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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 气相互作用与东亚气候变率研究进展与展望
!!!第)#次"双清论坛#综述

!!" 中国科学院院士$
本文于"%%&年+月!日收到$

苏纪兰("!!吴国雄""!!周天军"!!包!庆"!!王桂华(

$(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杭州)(%%("&"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北京(%%%"&’

"摘!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第)#次双清论坛"海 气相互作用与东亚气候变率#于"%%&
年)月)(日!*月(日在杭州举行%本次论坛活动得到了我国海 气相互作用和东亚气候变化研究

领域的专家学者的积极响应%共有来自(!家相关单位的+%余名学者参加(与会专家从不同角度

就!个中心议题作了(*个大会专题报告%取得了相当多的共识%并且对该领域今后的研究发展提

出了具体建议(

"关键词#!海 气相互作用!气候变率!双清论坛

以"海 气相互作用与 东 亚 气 候 变 率#为 主 题 的

国家自然 科 学 基 金 委 员 会 第)#次"双 清 论 坛#于

"%%&年)月在杭州举行$
本次论坛主席由中国科学院院士苏纪兰和吴国

雄担任$本次论坛活动得 到 了 我 国 海 气 相 互 作 用

和东亚气候变化研究领域的专家 学 者 的 积 极 响 应!
共有来自国家海洋局%中国科学院%国家教育部和中

国气象局+个部门(!个 单 位 的+%余 名 学 者 参 加$
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卫星海洋环境动力学#
国家重点实验室承办了这次论坛$

与会专家从不同角度围 绕"对 我 国 气 候 有 显 著

影响的敏感海区#%"暖池海区相互作用及 其 对 我 国

气候的影响#%"印度洋%南太平洋 海 气 相 互 作 用 及

其对我国气候的影响#%"海洋 大气耦合模式发展中

的关键科学问题#及"海 气相互作用的 观 测 和 同 化

问题#等!个中心议题作了(*个 大 会 专 题 报 告!并

开展了热烈深入的讨论$

!!论坛讨论的焦点内容

&(’究 竟 哪 个 海 区 是 影 响 我 国 气 候 的 敏 感 海

区？这些海 区 通 过 哪 些 不 同 路 径 与 方 式 影 响 我 国

气候？

&"’多尺度 海 气 相 互 作 用 的 特 点 和 动 力 过 程

如何？这些海 气相互 作 用 如 何 通 过 各 种 不 同 的 大

气桥和海洋桥影响我国的气候？

&)’如何解决海洋 大气耦合模式发展中海 气

表面 通 量 的 不 确 定 性 和 如 何 改 进 目 前 的 参 数 化

方案？

&*’海 气 相 互 作 用 观 测 目 前 的 进 展 和 困 难 在

哪里？资料同化存在的问题和未来的突破点如何？

"!论坛取得的成果

通过思想碰撞%讨论切磋!与会专家取得了相当

多的共识!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议题或建议!要点概

括总结如下(

"$!!对我国气候有显著影响的敏感海区

我国位于印度 洋 与 太 平 洋 之 间!也 处 于 热 带 和

副热带地区!因此!影响 我 国 气 候 的 海 区 很 多!如 何

找出显著影响我国气候的敏感海区是一个重要的科

学问题$本议题研讨的重点内容是"中纬度海 气相

互作用关键过程和机理及其对东亚气候 的 影 响#和

"海洋在季风年代际变化中的作用#$重点讨论了太

平洋中纬 度 地 区%东 太 平 洋 冷 舌 区%西 太 平 洋 暖 池

区%黑潮延伸体区%西北太平洋海区%印度洋海区%南
半球大洋地区%极地等影响我国 气 候 的 可 能 路 径 与

方式!并讨论了热带海洋对亚洲 季 风 年 代 际 变 化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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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及其机制%与会者认为需要加强以下几个方面

的研究!
&(’中纬度海 气耦合动力学(
&"’大 气 瞬 变 过 程 在 中 纬 度 海 气 耦 合 中 的

角色(
&)’中纬度 海 气 相 互 作 用 对 东 亚 气 候 变 异 的

影响(
&*’西太 平 洋 与 印 度 洋 在 季 风 爆 发)推 进 过 程

中的作用%

"$"!暖池 海 区 海 气 相 互 作 用 及 其 对 我 国 气 候 的

影响

西太平洋暖池是海洋中 的#暖 极$*它 可 以 通 过

大气桥和海洋桥影响我国气候*因此*研究西太平洋

暖池海 气相互作用十分关键*本议题研讨的重点内

容是#暖池如何影响中国气候$%重点研讨 了#西 太

平洋暖池对东亚季风和西太平洋台风活动的热力作

用$)#西太平洋海洋环流及其对暖池及我 国 气 候 的

影响$和#暖池区海 气相互作用影响季 风 的 数 值 模

拟$等方面的内容%与会者认为急 需 加 强 以 下 几 方

面的研究!
&(’热带 西 太 平 洋 上 空 环 流)对 流 和 波 动 是 如

何进行相互作用的(
&"’热带 西 太 平 洋)热 带 东 印 度 洋 的 热 力 和 西

太平洋副热带高压活动之间的关系(
&)’热带西 太 平 洋 海 气 相 互 作 用 呈 现 准 两 年

周期的成因和机理(
&*’西太 平 洋 海 洋 环 流 系 统 的 三 维 结 构 特 征)

变异规律和机理以及它们在暖池形成与演变中的调

控作用(
&!’暖水区 局 地 海 气 相 互 作 用 在 亚 洲 季 风 数

值模拟中的重要性(
&+’台风对我国气候的影响%

"$#!印度洋!南太平洋海 气相 互 作 用 及 其 对 我 国

气候的影响

亚印太交汇区泛指亚洲大陆 太平洋 印度洋交

汇的地区*是影响我国短期气候&指季度到年际时间

尺度’异常的关键区域%本议题的 重 点 研 究 内 容 是

#亚印太交汇区多尺度海 气相互作用$和#中高纬度

异常对亚印太交汇区的影响$%讨论了#亚洲季风爆

发的监测与海 气相互作用研究$)#西 太 海 气 相 互

作用及其对东亚季风影响$和#大西洋海温长时间尺

度震荡对亚洲季风的影响$等内 容%与 会 专 家 认 为

需要加强以下几个方面的研究!
&(’孟加拉湾地区淡水通量变化及其对我国气

候的影响(
&"’西南 季 风 爆 发 后 的 大 气 环 流 结 构)水 汽 输

送和海 气相互作用过程(
&)’大西 洋)南 太 平 洋 影 响 我 国 气 候 的 过 程 和

有关物理机理(
&*’能量和水循环研究%

"$:!海洋 大气耦合模式发展中的关键科学问题

海洋 大气耦 合 模 式 是 研 究 我 国 气 候 变 化 的 重

要手段和有力工具*研讨的重点包括海 气观测的重

点海区和亟待解决的关键科学 问 题)海 洋 上 层 和 混

合层动力学调查研究计划*重点 讨 论 了#海 气 表 面

通量的重要性)不确定性和参数化$)#海洋数值模式

的发展趋势!去参数化$和#不同耦合间隔对区域海

气耦合模式通量交换的影响$等 内 容%与 会 者 认 为

需要加强以下几个方面的研究!
&(’海 气表面通量的精确估算和参数化*湍流

通量的观测与模拟(
&"’弱风和强风条件下的海 气交换过程(
&)’云和降水的模拟误差(
&*’海浪物理过程研究*混合层动力学过程(
&!’海洋日变化物理过程(
&+’研发与我国气候特点相匹配的物理参数化

过程*改进海 气耦合模式中海洋混合层的垂直混合

方案*发展自己的海洋模式%

"$;!海 气相互作用的观测和同化问题

长期海 气相 互 作 用 观 测 是 研 究 我 国 气 候 的 重

要基础*把资料与模式有机结合 起 来 是 提 高 我 国 气

候预测水平的重要手段%#海 气相互作用的观测和

同化问题$研讨的重点是区域海洋观测 以 及 大 气 海

洋模式同化近期要解决的主要 问 题*特 别 是 耦 合 同

化资料和制约的瓶颈%会议重点讨论了#面向海 气

相互作用研究的我国区域海洋观测$)#气 候 模 式 评

估综述$和#近 年 来456海 洋 资 料 同 化 研 究 的 若 干

进展!方法与应用$等内容%与会者认为需要加强以

下几个方面的研究!
&(’海 气耦合的资料同化系统研究(
&"’建立长期的海 气耦合再分析产品(
&)’加强敏感区海区的持续观测研究(
&*’大气和海洋对径向热输送贡献的评估(
&!’气候模式评估的重要性及其方法%

#!若干建议

本次论坛研讨了国内外关于#海 气相互作用与

东亚气候变率$的研究现状*凝练出未来!年需要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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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研究的主要科学问题!此外论坛 对 今 后 的 研 究 发

展提出了以下若干建议"
#($希望定期召开%海 气相互作用与东亚气候

变率&主题研讨活动’
#"$希望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以重大研究

计划或其他计划!加强支持和推动%海 气 相 互 作 用

与东亚气候变率&研究!使我国在该领域具有与大国

相称的地位’
#)$建立 公 共 的 模 式 平 台 和 资 料 共 享 平 台!整

合国内模式资源和大气海洋资源!包括平台建设(观
测规划和资料共享等!推动我国相关工作开展’

#*$加强国内重大项目之间的联系和国际重大

项目之间的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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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信息!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与中国科学院设立两个联合基金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中国科学院大科学

装置科学研究联合基金&评审会与%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委员 会 中 国 科 学 院 天 文 联 合 基 金&评 审 会 于

"%%&年’月(**日同时在青岛召开)
大科学装置联合基金和天文联合基金都是由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和中国科学院共同出资设立

的)大科学装置联合基金设立于"%%&年!每年经费

*%%%万元!双方 各 出 资!%,!目 的 是 利 用 国 家 自 然

科学基金评审(资助和管理系统的优势!更好地吸引

和调动全国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的力量!充分利用中

国科学院承建的国家大科学装置为综合研究平台开

展学科前沿研究(多学科 领 域(综 合 交 叉 领 域 研 究!
培养大科学装置科学研究人才!开拓新的研究方向!
发挥这些大科学装置的综合平台 效 能!促 进 开 放 和

交流!提升我国基础科学自主创新 能 力 和 我 国 在 前

沿科学领域(多学科交叉研究领域的源头创新能力!
使我国基础科学研究更好地服 务 于 国 家 战 略 需 求)
天文联合基金设立于"%%+年!每年经费(!%%万元!
双方各出资!%,!"%%&年是第二期协议的第一年)
天文联合基金旨在利用国家自 然 科 学 基 金 评 审(资

助和管理系统的优势!充分发挥 中 国 科 学 院 在 天 文

学研究领域已建成的国家研究平台#实测基地$的功

能和作用!促进高等院校和其他 科 研 院 所 的 研 究 人

员有效地利用这些设施开展天 文 研 究!开 拓 空 间 天

文研究新领域!培养相关领域高素质人才!提升我国

天文学的创新能力和在国际上 的 学 术 地 位!使 我 国

天文学研究更好地服务于国家战略需求)

!数理科学部 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