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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２．５维理想磁流体力学（Ｍａｇｎｅｔｏｈｙｄｒ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ＭＨＤ）方程组分析了行星际激波在日球层子午面内

的传播过程及其相应的地磁效应．日球层电流片（Ｈｅｌｉ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ＣｕｒｒｅｎｔＳｈｅｅｔ，ＨＣＳ）日球层等离子体片（Ｈｅｌｉｏｓｐｈｅｒｉｃ

ＰｌａｓｍａＳｈｅｅｔ，ＨＰＳ）对于行星际激波的传播具有一定的阻碍作用．当行星际激波相对于 ＨＣＳ倾斜传播时，相对于

扰动源位于 ＨＣＳ异侧的激波强度较同侧的明显减弱．局地激波面的法线（或形状）对通过激波阵面的磁力线发生

偏转的程度和方向起决定性作用．沿激波传播方向其为准平行激波，磁场偏转程度较小，而其两侧部分则为斜激

波，磁场偏转程度较大．位于 ＨＣＳＨＰＳ位置处的波前形成凹槽，磁力线偏转程度明显加强．行星际激波对磁场的

偏转效应是其驱动地磁暴的重要机制，而且地磁效应的强度与地球相对于 ＨＣＳ的角距离Δθｐ 有明显关系．数值模

拟结果表明：任何行星际激波，Δθｐ＝０°处均无法形成较大强度的地磁效应；沿 ＨＣＳ传播的行星际激波，地磁效应

最强的区域位于 ＨＣＳ两侧；相对于 ＨＣＳ倾斜传播的行星际激波，地磁效应最强的区域位于 ＨＣＳ异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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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　言

作为空间天气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地磁暴主要

表现为地球中低纬区域地磁场的水平分量持续数天

的大幅度减少．持续较长时间、较大幅度的南向行星

际磁场通常能够驱动地磁暴［１］．强磁暴（地磁活动指

数犇ｓｔ＜－１００ｎＴ）对空间（卫星等）和地基（供电线

路等）设备具有严重负面影响［２～５］，因此研究地磁暴

的行星际驱动源具有重要意义．行星际的驱动源主

要包括行星际激波、行星际日冕物质抛射（包括磁

云）、共转流作用区以及各种复杂抛射，许多研究人

员已经对此做了统计分析［４，６～１２］和数值模拟［１３～１６］．

太阳活动和日球层电流片（ＨＣＳ）的拓扑结构

对于引发磁暴具有重要影响，而它们在太阳活动周

的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的特点［１１，１７］．ＨＣＳ相对于日球

层赤道面是倾斜的［１８］．Ｇｕｌｉａｅｖ和 Ｖａｎｉａｒｋｈａ
［１９］系

统地分析了整个太阳活动周（１９７１～１９８９年）中

ＨＣＳ的位形，结果表明即使在太阳活动极小年，

ＨＣＳ仍然偏离赤道面约１０°，随着太阳活动的增强，

ＨＣＳ相对于赤道面的倾角可达６０°．１９７６～２００１年

基于 ＷＳＯ（ＷｉｌｃｏｘＳｏｌａｒ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ｏｒｙ）的观测结果

显示，ＨＣＳ的倾角在太阳活动极小年约为１０°，在太

阳活动极大年约为７５°
［２０］．此外，由于太阳的自转和

地球的公转，也使得地球相对于 ＨＣＳ的角距离Δθｐ

发生周期性变化．

许多作者［２１～２７］通过数值模拟研究了行星际激

波在日球层空间的传播过程，但是他们没有分析其

可能的地磁效应．Ｅｃｈｅｒ等
［９］分析了太阳活动极小

年（１９９５～１９９６）和太阳活动极大年（２０００）行星际激

波的地磁效应，结果表明：在太阳活动极小年，激波

通过后产生中等磁暴（－１００ｎＴ＜犇ｓｔ＜－５０ｎＴ）

和强磁暴的几率分别为３３％和１３％；在太阳活动极

大年，激波通过后产生中等磁暴和强磁暴的几率分

别为２８％ 和３６％；在整个太阳活动周中，激波通过

后产生中等和强磁暴的几率为５０％～６０％．Ｅｃｈｅｒ

和Ｇｏｎｚａｌｅｚ
［１０］统计分析了１９７３～２０００年之间行星

际激波的地磁效应，结果表明激波通过后产生弱磁

暴（－５０ｎＴ＜犇ｓｔ＜－３０ｎＴ）、中等磁暴以及强磁

暴的几率分别为２０．６％，３５．１％，２２．３％．本文主

要分析行星际激波驱动地磁活动的机制以及 ＨＣＳ

的位置对行星际激波地磁效应强度的影响．

２　数值模拟方法

本文采用了２．５维的理想磁流体力学（ＭＨＤ）

（忽略热传导、黏性和有限电导率的影响）模型．在太

阳共转坐标系内，理想 ＭＨＤ方程组
［２８］可写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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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ρ为等离子体密度，犞为等离子体速度，犅是磁

感应强度，狆为等离子体热压力，犐为单位矩阵，γ＝

５／３为绝热气体常数，犌为引力常数，犵为太阳表面

的重力加速度，犚ｓ 为太阳的半径，Ω 为太阳自转的

角速度．

在日球子午面内，计算区域为２５犚ｓ≤狉≤３００犚ｓ，

０°≤θ≤１８０°，以Δ狉＝０．９犚ｓ，Δθ＝１．５°均匀划分网

格，采用ＴＶＤ（Ｔｏｔａｌ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Ｄｉｍｉｎｉｓｈｉｎｇ）方法
［２９，３０］

２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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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解方程（１）～（６）．采用八波模型
［３１］来保证磁场犅

散度为零的性质

Δ

·犅＝０．为了保证靠近激波波阵

面区域磁场的精度，引入磁通量函数犃对磁场进行

修正，犃 满足方程

ψ
狋
＋犞狉

ψ
狉
＋
犞θ
狉
ψ
θ
＝０． （７）

磁场

犅＝
１

狉２ｓｉｎθ

ψ
θ
，－

１

狉ｓｉｎθ
ψ
狉
，犅（ ） ． （８）

采用具有五阶精度的 ＷＥＮＯ（Ｗｅｉｇｈｔｅｄ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

ＮｏｎＯｓｃｉｌｌａｔｉｎｇ）方法
［３２］求解方程（７），利用方程（８）

对磁场犅进行修正．

通过固定内边界值（质子数密度犖＝５５０ｃｍ－３，

径向太阳风速度犞狉＝３７５ｋｍ／ｓ，磁感应强度犅＝

４００ｎＴ，等离子体热压力与磁压的比值β＝８π狆／犅
２＝

０．２３，同时保持犅θ＝０，犞∥犅，经过约２００ｈ，可以获

得稳态太阳风背景，如图１．在数值模拟中，简单地

将南北半球的磁场反向（即北半球磁场背离太阳，南

半球磁场指向太阳），相当于引入 ＨＣＳ；通过在

ＨＣＳ附近数值耗散，相当于引入日球等离子体片

ＨＰＳ．

图１　日球层子午面内太阳风分布（上）和狉＝２１３．３犚ｓ处太阳风沿θ方向的分布（下）

虚线标示 ＨＣＳ所在的位置θ＝９０°．（ａ），（ｂ），（ｃ）依次代表质子数密度犖 ，径向速度犞狉和磁感应强度犅．

Ｆｉｇ．１　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ａｍｂｉｅｎｔｓｏｌａｒｗｉｎｄｉｎｔｈｅｍｅｒｉｄｉｏｎａｌｐｌａｎｅ（ｔｏｐ）ａｎｄｍｅｒｉｄｉｏｎａｌｐｒｏｆｉｌｅａｔ狉＝２１３．３犚ｓ（ｂｏｔｔｏｍ），

ｗｉｔｈ（ａ）ｎｕｍｂｅｒｄｅｎｓｉｔｙｏｆｐｒｏｔｏｎｓ犖，（ｂ）ｒａｄｉａｌｆｌｏｗｓｐｅｅｄ犞狉ａｎｄ（ｃ）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ｆｉｅｌｄｍａｇｎｉｔｕｄｅ犅

Ｔｈｅ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ｄａｓｈｅｄｌｉｎｅｄｅｎｏｔｅｓｔｈ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ＨＣＳθ＝９０°．

　　针对上述背景态，在底边界处（狉＝２５犚ｓ）引入激

波扰动，激波的特征参数［１５，２５］包括：激波的中心位

置θｓｃ，角宽度Δθｓ，激波强度（中心位置处总压与平

衡态总压的最大比值）犚
ｍ，激波开始的时间狋ｓ０，激

波上升相时间量狋ｓ１，保持相时间量狋ｓ２以及恢复相时

间量狋ｓ３．在本文的数值模拟中，取狋ｓ１＝０．３ｈ，狋ｓ２＝１ｈ，

狋ｓ３＝０．３ｈ，Δθｓ＝１４°以及犚

ｍ ＝５０．

地磁扰动的强弱受到太阳活动的制约［３３］，衡量

地磁活动的重要依据是犇ｓｔ指数
［３４，３５］，它与各种行

星际参数的相关性已经被许多作者研究过［３６～３９］．与

Ｘｉｏｎｇ等
［１５，１６］相同，本文计算犇ｓｔ指数采用如下方

程［３６］：

ｄ犇ｓｔ
ｄ狋

＝犙（狋）－
犇ｓｔ

τ
， （９）

其中犙（狋）为耦合函数，描述行星际空间向环向电流

的能量输入率，τ为延迟时间．方程（９）的形式解为

犇ｓｔ（狋）＝ｅ－
狋／τ 犇ｓｔ（０）＋∫

狋

０
犙（狕）ｅ狕

／τｄ［ ］狕 ．（１０）
要评估地磁活动，如何选择耦合函数犙（狋）是一个关

键问题，Ｇｏｎｚａｌｅｚ等
［１］总结了若干普遍采用的函

数．本文取犙（狋）＝犞狉犅′狕
［１５］，其中犞狉 为径向速度，

犅′狕＝ｍｉｎ（犅狕，０），犅狕＝－犅θ 为磁场的犣 分量．通常

情况下，在地磁暴发展过程中τ不是常数
［３８，４０］．犇ｓｔ

指数越小，延迟时间τ越小．在强磁暴主相极点附近

τ≈１ｈ，而在恢复相τ≈５ｈ至１０ｈ．然而，Ｖｅｎｎｅｒｓｔｒｏｅｍ
［８］

统计研究表明τ是否取为常数差别并不明显．因此，

本文取τ＝４ｈ．

３　结果和讨论

观测结果表明，大部分的行星际激波源与 ＨＣＳ

的角距离｜θｓｃ－９０°｜位于０°到３０°之间
［１７］．本文取两

个事例：（１）沿 ＨＣＳ传播的行星际激波（θｓｃ＝９０°）；

（２）相对于 ＨＣＳ倾斜传播的行星际激波（θｓｃ＝７０°）．

图２为行星际激波传播过程中扰动太阳风的宏观结

构．激波波前位于日球层电流片（ＨＣＳ）日球层等离

子体片（ＨＰＳ）区域形成一个凹槽，与观测
［４１］和其他

相关的数值模拟［１６，２１，２３］的结论一致．激波的这种形

３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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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行星际激波传播过程中扰动太阳风的宏观结构

（ａ）～（ｃ）沿 ＨＣＳ传播的行星际激波（θｓｃ＝９０°）；（ｄ）～（ｆ）相对于 ＨＣＳ倾斜传播的行星际激波（θｓｃ＝７０°）．

（ａ）和（ｄ）为径向太阳风速度犞狉，（ｂ）和（ｅ）为磁感应强度犅，（ｃ）和（ｆ）为磁场θ分量犅θ．

Ｆｉｇ．２　Ｏｎｅｓｎａｐｓｈｏｔｏｆｔｈｅｌａｒｇｅｓｃａｌｅ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ｄｉｓｔｕｒｂｅｄｓｏｌａｒｗｉｎｄｉｎｔｈｅｔｒａｎｓｉｔｏｆ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ｐｌａｎｅｔａｒｙｓｈｏｃｋ

（ａ）～（ｃ）ＳｈｏｃｋｐｒｏｐａｇａｔｉｎｇａｌｏｎｇＨＣＳ（θｓｃ＝９０°）；（ｄ）～（ｅ）ＳｈｏｃｋｐｒｏｐａｇａｔｉｎｇａｓｌａｎｔＨＣＳ（θｓｃ＝７０°）．

（ａ）ａｎｄ（ｄ）Ｒａｄｉａｌｆｌｏｗｓｐｅｅｄ犞狉；（ｂ）ａｎｄ（ｅ）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ｆｉｅｌｄｍａｇｎｉｔｕｄｅ；（ｃ）ａｎｄ（ｆ）θ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ｏｆ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ｆｉｅｌｄ犅θ．

态特征主要是由于 ＨＣＳＨＰＳ结构造成的，ＨＣＳ

ＨＰＳ中磁场近似为零，ＭＨＤ激波退化为流体力学

（ＨＤ）激波，因此位于该区域的激波强度较其周围

的弱．相对于 ＨＣＳ 倾斜传播的行星际激波使得

ＨＣＳ扭曲，与Ｏｄｓｔｒｃｉｌ等
［２２］的结论一致．磁力线通

过激波面发生偏转，θｓｃ方向两侧磁力线偏转方向相

反．磁力线偏转的程度和方向取决于局地激波的强

度和法线方向．沿θｓｃ方向激波为准平行激波，磁力

线偏转角度较小，偏离θｓｃ方向激波为斜激波，磁力

线偏转角度较大．另外，激波波前在ＨＣＳＨＰＳ附近

形成凹槽，磁力线偏转程度明显加强．

由于ＨＣＳ相对于日球层赤道面的倾斜、太阳

的自转以及地球的公转，地球与 ＨＣＳ的角距离Δθｐ

发生周期性变化（０°＜｜Δθｐ｜＜７５°）
［１９，２０］．本文固定

ＨＣＳ的位置，通过调整假想卫星相对于 ＨＣＳ的位

置Δθｐ，分析Δθｐ对行星际激波地磁效应的影响．如

图３ａ所示，当行星际激波沿ＨＣＳ传播时，径向速度

变化Δ犞狉最大的位置位于 ＨＣＳ两侧而不是恰好位

于ＨＣＳＨＰＳ，主要是由于ＨＣＳＨＰＳ处ＭＨＤ激波

退化为ＨＤ激波．地磁效应最弱的位置为Δθｐ＝０°，

这是由于ＨＣＳＨＰＳ位置处，磁场强度弱，激波为准

平行激波且附近的磁力线向两极弯曲，没有形成南

向行星际磁场．地磁效应最强的位置位于 Δθｐ＝

±１３°，相应于 ＨＣＳＨＰＳ对磁力线弯曲最强的部

分．如图３ｂ所示，当行星际激波相对于ＨＣＳ倾斜传

播时，径向速度的增量Δ犞狉 最大的位置位于激波传

播方向（Δθｐ＝２０°），相对于激波的中心位置θｓｃ位于

ＨＣＳ异侧的Δ犞狉 则较小．Ｘｉｅ等
［１７］统计结果也表

明，位于 ＨＣＳ同侧的行星际激波相对于异侧的能

够产生较大的速度增量．地磁效应较弱的位置包括

Δθｐ≈０°和Δθｐ≈２５°．Δθｐ≈０°处，磁场强度弱，且磁

力线向南半球弯曲，南向磁场分量较弱，地磁效应不

显著．由于行星际激波与 ＨＣＳ的作用，使得行星际

激波远日点发生较小角度（约５°）的偏离
［２６］，Δθｐ≈

２５°方向激波为准平行激波，地磁效应较弱．地磁效

应较强的位置包括Δθｐ＝－２０°，Δθｐ＝２１°以及Δθｐ＞

４０°．Δθｐ＝－２０°位置处的地磁效应的加强是由 ＨＣＳ

ＨＰＳ造成的，原因与图３ａ相同．Δθｐ＝２１°处激波为

倾斜激波．当前的数值模拟结果表明，位于 ＨＣＳ异

侧的行星际激波更容易产生较大的地磁效应．然而，

Ｘｉｅ等
［１７］分析了１９９７～２００５年间行星际激波引发

的地磁暴事件，结果表明，位于 ＨＣＳ同侧和异侧的

行星际激波产生磁暴（犇ｓｔ＜－３０ｎＴ）的几率分别

为７２％ 和６７％．这主要是背景态简单地取犅θ＝０ｎＴ，

然而实际观测表明１ＡＵ处犅θ的平均值为１．５ｎＴ
［４２］．

位于 ＨＣＳ同侧的行星际激波强度强于异侧的部

分，能够更大程度地压缩已经存在的行星际南向磁

场，进而加强地磁效应［４３］．尽管 ＨＣＳ异侧的激波强

度较同侧减弱许多（Δ犞狉 减小一半），但是两者产生

磁暴的几率仅相差５％．因此，ＨＣＳ异侧的行星际

激波对磁场的偏转效应是其驱动磁暴的主要机制．

图４为Δθｐ＝－２０°处的假想卫星的探测结果．

４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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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狉＝２１３．３犚ｓ处相对于 ＨＣＳ不同位置Δθｐ 的假想卫星所测得的径向速度的变化量Δ犞狉，犅狕 的

最小值 Ｍｉｎ（犅狕）以及犇ｓｔ指数的最小值 Ｍｉｎ（犇ｓｔ）

（ａ）沿 ＨＣＳ传播的行星际激波；（ｂ）相对于 ＨＣＳ倾斜传播的行星际激波．其中，虚线标记 ＨＣＳ所在的位置，

点划线标记地磁效应最强的位置，点点划线标记行星际激波的初始中心位置．

Ｆｉｇ．３　ＲａｄｉａｌｆｌｏｗｓｐｅｅｄｊｕｍｐΔ犞狉，ｍｉｎｉｍｕｍｏｆ犣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ｏｆ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ｆｉｅｌｄＭｉｎ（犅狕）ａｎｄｍｉｎｉｍｕｍ

ｏｆ犇ｓｔｉｎｄｅｘＭｉｎ（犇ｓｔ）ｍｅａｓｕｒｅｄｂｙｔｈｅｈｙｐｏｔｈｅｔｉｃｓｐａｃｅｃｒａｆｔａｔ狉＝２１３．３犚ｓ

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ａｎｇｕｌａｒｄｉｓｔａｎｃｅΔθｐｗｉｔｈｒｅｓｐｅｃｔｔｏＨＣＳ

（ａ）ＳｈｏｃｋｐｒｏｐａｇａｔｉｎｇａｌｏｎｇＨＣＳ；（ｂ）ＳｈｏｃｋｐｒｏｐａｇａｔｉｎｇａｓｌａｎｔＨＣＳ．Ｔｈｅｄａｓｈｅｄｌｉｎｅｄｅｎｏｔｅｓｔｈ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ＨＣＳ；

ｔｈｅｄｏｔｄａｓｈｅｄｌｉｎｅｄｅｎｏｔｅｓｔｈｅｍｏｓｔｇｅｏ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ｔｈｅｄｏｔｄｏｔｄａｓｈｅｄｌｉｎｅｄｅｎｏｔｅｓ

ｔｈｅｉｎｉｔｉａｌｃｅｎｔｅｒ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ｐｌａｎｅｔａｒｙｓｈｏｃｋ．

其中，两虚线间区域为磁力线弯曲的区域，可以看

到，磁力线倾角Θ较为平滑的变化，南向行星际磁

场持续较长时间，能够形成中等以上磁暴（犇ｓｔ＜

－５０ｎＴ）．激波阵面附近由于受到激波的压缩作

用，磁场增强约两倍，该处｜犅θ｜也较下游较远区域

大．１９８２年８月６日和２０００年４月７日行星际激波

事件［７，４４］，均形成了特大磁暴（犇ｓｔ＜－２００ｎＴ）．作者

将它们归结为激波对已存在的南向磁场的压缩作

用，然而，观测的数据也显示其中磁场矢量长时间的

较为平滑的旋转，因此，激波对磁场的偏转效应对于

这两起特大地磁暴的形成同样具有重要作用．２００１

年１０月２日行星际激波追赶磁云事件
［４５］，观测结

果表明，后随的行星际激波不仅压缩前行的磁云，

而且也偏转磁场使得南向磁场分量进一步加强．

Ｂｅｒｄｉｃｈｅｖｓｋｙ等
［４６］分析了１９９４年１１月至１９９７年５

月间的行星际激波事件，结果表明，准垂直激波、斜

激波和准平行激波的比例分别为５８％，３２％和

１０％．因此，在大部分（９０％）的行星际激波事件中，

行星际激波对磁场的偏转效应起重要作用．在目前

的模型中，初态时北（南）半球行星际磁场沿径向背

离（指向）太阳．激波扫过时，磁力线发生偏离径向的

弯曲．在激波下游逐渐远离激波面的区域，磁场先南

向后北向，太阳风速度持续下降．如果行星际磁场的

极性反转，激波下游的磁场表现为先北向后南向，此

时对应于南向磁场区域的太阳风速度较小，地磁效

应也会相应减弱．

４　结　论

本文采用２．５维理想 ＭＨＤ方程组，模拟了日

球层子午面内行星际激波的传播过程，并在数值模

拟结果的基础上结合地磁活动指数犇ｓｔ的经验公

式分析了其相应的地磁效应．ＨＣＳＨＰＳ对于行星

际激波的传播具有一定的阻碍作用，ＨＣＳＨＰＳ异

侧的行星际激波的强度较同侧部分显著减小．行星

际激波阵面于ＨＣＳＨＰＳ部分，形成凹槽，能够产生

较大幅度的磁力线偏转．行星际激波驱动地磁暴的

机制有许多种［１］，本文结果表明，行星际激波对通过

其波阵面的磁力线的偏转效应是驱动地磁暴的重要

机制，而且地磁效应的强度与地球相对于ＨＣ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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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位于狉＝２１３．３犚ｓ，Δθｐ＝－２０°处的假想卫星局地观测

（ａ）沿 ＨＣＳ传播的行星际激波；（ｂ）相对于 ＨＣＳ倾斜传播的行星际激波．从上到下依次为径向太阳风速度犞狉，

磁感应强度犅，磁场θ分量犅θ，等离子体β，磁场倾角Θ，晨昏电场犞狉犅狕和地磁暴指数犇ｓｔ．

Ｆｉｇ．４　Ｉｎｓｉｔｕ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ｂｙｔｈｅｈｙｐｏｔｈｅｔｉｃｓｐａｃｅｃｒａｆｔａｔ狉＝２１３．３犚ｓａｌｏｎｇΔθｐ＝－２０°

（ａ）ＳｈｏｃｋｐｒｏｐａｇａｔｉｎｇａｌｏｎｇＨＣＳ；（ｂ）ＳｈｏｃｋｐｒｏｐａｇａｔｉｎｇａｓｌａｎｔＨＣＳ．Ｐｌｏｔｔｅｄｆｒｏｍｔｏｐｔｏｂｏｔｔｏｍａｒｅｒａｄｉａｌｆｌｏｗｓｐｅｅｄ犞狉，

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ｆｉｅｌｄｍａｇｎｉｔｕｄｅ犅，θ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ｆｉｅｌｄ犅θ，ｐｌａｓｍａｂｅｔａβ，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ａｎｇｌｅｏｆ

ｔｈｅ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ｆｉｅｌｄΘ，ｄａｗｎｄａｒｋ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ｆｉｅｌｄ犞狉犅狕ａｎｄｇｅｏ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ｉｎｄｅｘ犇ｓｔ．

角距离Δθｐ 有明显关系．任何行星际激波，Δθｐ＝０°

处均无法形成较大强度的地磁效应；沿 ＨＣＳ传播

的行星际激波，地磁效应最强的区域位于 ＨＣＳ两

侧；相对于 ＨＣＳ倾斜传播的行星际激波，地磁效应

最强的区域位于 ＨＣＳ异侧．两种情形下地磁效应

最强的具体位置与激波的强度、激波的初始中心位

置等均有关系，本文未做详细讨论．

目前的模拟过程，未考虑背景太阳风中已存在

的南向行星际磁场［４２］，因而，行星际激波的地磁效

应主要是由通过激波波阵面的磁力线偏转所形成的

南向行星际磁场造成的．然而，激波波阵面的形状对

磁力线扭折的程度和方向起关键作用，因此，各种对

激波波阵面的形状产生影响的因素，包括 ＨＣＳ、

ＨＰＳ以及横跨 ＨＣＳＨＰＳ的低速流，对行星际激波

的地磁效应具有重要影响．特别地，在太阳活动极小

年，太阳风低速流的纬向展宽约为２０°，其密度为高

速流的数倍，而其速度仅为高速流的一半，对于行星

际激波波阵面的形状和强度具有重要影响［２５，２６］，它

对地磁效应的影响有待进一步研究．以上讨论，均假

设整个太阳活动周，磁偶极子场占主导地位，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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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太阳活动的加剧，四极等多极子场分量也愈加

增强，同时围绕太阳的可能有多个ＨＣＳ
［１８，４２］，此时

行星际激波的传播势必更加复杂．

太阳风磁层电离层的相互作用是一个多尺度

耦合的复杂系统．太阳风的动量、能量、磁通向磁层

的快速转化是通过磁场重联机制来有效实现的．该

物理过程取决于：（１）太阳风驱动源，包括晨昏电

场［１］、流体的动压力［４７］等；（２）电离层的有限电导

率［４８，４９］．地磁暴就是由于某种不稳定性的触发激

励，磁层系统的电磁能量被突然快速释放的爆发现

象．地磁暴的强度通常用犇ｓｔ指数来表征．分析
［１，８］

表明，犇ｓｔ指数模型中采用简单的耦合函数犞狉犅′狕

就已经能在一定程度上符合观测，因此，本文的复合

模型（行星际激波传播的数值 ＭＨＤ模型和地磁活

动指数犇ｓｔ的经验模型）能大致估算出行星际激波

的地磁效应，从而在空间天气预报中有潜在的应用

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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