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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提出地球系统运转的动力根本上源自地核环流。
宇宙磁场通过“ 变压器效应”，引起地外核环流变化。
它操纵着地球表层的各种变化（全球变化），也是气候变化的根本原因。
“宇地磁耦合假说”较圆满地解释了30 亿年来地球大旋回（10⒏年）的原因，也解释了高原隆起与夷
平的原因（10⒎ ～10⒌年）及与其相连的季风系统的演变，亦可解释10⒋年气候变化的原因，避免了
“米氏理论”的窘境。
10⒊～10⒈年的气候变化与太阳磁场（黑子周长是其衡量指标）关系非常密切，这也符合“宇地磁耦
合假说”。
由于地壳和地幔对短波磁场的强屏蔽作用，使10o～10-1年的气候变化与宇宙磁场几乎无直接关系。
此时，地核环流通过地幔热柱等通道向上传到地幔的波动，操纵着“地热涡”等气候系统而促使短期
气候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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