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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 973/我国南方致洪暴雨监测与预测的理论和方法研究0项目

2005年度学术年会在上海召开

  ussy年 u月 uw ) uy日 o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规划/我国南方致洪暴雨监测与预测的理论和方法研究0项目 ussx年度

学术年会在上海召开 o中国气象局宇如聪副局长 !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院长项目首席科学家张人禾研究员 !上海市气象局汤

绪局长 !中国气象局科技发展司林洪柱助理巡视员 !国家科技部基础研究中心张峰处长 !上海市科委孙利源处长出席了本次

会议 ∀

本次会议是项目启动以来最大的一次学术交流盛会 ∀会议邀请中国科学院黄荣辉院士 !吴国雄院士 !伍荣生院士 o中国

工程院李泽椿院士 !许健民院士和马里兰州立大学张大林教授做了大会特邀报告 o并与项目科学家一起交流 !一起研讨 o指导

项目的研究工作 ∀广东省气象局余勇局长 !湖北省气象局柯怡明副局长 !安徽省气象局胡雯局长助理也应邀出席会议 ∀中国

科学院 !有关高校 !中国气象局所属 |个研究和业务单位的 tss多名老 !中 !青科学家和一线业务人员参加了本次大会 ∀

一年来 o我国南方致洪暴雨研究取得了可喜成绩 }≠ 进一步研究了 ussu年和 ussv年典型的暴雨过程 o针对 Β2中尺度暴

雨系统的结构与机理取得了进一步的研究成果 ~� 在长期动力过程对暴雨影响以及形成持续暴雨的气候背景研究上取得了

新的进展 ~≈ 在起步一年的暴雨可预报性研究上已形成了研究方案 o并取得了一定进展 ~…围绕定量遥感理论和方法研究 o

在卫星遥感与雷达反演理论和方法的研究上取得了新的研究成果 ~  新一代非静力 !高分辨中尺度暴雨数值模式和临近预报

系统的研制取得了明显进展 ~¡初步形成了中尺度分析与预报循环系统 o为中尺度气象再分析系统的最终完成打下了良好的

基础 ~¢ 将中尺度观测与应用试验平台建设与项目野外科学试验紧密结合 o完成了 ussy年汛期的野外科学试验方案设计 ~£

ussx年度本项目共发表文章 {y篇 o其中 ≥≤�k∞l文章 vt篇 o国内外特邀报告 {人次 ∀还培养了博士后 v人 o博士 ut人 o硕士

uz人 ∀优秀中青年人才 u人 ∀

在会议闭幕式上 o首席科学家张人禾研究员做了5我国南方致洪暴雨监测与预测的理论和方法研究项目 ussx年度工作进

展6的大会总结报告 o张人禾研究员在总结报告中强调指出 o课题的研究工作必须紧紧围绕课题目标 !任务以及需重点解决的

科学问题来进行 ∀项目将结合野外试验 o加强对 Β2中尺度系统观测资料的分析研究 o尤其强调天气学诊断分析 !动力学分析

与数值模拟相结合 o采用多种分析手段做出水平更高和更有学术与应用价值的结果 ~进一步依靠地方气象局 o加快进度 o在

ussy年汛期华南基地实现全面运行 o其他三个基地k安徽 !湖北 !上海l在中尺度观测部分能够基本运行 ∀他特别强调科研要

与业务预报的实际相结合 o项目要加强研究与预报员的互动 o从暴雨预报实际中提取科学问题 o解决新问题 o增强创新性 o从

根本上提高 Β2中尺度暴雨的监测和预测的整体水平 ∀

宇如聪副局长在闭幕式上要求科研人员要加强理论研究与国家需求 !与中国气象事业发展需求的紧密联系 o要紧紧围绕

Β2中尺度系统的研究 o促进我国暴雨预报的研究和业务共同走上一个新的台阶 ∀

k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 王德英l

|xt u期            穆海振等 }高分辨率数值模式在风能资源评估中的应用初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