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o·«̈ ∏±¦̈µ·¤¬±·¼ ²© ° ¤̈¶∏µ¬±ªµ̈¶∏̄·¶²©§¬©©̈ µ̈±·° ·̈̈²µ²̄²ª¬¦¤̄ ¶̈±¶²µ¶º¬̄̄ ¥̈ ¤±¤̄¼½̈ §¬± §̈·¤¬̄¶o¬·«¤¶

¬°³²µ·¤±·¬±¶·µ∏¦·¬²±¤̄ ¶¬ª±¬©¬¦¤±¦̈ ·²·«̈ √̈¤̄∏¤·¬²± ²©·«̈ ¦µ̈§¬¥¬̄¬·¼ ²©²·«̈µ·¼³̈ � • ≥ ¤±§±²µ°¤̄ ° ·̈̈²µ²2

²̄ª¬¦¤̄ ¬±¶·µ∏° ±̈·¶√ µ̈¬©¬¦¤·¬²± µ̈¶∏̄·q

Κεψ ωορδσ: � • ≥ ~√¤µ¬²∏¶° ·̈̈²µ²̄²ª¬¦¤̄ ¶̈±¶²µ¶~¦¤̄¬¥µ¤·¬²± µ̈¶∏̄·~∏±¦̈µ·¤¬±·¼ ¤±¤̄¼¶¬¶

国家 |zv/中国大气气溶胶及其气候效应

的研究0项目获准

为落实5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kussy ) usus年l6的部署 o加强面向国家战略需求的基础研究 o根据我国经

济 !社会和科技发展的需求和专家评审结果 o科技部批准了 ussy年的 yx个国家重点基础研究项目立项 ∀其中由中国气象科

学研究院牵头组织的/中国大气气溶胶及其气候效应的研究0项目名列其中 o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副院长 !中国气象局大气成

分中心主任张小曳研究员出任该项目首席科学家 ∀

人类活动导致的气候变化是目前全球最重大的环境问题之一 o它不但严重影响着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国民生活 o也是

国际环境外交的重要议题 ∀而在众多气候变化的影响因子中 o最不确定的是气溶胶的气候效应问题 ∀作为全球气溶胶排放

大国 o中国不仅面临着巨大的环境外交压力 o还要面对气溶胶增加导致的区域大气灰霾污染问题 ∀获得气溶胶与气候变化及

区域大气污染本质联系的准确和系统的科学认识 o不仅是当今国际全球变化研究的前沿和焦点命题 o也是我国在满足气候变

化应对和区域灰霾控制等重要国家需求时需要解决的关键科学问题 ∀

大气气溶胶问题已成为当前深入理解气候变化及认识区域大气灰霾污染的一个关键问题 ∀大气气溶胶相关研究事关国

计民生 o具有重大和迫切的国家需求 ∀为此 o迫切需要了解中国气溶胶的分布情况与中长期变化特征 o中国气溶胶排放对亚

洲和全球气溶胶的贡献 o区域大气灰霾形成过程 o中国排放的气溶胶k特别是人为排放的气溶胶l对全球和中国过去与未来的

气候影响程度等问题 ∀要回答上述这些科学界和政府决策部门关注的重要问题 o就必须对中国地区大气气溶胶的源汇 !输送

和转化 !时空分布 !物理及化学和光学特性 !辐射强迫与气候效应等问题进行深入系统的科学研究 ∀

当今的国际大气科学界已经充分认识到仅从大气动力学的角度 o将不能准确地理解现今的气候与气候变化 o因为异常的

气候变化以及相应的灾害性天气频发与大气气溶胶有着密切的联系 ∀由于气溶胶粒子排放源分布的区域差异 o以及它们在

大气中的滞留时间相对温室气体较短 o其对区域气候和降水分布和变化的影响可能更大 ∀获得气溶胶与气候变化及区域大

气污染本质联系的准确和系统的科学认识 o是国际科学界对工业革命以来全球气候变化的原因辨识和未来百年预估k包括变

幅与变率l的一大难题 o是当今国际全球变化研究瞄准的焦点命题 ∀

/ |zv0项目强调基础性研究和原始性创新 o所圈定的项目和课题更加贴近国家目标 o瞄准世界前沿 ∀围绕 |zv项目立项的

宗旨和项目特点 o/中国大气气溶胶及其气候效应的研究0项目首席科学家将组织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 !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

研究所 !国家气候中心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南京大学 !北京大学 !中国海洋大学 !国家卫星气象中心 !复旦大学 !中国科学院安

徽光学与精密机械研究所等单位的专家 o围绕中国气溶胶物理 !化学特性及区域灰霾的观测 o中国气溶胶光学特性的观测 o气

溶胶生成 !输送与清除过程及区域灰霾形成机制气溶胶直接辐射效应 o气溶胶间接辐射效应 !气溶胶气候效应及未来的情景

预估等内容展开深入研究 ∀

/中国大气气溶胶及其气候效应的研究0项目的实施必将显著加深对中国地区气溶胶时空分布及其辐射强迫和气候效应

及变化规律的认识 o提高预测未来气候变化的可信度 ~同时提高认识和准确描述 !预报区域大气污染的能力 o在全球气候变化

这一重大科学问题上做出中国科学家应有的贡献 ∀另一方面必定会在相关研究领域基础研究实力和原始性创新能力 o为落

实中国气象局战略研究的成果和促进中国气象局业务轨道的发展和高水平研究院的建设 o为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和各相关

研究单位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 !高层次人才培养 !学科建设 !创新团队与平台发展等方面奠定坚实的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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