战争及国内大暴动是非太阳活动时的 3~5 倍，即动乱发生在太阳活动较剧烈时

期的概率大约是 70%左右。1980 年是太阳活动第 21 周期的峰年，次年初，就发生了苏联进兵阿富汗事

件。接着又发生了两伊冲突。在此前一年，我国进行了对越自卫反击战等等。1991 年是第 22 周期峰年，

在此前后几年是较为动乱的年头。这次太阳周期上升段与前次同期相比，虽然太阳活动区数目居中，耀

斑数目亦减少了 10%~20%，但是大黑子群多，高能耀斑和质子数目要多出 1.7 倍，这就导致了 1989 年 3
月太阳的一系列大爆发，使地球西半部近 60 次短波通信衰减甚至中断，其中有两次中断时间长达 12 小

时之久；同时美国国家气象卫星一度中断向地面发送云图；美国的军事系统跟踪的几千个目标亦近乎失

踪等等。东欧剧变、海湾战争、苏联解体和南斯拉夫内战等等就在这一时期接连发生；同时，旱涝和地

震也常常相伴发生。1989 年的一天，加拿大的魁北克省突然全省断电，全省 600 万人同时陷入黑暗，机

器停转，电车停驶，无线电传输和导航系统全部瘫痪。原来，这是远在 1 亿 5 千万公里以外的太阳发生了

巨大磁暴造成的，磁暴产生的带电粒子冲击地球，在北磁极的作用下在加拿大的魁北克上空出现了美丽的

极光，90 秒后，就发生了断电事故，这场事故的损失超过 10 亿美元，造成这次灾难的源头就是太阳。 
预计 2013 和 2024 年前后也是不大安宁的。2014 年 1 月，美国发生了百年未遇的、罕见的冰冻雪灾，

有的地方甚至到了−50℃，超过了人类的生理极限。看来，太阳活动峰年，地球气候异常，几乎形成了规

律。气候异常必然会影响到人类的心理、生理状态。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发生在太阳活动第 l4 周期峰

年的前一年，第二次世界大战(1939)发生在太阳活动第 16 周期峰年后第二年。总之，太阳活动是人类动

荡的一个重要的客观因素。因此，在太阳活动峰年及其前后，我们必须更加重视国防安全和军事斗争准

备工作，以应对不测之局势。 
太阳活动对地球和人类生存环境产生巨大影响，例如，河流湖泊水位的涨落、全球气温的高低、洪

水雨量的盈亏、地壳运动的形变，无不与太阳黑子数目的变化密切相关，而太阳耀斑的大爆发，则将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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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地球电离层的扰动，直接影响短波通信及空间飞行器的发射与工作。周期性和非周期性的太阳活动异常，

可能过早毁坏低轨道人造卫星。在太阳活动高峰期，夜空经常会有明亮的极光掠过，全球的无线电通讯时

有中断。由于太阳活动引起大量带电粒子轰击地球，可造成输电线路和通讯电缆的毁坏性电流冲击。 
准确地预报太阳活动对于宇航局、军事情报组织和低纬度卫星使用者以及战略都非常重要。这还可

使空间工作人员及时地回收或修理科研及国家保密所必须的贵重设备。 
人类行为与天体活动密切相关，因为天体也是人类所处的物质世界环境的一部分。人类的一些疾病

大流行、意外大事故和暴力事件的发生，除了自身的原因外，还与太阳和月亮等天体活动有关。大地震

的周期性，山洪爆发、河水猛涨的周期性，大灾害、犯罪的周期性，甚至动物发情、女子的月经周期性

及生物生长发育的周期等等，与日月星辰周期性的运转和突变密切相关，用这种思想来剖析人类面临的

问题，就会得到许多惊人的结论。 
从本质上看，太阳活动峰年，人体吸收的辐射剂量异常，人们所处的环境(大气扰动、地磁变更等)

异常、致人暴燥、心神不安、好战好斗情绪增长，这就是太阳活动威胁世界和平的根本原因之一，也是

军事生理学、心理学和国防战略研究的重要课题[1] [2]。 
下面略论一下太阳生物学，以期加深人们对天体活动影响地球人类各个方面的印象。 

4. 太阳生物学 

对于我们生活在地球上的人来说，没有比太阳更重要更亲切的了，她代表着光明与希望，四季更迭、

岁月流逝，一切生命活动的维持与节奏莫不与太阳休戚相关。因此一门专门研究太阳活动直接与生物圈

之间关系的边缘和交叉学科——太阳生物学逐渐兴起。 
早在 1915 年俄国学者亚历山大·耶夫斯基就写了“太阳对地球生物圈的周期性影响”的论文，可以

说是太阳生物学的奠基之作，但当时并不为人们重视。直到近几十年，随着对生物圈中各种运动资料的

积累和对太阳活动现象广泛深入的观察，人们才越来越关注太阳的周期性活动与整个生物圈千丝万缕的

联系。事实上，不少学科如天文学、地质学、生物学、医学、灾害学和社会学等都从不同角度对此问题

进行了研究，但是这些研究往往只是注重某个侧面。其成果就像一堆堆砖瓦、钢筋和水泥，还不能建成

“太阳生物学”这座宏伟的科学大厦。建立“太阳生物学”的任务，就是要把有关研究的成果搜集和联

系起来，形成自己独特的体系，发挥出特有的新的整体效应，给现代人以科学武器，帮助人们在普遍存

在的宇宙作用下，用更高层次的观点来研究全球生物圈中的活动，揭示自然界的奥秘，有效地预测、抗

御和减轻灾害对人类的影响，促进社会的和平发展。 

4.1. 太阳活动与生物生长的关系 

粮食始终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所以研究粮食产量变化的规律有着重要的意义，从几个大国

的小麦产量可以说明在太阳活动极大年附近产量增加的规律：1958 年是第 19 周太阳活动的极大年，我

国 1956~1958 年的年产量比 1960~1965 年间的高 22%，苏联 1956~1958 年间的平均产量比 1960~1965 年

间都高，1969年是第 20周太阳活动的极大年，加拿大 1967~1969年的平均产量比 1970~1973年的高 27%。

据比照，蔬菜的产量也有相同的规律，与此相应的是，历史上全球性或地区性大范围饥荒的发生也多在

太阳黑子极小年附近，对此种情况，希望引起经济学家、农学家和政府农业部门领导的高度重视。 
美国天文学家道格拉斯，通过广泛收集美国、英国、法国和瑞典等国的树木样品进行测定分析，他

发现年轮宽度的变化有 11 年周期，这表明树木的生长速度有 11 年的变化：年轮宽时，生长较快；年轮

窄时，生长较慢，在太阳峰年附近，树木生长速度达到极大值。澳大利亚科学家布雷也指出，太阳活动

越强，森林的生长速度也越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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虫害的发生和发展与环境的温度、湿度、土壤以及生物群落有非常密切的关系，还有一个因素就是

天文因素。农学家兰禅拉·劳统计了 1863~1936 年印度北部沙漠蝗虫的资料，发现 73 年中共发生蝗灾 7
次，每次间隔 11 年，而且在太阳黑子谷年附近。值得注意的是，我国的蝗灾发生在太阳活动 11 年周期

中很可能有“双波效应”。也就是说在太阳活动谷年附近也有较严重的蝗灾。经研究发现，鼠的繁殖每

隔 10~11 年也有一个高峰，而且发生在太阳活动谷年附近。对于这种现象，一种看法以为太阳活动峰年

时耀斑的增强，X 射线或紫外辐射杀死了昆虫，另一种看法是耀斑的高能粒子强烈地改变了地面的环境

条件，例如温度、湿度和气压等，使昆虫无法适应而导致死亡。 

4.2. 太阳活动与人类健康的关系 

流感至今都是人类难以制服的“敌人”之一，科学家注意到每次流感大流行时病毒的类型虽有不同，

但其流行的间隔有明显的周期性，美国科学家分析了从 1700 年到 1979 年 280 年间的流感发生情况表明，

除 1879 年例外，其余 11 次流感大流行都是发生在太阳活动最强的时期。目前传染病和瘟疫流行受太阳

活动牵制的结论已被科学界所接受，在一些国家中用于预测传染病的流行，以便及时制订预防措施。 
2002 年是太阳活动的第 23 个峰年，次年，我国就发生了非典大流行，引起了较大的心理恐慌，大

家不敢坐公共汽车了，所以私家车开始逐年增多，中国迈进了汽车时代。 
太阳活动对人的神经系统也有所影响，这意味着在太阳活动增强时期，要想正确判断不犯错误是较

不容易的。有人分析了武汉市 36 年来机动车辆交通事故与太阳黑子相对数的相关关系，指出二者之间既

有 11 年周期的正相变化规律，又有 22 年周期的负相变化规律，并对可能的机理进行了初步探讨。 
另外，太阳活动对心肌梗塞、青光眼等的发生也有正相的影响。最近以色列心脏病专家史托普以及

他领导的研究小组，经过 10 多年的观察，发现心律失常或心肌梗塞而导致心脏病患者碎死的病例数目，

与地磁及太阳活动密切相关，这种关联性较非心脏病者高 2 倍多。有人解释说，当太阳活动激烈时，所

释放的大量高能辐射可能在数秒之内降临地球大气层，使离地面 50 至 400 公里之间的电离层气体迅速电

离，后者所产生的电磁场能使地球外层的磁场出现显著的偏差，这种偏差的高低则与多项心血管系统独

有的参变数有密切关联。 

4.3. 太阳活动与通讯、航天事故关系 

现代生活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无线电通讯，而地面上的无线电短波是依靠地球大气的电离层反射或折

射来传播的。太阳活动剧烈时，太阳发出的射电辐射、紫外线、X 射线等大大增强，尤其当太阳上出现

大耀斑时，还会发射出强烈的射电爆发和 X 射线爆发，这些很强的 X 射线和紫外线到达龟离层后，立即

引起电离层的变化，使电离层的大气分子进一步电离，造成大气中离子浓度增高，吸收电磁波性增强，

这祥就往往导致电波讯号严重衰减甚至完全消失而造成短波通讯突然中断，直接影响短波通讯及空间飞

行器的发射和运行。 
太阳活动增强还会引起一些地区气压增加、雷暴天气频繁，使高层大气的温度和密度发生很大变化，

从而引起人造卫星、空间飞行器和导弹等的运行轨道发生变化。尤其是人类现在已进入宇宙航天时代，

在没有地球大气保护的空间环竟中，必须要考虑太阳活动时抛出的高能带电粒子对飞行器和宇航员的严

重威胁，所以宇航试验一般都选择在太阳黑子极小期间(这时耀斑也最小)进行。 
前文提到的汽车相撞，还有火车越轨、飞机失事和轮船沉没等灾害事故，均与太阳活动存在一定的

相关关系。这不仅是因为太阳等天体的活动影响了客观环境，而且还影响了人类的主观精神状态。 

4.4. 太阳活动与气象水文的关系 

太阳活动时发出的大量紫外线和带电粒子进入地球高层大气时，使其局部温度增高，因而引起大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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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能量的重新分配，改变高空气压场和气流场的形势，而大气的变化势必影响到对流层的天气和气候。

我国一些气象台站从分析历年气温变化与太阳大耀斑出现的关系中，发现在大耀斑出现的月份，我国气

温显著增高。目前气象工作者越来越重视太阳活动对气象超长期预报和中期预报的影响。 
人们从资料统计中发现，地球上的降水量增减周期与太阳黑子兴衰周期一致，都是 11 年。在我国也

发现太阳黑子在 11 年周期的谷年附近，常常会出现南涝北旱的天气。太阳活动对气温的影响，现在普遍

认为太阳黑子活动衰弱时，地表气温下降，气候变寒冷；黑子活跃时，气候则变暖。 
1931 年 7 月，我国长江和淮河流域发生特大洪水，宜昌站出现了 64,600 立方米/秒的最大洪峰流量。

淹没农田 5,000 多万亩，14 万人丧生，当时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的竺可祯博士于该年 9 月发表了一篇

论文，指出此次的大洪水是大量降雨造成的，并上溯到 1909 年和 1887 年也曾发生过，有意义的是这三

次大洪水的间隔均为 22 年，也就是太阳磁场变化的周期，于是竺博士在世界上第一次提出了降水与太阳

活动的相关性，这个重要论断后来得到证实。1954 年长江流域再次出现特大暴雨引起的洪水泛滥(宜昌站

最大流量为 66，800 立方米/秒，汉口洪峰流量达 76,100 立方米/秒)，两次洪水相隔 23 年，1975 年中国

又发生洪水，河南等地被淹得相当严重，冲断京广铁路达 4-6 天。据此估算下二次考验将在太阳活动第

22 周峰年过后的谷年到来时，也就是大约在本世纪末的 1997 年前后(事实上 1998 年长江流域爆发了大洪

水)和 2019 年左右。 
黄河是我国的第二长河，它虽水量不太大(年流量 480 亿立方米，在我国各大河中仅居第 11 位)，但

其含沙量却居世界之首。科学家们以为，黄土及其土壤的特征、高原地区降雨集中的特点以及植被和地

面坡度等原因是造成黄土堆积地区严重水土流失的主要因素。为了进一步弄清黄河含沙量的变化情况，

专家们还对黄河中游的含沙量进行研究发现：1) 1934 至 1988 年 55 年间，含沙量高峰年有规律地间隔出

现，因此看来与人为活动的影响无关，而与某种天然作用过程有关。2) 将含沙量与太阳活动强度进行相

关分析，发现含沙量的高峰年与太阳活动的峰年或峰年后的第一年相关，低峰年则与太阳活动的低峰年

后一年相关，含沙量相差 1 倍。3) 55 年中黄河出现的 14 个含沙量高峰的波动周期曲线与太阳活动的周

期曲线非常吻合。4) 值得注意的是，含沙量的高峰年与降水量、河水总流量和洪水高峰年仅部分吻合。

因此导致黄河含沙量增高的原因，除了通常提到的气候、地表环境特征因素外，还存在一个强大的宇宙

作用因素，即太阳活动等对地球环境的影响。 

4.5. 太阳活动与火山地震的关系 

地球地下蕴藏的能量相当于全世界埋藏的煤全部燃烧后所发出的热量的 1.7 亿倍，火山的爆发就是

这种地热或内能的一种释放形式。地面从太阳吸收的能量，若以太阳辐射 100%计，海洋能吸收 99.63%，

大陆深色土壤吸收 85%~90%，浅色土壤 68%~70%，陆地内部热量传导主要在分子间进行，传热深度有

限，因而在同一深度热能集中，岩浆的内能增加也快，其活动频率加快、力度加强，当内能聚集到一定

程度时，岩浆就会沿地壳裂缝或薄弱地带冲出地表。当太阳活动频率加大时，地层吸收的热也随之加大，

火山爆发的可能性和频率就会增加。1980 年太阳黑子相对数为 154.6，该年 3~5 月，美国圣海伦斯火山

连续爆发三次，大量的火山灰和含硫气体等随着烈火浓烟直冲云天、高达 1500 米，其影响范围不只限于

美国本土，而且波及欧洲甚至亚洲。 
国内外关于太阳活动等对地震影响的研究已有很长一段时间了，各自得出的结论也不尽相同。关于

地震是否有规律、其周期长短等问题还没有达到共识。地震活动的周期比太阳活动周期还不严格、还不

显著，因为地震大小不同，周期性的明显程度亦不同。《天体运行与地震预报》一书对地震的周期性有

过详细讨论，并列举了全世界大小不同的许多地区的各种地震周期，在所列周期中，确实有和太阳活动

相应的周期，即为 11 年或 22 年，但更多的是不能用太阳活动来解释的周期，因太阳活动只是影响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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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的主要因素之一。 
关于太阳活动影响地震的发生，有人认为主要通过大气压力的变化来进行的。大气压力垂直方向的

变化与大气压力本身相比要小两个数量级。通常很少超过 40 毫巴，此外大气在水平方向上也有水平梯度

力。如果设想地壳中岩石的抗应变强度与逐渐增大的压力积累之间的对抗成熟时，只要有一个极小的力，

如大气压力的突然变化，就可能使能量突然释放而形成地震。 
应该着重指出的是，太阳活动周期为 11 年，或者为 22 年并不是绝对的、严格的，这只是一个平均的、

几率的概念，从已有的记录来看，短的可至 7.3 年，长的竟达 17.1 年，所以机械地推算也是不科学的。 

4.6. 月亮等其他天体运动对人类生存的影响 

2007 年 8 月，在中国杭州的钱塘江边，游人观看江上的大潮时，30 多人被潮水卷入江中，11 人死

亡。这是谁干的?月亮，没有月亮的起潮力，就不会有海洋上的潮汐，也就不会有钱塘江大潮，所以观潮

淹死了人，月球是罪魁祸首。 
到底一个天体是否会对地球上的个体产生影响，按照万有引力计算公式，织女星和地球上一个人之

间的引力基本相当于相距一米多的两个人之间的引力。 
遥远的恒星又如何影响地球上的人呢，奥地利物理学家马赫有过这样一个假想实验：把大半桶水用

绳子吊在半空，然后让它高速转动，这样水逐渐也会随桶壁转动起来，在惯性离心力的作用下，水在桶

壁处会升起，在桶中心会凹下——这时候，是在宇宙充满星辰的情况下，水桶和桶里的水相对于全宇宙

的星辰在转动。现在假设水桶不动，全宇宙及其星辰在围绕水桶转动，按相对性原理，水桶里的水也会

在桶壁升起，在中心会凹下。反过来再做一实验：假设宇宙的星辰、一切全部消失，只剩这桶水，让水

桶自己孤立的转动——这时没有参照物，水桶就等于没转，水面就不会变化——这样一来，谁敢说全宇

宙的星辰对这大半桶水没影响?以此类推，谁敢说全宇宙的星辰对地球上的人类没影响? 
宇宙与地球之间不断地进行着能量和物质的交换，借助于 1977 年获诺贝尔化学奖的普里高津的耗散

结构理论，我们可以粗略地解释一下日地关系，天文因素对生物圈的触发作用类似于小随机涨落，虽然

涨落本身的能量不大，却可以引起系统的巨涨落，即生物圈中运动的巨大变化。由于开放系统中，在分

支点附近，小随机涨落的作用是不确定的，因此亦不可能要求生物圈中的变化严格按照天文因素进行，

再加之其它天、地、生的因素，这些周期性变化随时间和空间而变化。然而无论这些现象多么错综复杂，

我们都应勇敢地去探索，迷信不可信，但我们决不能因此而不信科学、或者对客观现象不去进行科学的

研究，否则那实际上是一种新的迷信——对头脑中固有成见的盲目崇拜[3] [4]。 
能量的观点、联系的观点、变化的观点将是我们研究太阳生物学以及其他天体生物学的基本观点。

可喜的是，现在世界上已有许多科学家在尝试从事有关这方面的研究，包括它的历史、成因、发生规律、

评价等，以上所述的只是目前研究的几个方面，笔者相信日地关系、其他天体包括牛郎星和织女星及北

斗七星等与地球的关系中的许多重要现象也会越来越会被人们所认识和应用。亚历山大·耶夫斯基在逝

世前说过一句充满希望的话：“辩证法告诉我们，认识任何现象只能从它与周围世界的相互关系中去寻

找。在空间时代，科学应该完全阐明太阳和生物圈相互联系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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