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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气候监测诊断是了解气候系统变化及其成因的重要手段。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目前国家气候中心建立了一

套多时间、多空间尺度的气候系统监测诊断业务系统，并且在业务应用中不断发展和完善。同时，加强了关键异常

信号及其对我国气候异常的影响机理的研究，在海温、冰雪、土壤温湿度、大气低频振动、北极涛动、季风、平流层异

常等对我国气候影响的监测诊断等方面提出一些新理论、新技术和新方法，并在业务中得以应用。本文回顾了近

２０年来我国气候监测诊断业务的发展历程，介绍了我国气候监测诊断业务的技术现状，重点总结了近些年来在实

时气候监测诊断业务中发展和应用的一些新技术和气候异常机理。

关键词：气候监测；气候诊断；新技术；新机理；业务应用

引　言

气候监测诊断是了解气候系统变化及其成因的

重要手段。世界气象组织１９７９年公布的《世界气候

计划，１９８０—１９８３年计划提要与基础》中将气候监

测列为“气候资料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人们

对气候概念理解的深入，提出了气候系统的概念，气

候系统监测的内容也不断得以丰富和发展。气候系

统观测数据信息收集是一切气候业务和研究的基

础，及时给出对气候系统各分量、各要素的异常程度

判断，对于及时了解气候系统状况并在技术层面上

提供有用的异常信号、或在服务上作出及时响应具

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深入分析气候异常的成因，有

利于加深对气候异常形成机制或机理的认识，从而

增强对同类气候异常事件的预测能力，为气候预测、

灾害评估和预评估等工作提供强有力的资料信息和

技术支持。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中期后，气候监测诊断工作日

益受到气象工作者的重视。１９７９年世界气象组织

将气候监测列为《世界气候计划，１９８０—１９８３年计

划提要与基础》的重要组成部分。２０世纪８０年代

开始，欧美的一些主要天气和气候刊物每期都刊登

对最近一、两个季节的大范围气候和大气环流特点

的诊断分析。１９９０年我国气候业务部门建立了月

尺度的气候监测业务系统，标志着气候监测诊断业

务的开始。监测诊断工作最初由当时的国家气象中

心负责，１９９５年转由新成立的国家气候中心承担。

目前国家气候中心的气候监测诊断内容包括对温

度、降水等气候要素、大气环流、海洋、海冰、积雪等

异常的监测和诊断分析，监测的时间尺度也由最初

的月尺度逐步拓展到日尺度，兼有季、年或不定期产

品，在气候业务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将就

我国气候监测诊断技术的发展历程、业务技术现状

和近年来在业务中发展和应用的一些新技术和新理

论进行概述。

１　我国气候监测诊断业务发展历程

“气候监测”一词是由美国库茨巴赫等人于２０

世纪７０年代首先提出的
［１］，“气候诊断”一词是２０

世纪７０年代中期出现的
［２］。现代“气候监测”和“气

２０１３０４０８收到，２０１３０８１６收到再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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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诊断”的概念与早期的“气候观测”和“气候分析”

有差别。现代气候监测不仅包括常规地面和探空观

测，还包括飞机、雷达、卫星和遥感等手段的探测，构

建了气候系统监测网。现代气候诊断应用气候系统

监测资料，用数理统计工具和适当的热力学和动力

学方程对研究对象进行分析和计算，了解各种物理

和动力过程的相对作用，在分析基础上进行科学的

综合和推断，得到天气气候异常现象的形成原因。

气候监测诊断是现代气候业务的重要基础工作之

一，气候监测是气候诊断的基础，气候诊断是气候监

测的延伸和发展。

中国气象局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初开始，每年

３—４月召开全国汛期气候预测讨论会，即短期气候

诊断分析会。然而，气候监测诊断业务的发展开始

于８０年代后期，概括起来，可分为３个阶段。首先

是起步阶段，在国家气候委员会的支持下，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末国家气象中心资料室开展了气候监测诊

断业务系统建设工作，于１９９０年建立了月尺度气候

监测业务系统，并于１９９０年１０月正式刊出《月气候

监测公报》（纸质版），标志着气候监测诊断业务的开

始。第２阶段是稳步发展和向网上业务产品转化阶

段。１９９５年国家气候中心成立，由气候诊断室专门

负责气候监测诊断业务的维持和发展，于１９９６年增

加发布《年气候监测公报》和《ＥＮＳＯ监测简报》（纸

质版）；此后，注重研发网上业务产品，于２００３年发

布了《气候系统监测公报》（其内容由《月气候监测公

报》和《年气候监测公报》合并而成，内容随季节变

化）和《东亚季风监测简报》。第３阶段是快速发展

阶段。随着业务需求的增多以及与国际交流要求的

不断提升，气候监测诊断业务在内容上向气候系统

各领域不断拓展，在时间尺度上逐步涵盖了日、候、

旬、月、季和年等多种尺度；特别是在多次改革后又

成立了气候监测室专门负责此项业务，使得业务能

力和产品得到了迅速增强和发展。目前，国家气候

中心的气候监测诊断业务网上产品分为基本要素与

极端事件、大气环流与季风、海洋状况、陆面冰雪、气

候异常诊断以及多种定期或不定期公报与快报６

类，内容十分丰富。

２　我国气候监测诊断业务现状

我国自１９９０年建立气候监测诊断业务以来，气

候监测诊断技术和业务内容不断扩展。下面主要介

绍国家气候中心在监测诊断方面的现状和新进展。

２．１　气候要素和极端事件监测

为适应现代气候业务需求，提高气候监测诊断

业务能力，除常规的气温、降水等气候要素的监测，

国家气候中心正在逐步制定和完善中国雨季监测诊

断业务规范。初步建立了华南汛期、梅雨、华北雨

季、西南雨季、华西秋雨监测指标体系，定义了包括

雨季开始时间、结束时间、持续时间、降水量、降水强

度等监测指标。此外，在原有的１５站冷空气过程监

测指标的基础上，２０１０年发展了冷空气过程客观识

别的新技术和新指标。新指标以日最低气温为基础

资料，采用了更加密集的观测站点，尤其包含了我国

西部地区的观测站点，可以更加全面、客观地监测影

响我国的冷空气过程。

国家气候中心于２００５年逐步开展了以全球极

端气温和极端降水为主的实时极端事件滚动监测业

务。对极端事件的定义采用百分位值的方法（取历

史序列中５％的最大值或最小值）来确定极端值的

阈值。具体监测对象包括全球极端高温、全球极端

低温、全球极端降水，时间尺度包括逐日滚动监测和

连续１０ｄ，２０ｄ，３０ｄ，９０ｄ滚动监测。现有的极端

事件指数和指标主要针对单一台站问题，随着近几

年区域性极端事件受到各界关注，２０１０年国家气候

中心发展了一种区域性极端事件客观识别方法［３］，

并于２０１１年业务化应用。

２．２　大气环流和季风系统监测

２０１０年以前，大气环流监测内容主要包括

５００ｈＰａ高度场、对流层高层及低层的风场、流函

数、势函数等物理量的平均值和距平场以及欧亚和

亚洲地区经向和纬向环流、北半球和西北太平洋副

热带高压面积、强度、脊线位置、北界位置和西伸脊

点、极涡面积以及印缅槽指数等物理量。随着各种

观测资料的日益丰富和气候科学研究的不断深入，

２０１０年起国家气候中心结合国际科学发展前沿和

国内业务服务需求，相继研制了平流层过程（包括平

流层爆发性增温，平流层高度场、温度场、纬向风场、

上传波动热通量等）、东北冷涡、中国不同区域环流

要素、沃克（Ｗａｌｋｅｒ）环流、哈德莱（Ｈａｄｌｅｙ）环流、假

相当位温、速度势和辐散风等物理量的监测诊断技

术，同时开发了任意时段、任意区域、任意层次的位

势高度场、风场、水汽输送场及其距平场的诊断技术

和产品。目前，国家气候中心的气候监测诊断业务

中有上百种环流特征量监测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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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处于东亚季风区内，天气气候受季风变化

影响显著，因此季风一直是中国气象工作者关注的

重点。国家气候中心自２００３年开始东亚夏季风的实

时监测诊断业务，２００６年２月南非开普敦举行的世界

气象组织大气科学委员会第１４次会议上（ＣＡＳ１４），

世界气象组织正式批准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设

立东亚季风活动中心（ＥＡＭＡＣ／ＷＭＯ）。２０１２年建

立东亚季风活动中心的亚洲季风监测业务系统，并

发展为以东亚季风为核心的亚澳季风系统的监测业

务。开展了对季风区环流系统（包括季风区高层与

低层风场、垂直风场、水汽输送场等内容）的逐日监

测，建立对季风区向外长波辐射（ＯＬＲ）、温度梯度、

大气静力稳定度、经圈环流等特征量的监测系统，增

加对孟加拉湾和印度克拉拉邦两个季风推进关键区

的监测，同时对季风特征量（假相当位温、低层经向

风、降水等）推进、撤退位置时空分布进行监测，追踪

东亚季风的推进和演变。

东亚季风具有宽广的空间尺度和复杂的时间变

化，影响热带、亚热带和中纬度地区，用一个或几个

简单的指数来定量描述复杂的大尺度季风特征是个

难题，因此在气候监测诊断业务中用一系列东亚季

风指数来监测东亚季风环流的变化。东亚夏季风监

测业务主要采用东—西热力差异指数［４］、南—北热

力差异指数［５］、风切变指数［６］、西南季风指数［７］和南

海季风指数［８］。南海季风监测主要包括对南海季风

爆发时间、强度以及一些环流场（风场、水汽场、对

流、副热带高压）的监测，监测的时间尺度为日、候及

年。东亚冬季风监测业务主要采用东亚—太平洋海

陆气压差强度指数和西伯利亚高压强度指数。经过

近１０年的发展，国家气候中心对东亚季风系统的监

测技术手段更加成熟，监测内容亦有所扩展，建立了

大气海洋陆面的季风监测系统，形成了丰富的监

测诊断产品。

２．３　海洋监测

厄尔尼诺和南方涛动（ＥＮＳＯ）是热带太平洋海

洋和大气系统最显著的年际变化现象。ＥＮＳＯ监测

诊断业务主要是对热带和热带外区域海洋和大气等

物理系统进行监测和诊断分析。国家气候中心在

ＥＮＳＯ监测的海洋部分包括全球海表温度监测、各

Ｎｉ珘ｎｏ区海温指数监测
［９］、西太平洋和印度洋暖池强

度指数监测、次表层海温监测、海表高度和海洋上层

热容量监测等。考虑到低层纬向风异常对ＥＮＳＯ事

件发展的重要作用以及热带海气相互作用在ＥＮＳＯ

循环中的重要作用，ＥＮＳＯ监测的大气部分包括

２００ｈＰａ和８５０ｈＰａ纬向风及其距平监测、２００ｈＰａ和

８５０ｈＰａ速度势和流函数监测、２００ｈＰａ和８５０ｈＰａ纬

向风指数监测、卫星观测的向外长波辐射监测、对流

指数监测［１０］、海平面气压监测及南方涛动指数

（ＳＯＩ）监测等。近两年，又陆续开展了多方面的

ＥＮＳＯ监测诊断业务，尤其是热带大气对ＥＮＳＯ事

件的响应特征监测，其中包括热带 Ｗａｌｋｅｒ环流监

测、低层８５０ｈＰａ距平风场监测、东亚局地 Ｈａｄｌｅｙ

环流监测；还开展了针对中部型厄尔尼诺事件的实

时监测，以及两类不同分布型厄尔尼诺对全球海温、

表面气温、降水和大气环流的影响特征对比的诊断

分析业务。

印度洋位于亚洲地区夏季季风气流上游，是亚

洲夏季季风各种能量及水汽的重要源地之一。热带

印度洋海温异常最主要的模态就是全区一致型的海

温变化，而热带印度洋秋季海温异常的最主要模态

是热带西印度洋和东南印度洋“跷跷板”反相变化的

偶极型海温模态。在副热带南印度洋，海温异常也

表现出西南印度洋和东南印度洋海温反相变化的偶

极型模态。印度洋不同的海温异常分布型对其周边

气候的影响明显不同［１１］。为此，国家气候中心开展

了针对印度洋这３种主要海温模态的实时监测。

北大西洋涛动（ＮＡＯ）是北半球热带外大气环

流低频变率的主要模态，它反映的是北大西洋上空

大气质量在经圈方向上的“跷跷板”型调整。ＮＡＯ

正位相期间，位于大洋北部以冰岛为中心的低压和

位于副热带地区以亚速尔为中心的高压均异常偏

强。热带外年际尺度的海气相互作用主要表现为大

气对海洋的强迫，在北大西洋区域伴随着 ＮＡＯ正

位相的出现由南到北呈现为“－＋－”的三极子型表

层海温异常。这种三极子型的海温异常能够对大气

环流产生重要的反馈作用，特别是春夏季北大西洋

三极子海温异常对东亚夏季风的年际变化存在显著

影响［１２］。因此，国家气候中心最近也开展了对北大

西洋海温三极子指数的实时监测。

２．４　海冰和积雪监测

海冰和积雪是气候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

我国汛期降水的重要影响因子。准确监测北半球、

欧亚及青藏高原等地区积雪和南北极海冰状况，对

于提高我国短期气候预测水平具有重要意义。国家

气候中心自２００６年起基于ＮＯＡＡ最优插值海表温

度（ＯＩＳＳＴ）中的海冰密集度资料，开展逐月南、北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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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冰密集度及距平监测；２０１２年起基于交互式多传

感器雪冰制图系统（ＩＭＳ）海冰覆盖数据，开展多时

间尺度的南、北极海冰日数及距平百分率以及北冰

洋、白令海、巴伦支海等多区域海冰密集度和积雪范

围的实时监测业务。

国家气候中心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开始青藏

高原积雪监测诊断业务，２００４年建立了积雪监测诊

断业务系统［１３］，２０１０年增加了微波反演的中国积雪

深度监测，２０１１年增加了基于台站观测积雪和降雪

深度的实时监测，２０１２年增加了基于可见光和红外

遥感等多来源卫星资料的积雪覆盖监测业务。除月

尺度外，监测诊断业务系统还设计了日、候、旬、月、

季、年等不同时间尺度的积雪监测，内容包括北半

球、欧亚和我国多个区域（如青藏高原、新疆、东北）

积雪日数、积雪面积和积雪深度等要素监测，在气候

预测中得到了较好应用。例如，基于美国国家雪冰

中心（ＮＳＩＤＣ）提供的ＳＭＭＲ和ＳＳＭ／Ｉ逐日微波亮

温数据，利用适用于中国积雪深度的反演算法，开发

了青藏高原积雪深度监测产品，包括积雪深度、距平

和距平百分率空间分布以及月平均积雪深度指数，

该指数与长江中下游和江淮流域夏季降水具有很好

的负相关关系。此外，国家卫星气象中心也利用卫

星反演的积雪资料制作和提供我国主要积雪区域积

雪覆盖度空间分布和距平百分率变化曲线。

２．５　陆面监测

陆面作为气候系统中一类重要的下垫面，通过

感热、潜热、蒸发、反射等方式与大气进行动量、热

量、水汽等物理量交换，进而影响气候和气候系统的

变化。土壤温度、湿度和植被状况作为表征陆面热

力、水分和覆盖状况的重要参量，是陆面影响大气的

重要因子，它们通过影响地表能量、水分收支和反照

率进而影响气候变化。与此同时，气候变化也通过

陆气相互作用对土壤温度、湿度和植被的变化产生

重要的影响。

近年来，国家气候中心正逐步开展陆面要素监

测业务，研发基于台站观测资料的土壤温度和湿度

的监测技术，实时开展月和年尺度的我国地温（０ｃｍ

和２０ｃｍ）实况和异常变化分布以及逐旬全国２０ｃｍ

土壤相对湿度分布监测。此外，国家卫星气象中心

利用国内外卫星遥感资料，开展了针对地表温度、植

被指数和地表反照率等陆面要素实况监测和数据下

载业务。

３　关键异常信号及其气候影响机理

在全球变暖背景下，极端天气气候事件频繁发

生，对重大天气气候事件的成因分析已经成为气候

业务服务的重要内容之一。了解和掌握气候系统关

键异常信号及其气候影响机理，分析气候异常的成

因，对正在发生或刚发生过的气候异常事件及时进

行诊断分析，有利于加深对气候异常形成机制或机

理的认识，同时为气候预测提供参考。近年来，我国

在关键异常信号及其气候影响机理的科研和业务应

用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３．１　海温异常的气候影响

作为年际气候变化中的最强信号，ＥＮＳＯ不仅

是造成全球气候异常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导致亚

洲季风异常和我国旱涝发生的关键因素。中国位于

东亚季风区，东亚夏季风和冬季风异常直接导致中

国气候异常，ＥＮＳＯ正是通过大气环流以遥相关的

形式影响东亚季风系统的每个成员，并由此间接影

响中国气候异常［１４］。Ｚｈａｎｇ等
［１５］发现厄尔尼诺对

东亚季风环流的影响在厄尔尼诺成熟位相最显著。

当成熟位相出现在北半球夏季，东亚夏季风加强。

相反，当成熟位相出现在北半球冬季，东亚冬季风减

弱。ＥＮＳＯ事件的不同阶段对中国夏季降水有不同

的影响［１６］。厄尔尼诺发展期的夏季，西太平洋副热

带高压偏弱，影响我国的西南气流偏弱，东亚夏季风

偏弱，我国夏季主要季风雨带偏南，江淮地区和南方

沿海地区多雨，而长江中游和华北降水偏少，经常出

现干旱灾害。厄尔尼诺衰减年的夏季，西太平洋副

热带高压偏强，影响我国的西南气流也强，东亚夏季

风偏强，从而导致长江流域和江南北部降水偏多，特

别是洞庭湖和鄱阳湖流域经常出现洪涝灾害，而江

淮流域降水偏少，往往出现干旱。拉尼娜对东亚夏

季风和我国夏季雨带的影响与厄尔尼诺大致相反，

但拉尼娜的影响没有厄尔尼诺的影响显著。拉尼娜

发展阶段的夏季对应着强的东亚夏季风，我国夏季

华北和江南往往多雨；而拉尼娜衰减期的夏季则对

应弱的东亚夏季风，我国夏季江淮多雨，华北、东北

以及江南地区少雨［１７］。此外，不同分布型的厄尔尼

诺对东亚气候的影响不同［１８］。中部型厄尔尼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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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时，赤道东太平洋降水明显偏少，赤道中太平洋降

水偏多，在东亚东南部，尤其是我国南海—西北太平

洋降水偏少，从而形成“－＋－”的降水异常型；东部

型厄尔尼诺发生时，赤道太平洋中东部的降水都明

显偏多，热带印度洋东部至西太平洋降水偏少，我国

南方降水偏多，从东亚东部至赤道太平洋形成了“＋

－＋”的降水异常分布型（图１）。

图１　不同分布型厄尔尼诺影响东亚气候异常的概念示意图 （ａ）中部型，（ｂ）东部型

Ｆｉｇ．１　Ｉｍｐａｃｔｓｏｆｃｅｎｔｅｒａｌｔｙｐｅ（ａ）ａｎｄｅａｓｔｅｒｎｔｙｐｅ（ｂ）ｏｆＥｌＮｉ珘ｎｏｏｎｃｌｉｍａｔｅａｎｏｍａｌｙｏｆＥａｓｔＡｓｉａ

　　ＥＮＳＯ不仅对我国夏季降水产生影响，也对其

他季节的降水有显著影响。Ｚｈａｎｇ等
［１９］指出，厄尔

尼诺在成熟位相对我国降水有显著影响。在北半球

冬季、春季和秋季，在厄尔尼诺成熟位相，我国南部

出现正降水异常；在北半球夏季，厄尔尼诺成熟阶

段，降水异常分布与其他季节不同，即降水负异常出

现在我国南部和北部，长江下游和淮河流域为降水

正异常。在北半球冬季、春季和秋季，厄尔尼诺影响

我国南方降水的物理过程可以解释为东亚环流在厄

尔尼诺成熟位相发生异常。在厄尔尼诺成熟位相，

在海洋性大陆以北，对流层低层出现反气旋异常，使

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加强并向西移动，相应的强西

南气流造成我国南方正降水异常。在北半球夏季，

加强的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控制我国东南地区，使

这些地区降水偏少。

印度洋既是亚洲夏季风的上游区，也是亚澳季

风系统活动的重要下垫面，对大气环流和亚澳季风

变异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２０］，热带印度洋偶极子

对我国夏季降水也有显著影响。印度洋正偶极子发

生的夏季，热带西印度洋偏暖、东南印度洋偏冷的海

温异常分布型使得赤道印度洋盛行东风距平，从而

Ｗａｌｋｅｒ环流减弱，同时，菲律宾附近对流活动减弱，

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偏强、偏西、偏南，东亚夏季风

偏强，我国南方地区大气异常上升运动，为整层水汽

的异常辐合区，我国华南夏季降水偏多。而当偶极

子负位相发生时，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偏弱、偏东、

偏北，东亚夏季风偏弱，华北处于异常辐合区，降水

偏多，而南方降水偏少［２１］。当冬季南印度洋偶极子

（ＳＩＯＤ）年代际异常处于正位相时，夏季８５０ｈＰａ风

场距平场上，北方地区为一反气旋性异常控制，异常

偏北气流延伸至我国南方地区，夏季多雨带位于华

南及东南沿海地区［２２］。

３．２　海冰异常的气候影响

近年来，北极海冰呈现明显减少趋势，其对气候

影响及其机理受到关注。研究表明，北极海冰减少

会增强北极变暖，并且通过其对大气的正反馈或负

反馈进而影响遥远区域的气候变异，欧亚大陆严冬

频发与秋、冬季北极海冰减少有着密切联系。

武炳义等［２３］指出冬季西伯利亚高压强度指数

与秋冬季北冰洋东部以及欧亚大陆边缘海域海冰呈

显著负相关，北冰洋东部、格陵兰海—巴伦支海—喀

拉海附近持续性的秋冬季海冰异常偏多及同期负海

温异常（特别是北大西洋北部）导致冬季欧亚大陆北

部和北大西洋北部出现负海平面气压异常，致使冬

季西伯利亚高压减弱并加强欧亚大陆中高纬度地区

的西风。同时，秋冬季海冰偏多导致北极出现气温

负异常，从而加强了北极和欧亚大陆中高纬度之间

的大气热力梯度，增强了欧亚大陆北部的西风。加

强的西风阻碍了冷空气从高纬度地区向南爆发，从

而导致欧亚大陆中高纬度和东亚气温正异常。秋冬

季海冰异常偏少年，情况则相反。冬季格陵兰以西

的海冰异常和次年春季５００ｈＰａ高度场和８５０ｈＰａ

风场密切相关，从而进一步影响北夏季欧亚北半球

环流和降水异常［２４］。

Ｌｉｕ等
［２５］指出近年来北极海冰快速减少是造成

冬季极端降雪和严寒频发的原因，即夏秋季北极海

冰减少一方面引起冬季大气环流的变化，减弱了北

半球中高纬度地区的西风急流，北半球中高纬度地

区阻塞形势增多，有利于极地冷空气南下出现异常

低温；同时使海洋传输给大气的水汽增多，北极变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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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大气含水量增加，导致近年来东亚、欧洲和北美

等地冬季出现暴雪和严寒天气。黄菲等［２６］则发现

前一年夏季和秋季东西伯利亚海—波弗特海海冰异

常减少（增加）分别对应着东亚冬季气温变化的高纬

度模态（低纬度模态），环流场分别表现为西伯利亚

高压和阿留申低压北（南）移，对流层中层东亚大槽

西（东）移，高层西风急流向西北（东南）方向移动，而

冬季东亚气温变化的高纬度模态（低纬度模态）又对

后期春季北极东半球的海冰异常增加（减少）具有一

定的预报意义。

３．３　积雪异常的气候影响

积雪以高反射率、高相变潜热和低热传导等属

性控制着地表能量平衡，对气候系统变化产生影响。

我国区域积雪主要出现在青藏高原、东北和内蒙古、

新疆等区域，而青藏高原作为北半球中纬度海拔最

高、积雪覆盖最大的地区，从动力和热力两方面同时

影响着其周围甚至更大尺度的气候变化。青藏高原

积雪与东亚夏季风的关系一直为短期气候预测实践

所重视，主要结论可以理解为前期冬、春季青藏高原

积雪偏多（偏少），东亚夏季风爆发偏晚（偏早），强度

偏弱（偏强），长江流域夏季降水偏多（偏少），华北和

华南则降水偏少（偏多）［２７］。

赵溱［２８］最早发现冬季欧亚大陆雪盖和夏季风

之间存在弱的负相关关系。积雪可以显著影响地表

温度、土壤湿度以及地表辐射状况，从而影响亚洲夏

季风的建立和发展，积雪增加会导致亚洲夏季风减

弱或者爆发推迟。但这种关系十分复杂，不同区域

的积雪以及雪盖或者积雪深度均对亚洲季风有不同

影响，而且积雪和季风之间的关系也存在年代际变

化，积雪和亚洲季风的联系还受到ＥＮＳＯ以及北大

西洋涛动等因素的影响。Ｙａｎｇ等
［２９］指出欧亚大陆

冬季雪盖与我国华南和华北地区的夏季降水存在非

常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与我国西部、中部和东北

部地区的夏季降水则是相对弱一些的负相关。陈兴

芳等［３０］则发现青藏高原雪盖和欧亚大陆雪盖与我

国夏季降水之间的关系基本相反。欧亚大陆雪盖和

我国长江流域降水为负相关关系，而青藏高原雪盖

和长江流域降水则为正相关关系。李栋梁等［３１］指

出冬、春季高原积雪与欧亚积雪对我国夏季降水的

影响是相反的，冬季积雪反照率效应起主要作用，

春、夏季积雪水文效应起主要作用。

３．４　土壤温度和湿度异常的气候影响

土壤温度和湿度作为表征土壤热力和水分状况

的重要参量，是陆面过程中影响大气的两个重要因

子，它们可通过影响地表能量、水分收支和地表覆盖

度来影响气候变化。土壤温度、湿度与陆面过程及

其和气候变化相互联系的物理机制归纳为土壤温

度、湿度通过改变地表反照率、土壤热容量、地表蒸

发和植被的生长状况使得地表能量和水分得以再分

配，进而对气候和气候系统变化产生重要影响［３２］。

利用数值模式和实测资料对土壤温度、湿度与气候

变化关系研究也表明，土壤温度和湿度异常对气候

和气候变化均产生一定影响［３３３５］。土壤是一个很好

的滤波器，大气中的短周期波动能影响到土壤的浅

层，长周期波动能影响到深层土壤。汤懋苍等发现

我国冬季深层（３．２ｍ）土壤温度分布与次年汛期的

降水形势有很好的对应关系［３６］。

Ｚｈａｎｇ等
［３７］基于观测和再分析资料分析，发现

春季（４—５月）土壤湿度通过改变表面热状况，对夏

季（６—８月）东亚季风环流和中国东部降水有显著

影响。从长江中下游到华北地区的春季土壤湿度与

我国东部夏季降水显著相关。当春季长江中下游到

华北地区的土壤偏湿，我国东北和长江中下游地区

夏季降水将异常偏多，而长江以南地区降水异常偏

少。对春季土壤湿度与夏季降水相关联的物理过程

的进一步分析表明，长江中下游到华北地区的土壤

湿度异常主要影响表面能量平衡。异常湿的土壤使

表面蒸发增强，因此表面气温下降。春末气温下降

使海陆温差减小，导致东亚季风减弱，西太平洋副

热带高压加强、位置比常年偏南，因而加强了长江流

域的降水。相反，异常偏弱的东亚夏季风使西太平

洋副热带高压位于长江以南，导致我国东部的南方

地区降水异常偏少。

由此可见，土壤温度和湿度异常变化通过陆气

相互作用对气温和降水等气候要素变化产生重要影

响，同时气候变化也通过陆气相互作用对土壤温度

和湿度产生反馈作用。因此，开展土壤温度和湿度

的监测和诊断业务，分析土壤温度、湿度的演变特征

及其在不同时间尺度上与气候变化的相互关系，一

方面，对于深入了解陆气相互作用机理及其对气候

和气候变化的影响具有重要的意义，另一方面，可为

气候监测、诊断和预测业务提供相应的陆面要素监

测和诊断分析信息。

３．５　大气季节内振荡的气候影响

大气季节内振荡（ｉｎｔｒａｓｅａｓｏｎａｌｏｓｃｉｌｌａｔｉｏｎ，ＩＳＯ）

已被视为重要的气候系统之一，因此成为２０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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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０年代以来大气科学研究领域的重要问题之一。

在热带地区，它又被称为热带大气ＩＳＯ 或 ＭＪＯ

（ＭａｄｄｅｎＪｕｌｉａｎＯｓｃｉｌｌａｔｉｏｎ）。ＭＪＯ作为热带大气

环流最主要的演变模态，不仅对热带地区而且对全

球热带外许多地区的天气气候异常都有重要影

响［３８］。研究表明，夏季风爆发与ＩＳＯ关系密切。热

带大气ＩＳＯ对南海夏季风的爆发和强东亚夏季风

的建立起着重要作用。低频西风出现的时间比南海

夏季风爆发时间约早２ｄ，菲律宾以东大气ＩＳＯ 的

强烈发展及其向西扩展对南海地区大气季节内振荡

活动有重要作用，进而激发夏季风爆发［３９］。东亚夏

季风的季节内振荡在东亚沿海呈波列的形式，并表

现为随时间向北传播的季风涌，由几个ＩＳＯ湿位相

组成，当ＩＳＯ湿位相传入或发展的时候夏季风爆

发［４０］。在东亚季风区，两种优势模态（３０～６０ｄ和

１０～２０ｄ）可能在夏季风活动的调整中起到重要作

用。东亚强季风涌年，准３０～６０ｄ振荡的影响显

著，易造成长江下游多雨；东亚弱季风涌年，准３０～

６０ｄ振荡减弱，１０～２０ｄ低频振荡为主要的振荡周

期，易造成长江中游干旱。太平洋上经向ＩＳＯ向西

传播的偏强或偏弱，是东亚夏季风区降水偏多或偏

少的必要条件［４１］。

从２００９年开始，国家气候中心已经开展了热带

大气季节内振荡（３０～６０ｄ）的监测。２０１２年参考

目前国际上普遍认可的 Ｗｈｅｅｌｅｒ等
［４２］设计的多变

量二维 ＭＪＯ指数，国家气候中心初步建立了逐日

的 ＭＪＯ实时监测预测业务
［４２４３］。由于该指数较为

直观且方便使用，在国内外的 ＭＪＯ监测、诊断和预

测业务中得到广泛使用。ＭＪＯ不同位相对我国冬

季气温和降水有明显的调制作用，当 ＭＪＯ对流位

于印度洋时，有利于欧亚中高纬度环流维持两脊一

槽的分布，同时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偏强、偏西，东

亚东部地区维持一条显著的对流活跃带，从而导致

我国东部大部地区降水概率明显增加［４４］。

３．６　季风异常的气候影响

我国地处东亚季风区，由于季风的年际变率和

季节内变率均较大，经常导致干旱、洪涝、酷暑等各

种灾害性天气气候事件，特别是夏季风来临的早晚、

向北推进的快慢及其强度直接影响到我国汛期旱涝

和主要季风雨带的时空分布［４５］。

张庆云等［４６］指出江淮流域的降水与热带季风

槽、副热带梅雨锋的强度密切相关，即热带季风槽

偏弱（弱季风），梅雨锋偏强时，江淮流域的降水偏

多；热带季风槽偏强（强季风），梅雨锋偏弱时，江

淮流域的降水偏少。刘芸芸等［４７］分析表明，西北太

平洋夏季风与我国长江流域夏季降水存在显著的负

相关关系，在西北太平洋夏季风强盛时，副热带高

压异常偏北，其西侧的偏南气流异常偏弱，使得我

国长江流域形成低层异常环流及水汽输送的辐散

区，从而造成长江流域夏季降水偏少；而在西北太

平洋夏季风减弱的年份，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异常

偏南、偏西，在长江流域以南地区形成异常偏强的

偏南风水汽输送，使得长江流域成为南、北距平风

的汇合区，其上空对流活动异常活跃，有利于长江

流域降水偏多。

亚洲季风的爆发及其季节进程对于短期气候预

测具有很好的先兆与指示意义，是亚洲地区气候季

节突变中的一个重大转折点［４８］。吴尚森等［４９］分析

了南海夏季风强度与我国汛期降水的关系，结果表

明，南海夏季风强（弱）年，我国夏季雨带型呈Ⅰ（Ⅲ）

类分布，长江中下游地区夏季（６～７月）少雨干旱

（多雨洪涝）。南海夏季风强度指数与夏季长江中下

游地区降水和淮河地区降水呈显著负相关关系，与

江南地区降水和华南后汛期降水呈显著正相关关

系。我国夏季出现的严重洪涝与南海夏季风的强度

异常有关。南海夏季风活动强弱造成北半球东亚

５００ｈＰａ位势高度场的经向波列型遥相关是影响我

国夏季降水的一个重要机制。

３．７　东北冷涡的气候影响

东北冷涡是东亚大气环流的重要组成部分，也

是影响我国东北地区天气气候的重要天气系统。东

北冷涡本质是中高纬度行星波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切

断低压，在天气图上表现为对流层中、高层上具有冷

心或冷槽结构的闭合低压中心。东北冷涡活动主要

发生在夏季，生命周期为５～７ｄ，其发生和发展受东

亚大气的准双周振荡影响，东北地区周期性循环出

现的低频气旋与东北冷涡的形成和发展有密切联

系。同时，大气瞬变扰动对冷涡的形成也有重要影

响，当ＥＰ通量的水平方向辐合时，平均西风减弱，

经向环流加强，斜压能量释放，涡动位能向涡动动能

转换，冷涡发展［５０］。绝热加热或摩擦过程是造成东

北冷涡消亡的主要原因。

国家气候中心参考前人的研究结果［５１５２］，建立

了对东北冷涡的监测，东北冷涡定义为在３５°～

６０°Ｎ，１１０°～１４５°Ｅ范围内，５００ｈＰａ等压面上出现

低压系统（至少能分析出１条闭合等值线），并有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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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或明显冷槽配合低压环流系统。分析表明，东

北冷涡发生频次与东北地区夏季前期降水有显著相

关关系，当对流层低层有加热时，高层冷涡控制下的

大气形成很强的对流不稳定，是东北地区夏季暴雨

和冰雹等灾害性天气发生的主要原因。此外，东北

冷涡活动对江淮流域梅雨期降水也有显著影响。东

北冷涡的频繁活动导致北方冷空气南下，与西北太

平洋副热带高压外围的西南暖湿气流在江淮地区交

汇，有利于梅雨锋的发展和不稳定能量的积累。同

时，东北冷涡与西伸北抬的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共

同作用，增大我国江淮地区高层气压梯度，并通过动

量下传影响低层风场，有利于低空急流的发展。

３．８　北极涛动的气候影响

Ｇｏｎｇ等
［５３］最早研究了冬季北极涛动（ＡＯ）与

东亚冬季风的联系，发现两者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并指出前者对后者的影响与西伯利亚高压有关。之

后，在年际和年代际时间尺度上冬季ＡＯ对东亚冬

季风和地表气温的影响作用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

注［５４５７］。冬季ＡＯ对我国同期地表气温的显著影响

主要局限于３５°Ｎ以北地区，特别是东北和西北北

部，这种影响在年际和年代际时间尺度上均非常显

著。其中，当处于ＡＯ正（负）位相时，我国北方近地

表气温显著偏高（低）。此外，在年代际时间尺度上，

冬季ＡＯ与东亚冬季风存在显著负相关。

ＡＯ对我国冬季降水也有重要影响。龚道溢

等［５４］最早发现当冬季 ＡＯ指数偏强时我国大部分

地区降水偏多，除了西北部分地区降水偏少外，其中

具有显著相关的区域主要位于我国大陆中部和华

南。Ｌｉ等
［５５］系统考察了我国冬季降水与ＥＮＳＯ和

其他大气低频变率主要模态的关系，其结果显示除

了东北，我国其他地区的降水和ＡＯ之间存在非常

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杨辉等［５６］通过合成分析发现，

对应于ＡＯ正位相，我国除内蒙古和新疆外都是降

水正距平，最大距平出现在华南沿海；对应于ＡＯ负

位相，江淮、江南和华南为大片正距平，最大距平出

现在江南，内蒙古和新疆也是降水正距平，而西南、

华北和东北为负距平。

ＡＯ对东亚寒潮的爆发频次、强度、路径和类型

等可能都有重要影响。魏凤英［５７］指出，中国全国性

寒潮爆发频次的气候趋势与ＡＯ位相变化有一定联

系，在ＡＯ负位相的气候背景下极易诱发我国中东

部寒潮灾害的发生。钱维宏等［５８］认为，近几十年中

国中高纬度寒潮事件的减少与ＡＯ指数上升所导致

的西风带上天气尺度斜压波动（气旋）的减弱和减少

密切相关。

３．９　平流层异常的气候影响

ＡＯ的强异常信号最先在平流层高层出现，然

后逐步向下传播，异常信号从平流层高层３０ｋｍ高

度向下传播到近地面层需要１５～２０ｄ。强ＡＯ异常

信号自平流层下传到对流层后，能够引起对流层大

气环流的改变，进而影响对流层天气气候系统。由

于平流层异常信号超前于对流层，并且由于平流层

大气的时间尺度更长而具有更强的“记忆性”，因此，

一些学者认为平流层异常可以作为预报对流层天气

气候异常的前兆信号，同时，对平流层信号的研究也

有助于提高对流层气候趋势预测的水平［５９］。

２００８年１月，我国南方地区出现了历史罕见的

大范围冰冻雨雪天气过程。研究表明，２００７／２００８

年冬季平流层极涡持续偏强，该异常强信号逐步向

低层传播，使得对流层低层出现大气环流异常，最终

导致大范围冰冻雨雪天气过程的出现［６０］。也有研

究发现，２００９年１２月北半球出现的极端低温事件

与平流层一次中等强度的弱极涡活动［６１］以及平流

层异常信号下传引起的行星波活动［６２］有关。

４　小　结

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我国气候监测诊断业务

在理论、方法和业务系统建设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

的发展。目前已建立了一套多时间、多空间尺度的

气候系统监测诊断业务系统，包括季风监测诊断、极

端事件监测诊断、海温监测诊断、海冰和积雪监测诊

断、陆面过程监测诊断以及平流层过程监测等，并且

在业务应用中不断发展和完善。同时，加强了对大

气、海洋、陆面、冰雪等关键因子及其对我国气候异

常的影响机理的研究，提出一些新理论、新技术和新

方法，并不断在业务中应用。这些工作一方面极大

提高了我国气候监测诊断的科学水平和业务能力，

另一方面也为我国短期气候预测提供了不可缺少的

理论依据和技术支撑。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国际气候业务发展十分

迅猛。美国高度重视多源观测资料在气候监测诊断

中的综合应用，基于多源资料融合的高质量气候数

据集为气候业务发展提供坚实的基础，对气候系统

的监测更加精细、准确，同时研发了功能完备的气候

诊断软件，通过互联网可以方便地获得气候诊断结

３７６　第６期　　 　 　　　　　　　　　李清泉等：近２０年我国气候监测诊断业务技术的主要进展　　　　　　　　　 　　　



果，业务监测诊断产品制作的自动化、标准化程度

高，国际影响大。日本高度重视气候变化监测标准

化和规范化，与美国、加拿大、德国、瑞士等国联合成

立了４个全球观测质量保证科学活动中心（ＱＡ／

ＳＡＣ），若干个世界标定中心（ＷＣＣ）。欧洲国家致

力于将气象观测系统转变成为综合观测系统，２００２

年推出欧洲气象综合观测系统（ＥＵＣＯＳ），２００５年

制定了欧盟国家区域气候观测系统执行计划。欧洲

的气象观测资料质量在全球是一流的，其长达３００

年以上的观测资料序列被当作直接用于评估气候变

化的重要依据。与欧、美等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气候

系统监测诊断业务能力和水平相对于国际先进水平

仍存在较大差距。例如，我国正在逐步实现从对气

候要素异常的单要素监测向对气候异常过程的多要

素综合监测的发展，但仍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缺乏

自己的多源数据融合格点资料或再分析资料；尚未

完全实现气候监测与诊断的自动化和标准化；缺乏

具有国际影响和权威性的监测诊断技术和产品。

我国自２０世纪５０年代起，与国际同步实施了

世界天气监测（ＷＷＷ）计划，逐步建立了 ＷＷＷ

网［６３］。ＷＷＷ是以短期天气预报所需要的温、压、

湿、风、云、辐射观测为基础。为了提高海洋的监测

能力，从１９９８年起，国际上开始筹建ＡＲＧＯ（Ａｒｒａｙ

ｆｏｒＲｅａｌｔｉｍｅＧｅｏｓｔｒｏｐｈｉｃＯｃｅａｎｏｇｒａｐｈｙ）全球实时

海洋观测网。我国于２００１年１０月经国务院批准加

入国际 ＡＲＧＯ 计划
［６４６５］。国际 ＡＲＧＯ 计划的实

施，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全球深海大洋０～２０００ｍ 水

深范围内的海水温度和盐度观测资料。因此，利用

ＡＲＧＯ观测资料及其同化产品是开展气候监测的

一项重要内容。此外，２００２年我国召开了中国气候

大会，会上通过了中国气候观测系统计划。该计划

与国际上针对气候系统问题所提出的全球气候观测

计划接轨，未来的观测项目将更加广泛，其中包含生

态、冻土、陆面、冰雪特征、大气与陆面、水文、生态、

海洋界面通量、大气成分及其化学物质等。中国气

候观测系统的建立是完善气候监测的重要方向。气

候系统的观测信息将有益于监测和检测气候系统及

其变化，记录自然气候变异和极端气候事件。

综上所述，未来我国的气候监测诊断发展主要

包括４个方面：①加强多源格点资料的开发能力建

设，推进卫星遥感资料等非常规观测资料、数值同化

技术在气候监测中的应用；②加强对影响我国气候

的关键物理过程和气候灾害全方位、多要素、多指标

综合监测诊断，重点针对亚洲百年资料集、亚洲季风

年代际变化信号、青藏高原和中高纬度气候变化敏

感区、中国不同区域雨季进程、重大天气气候事件归

因等；③重视生态环境、大气化学和气候变化影响因

子的监测，进一步加强大气成分本底观测数据应用

和效益；④加快推进气候业务系统监测诊断平台建

设，不断提高气候监测诊断工作效率。

参 考 文 献

［１］　ＷＭＯ．ＯｕｔｌｉｎｅＰｌａｎａｎｄＢａｓｉｓｆｏｒ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Ｃｌｉｍａｔｅ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

１９８０－１９８３．ＷＭＯＮｏ．５４０，１９８０．

［２］　王绍武．气候诊断与预测研究进展：１９９１—２０００．北京：气象出

版社，２００１．

［３］　ＲｅｎＦ，ＣｕｉＤ，ＧｏｎｇＺ，ｅｔａｌ．Ａｎ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ｔｅｃｈ

ｎｉｑｕｅｆｏｒ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ｅｘｔｒｅｍｅｅｖｅｎｔｓ．犑犆犾犻犿犪狋犲，２０１２，２５：７０１５

７０２７．

［４］　ＳｈｉＮ，ＺｈｕＱＧ．Ａｎａｂｒｕｐｔｃｈａｎｇｅｉｎｔｈｅ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ｏｆｔｈｅ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ｎｓｕｍｍｅｒｍｏｎｓｏｏｎｉｎｄｅｘａｎｄｉｔｓ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ｗｉｔｈｔｅｍ

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ａｎｄ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ｏｖｅｒＥａｓｔＣｈｉｎａ．犐狀狋犑犆犾犻犿犪狋狅犾，

１９９６，１６：７５７７６４．

［５］　祝从文，何金海，吴国雄．东亚季风指数及其与大尺度热力环

流年际变化关系．气象学报，２０００，５８（４）：３９１４０２．

［６］　张庆云，陶诗言，陈烈庭．东亚夏季风指数的年际变化与东亚

大气环流．气象学报，２００３，６１（４）：５５９５６８．

［７］　ＬｉＪＰ，ＺｅｎｇＱＣ．Ａｕｎｉｆｉｅｄｍｏｎｓｏｏｎｉｎｄｅｘ．犌犲狅狆犺狔狊犚犲狊

犔犲狋狋，２００２，２９：１２７４．

［８］　ＷｕＳＳ，ＬｉａｎｇＪＹ．ＡｎｉｎｄｅｘｏｆＳｏｕｔｈＣｈｉｎａＳｅａｓｕｍｍｅｒ

ｍｏｎｓｏｏｎ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ａｎｄｉｔｓ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犆犺犻狀犑犜狉狅狆 犕犲狋犲狅狉，

２００１，１７：３３７３４４．

［９］　李晓燕，翟盘茂．ＥＮＳＯ事件指数与指标研究．气象学报，

２０００，５８（１）：１０２１０９．

［１０］　郭艳君，翟盘茂．ＯＬＲ资料在ＥＮＳＯ监测中的应用．热带气象

学报，２００３，１９（１）：１０１１０６．

［１１］　贾小龙，李崇银．南印度洋海温偶极子型振荡及其气候影响．

地球物理学报，２００５，４８（６）：１２３８１２４９．

［１２］　左金清，李维京，任宏利，等．春季北大西洋涛动与东亚夏季风

年际关系的转变及其可能成因分析．地球物理学报，２０１２，５５

（２）：３８４３９５．

［１３］　郭艳君，李威，陈乾金．北半球积雪监测诊断业务系统．气象，

２００４，３０（１１）：２４２７．

［１４］　任福民，袁媛，孙丞虎，等．近３０年ＥＮＳＯ研究进展回顾．气

象科技进展，２０１２，２（３）：１７２４．

［１５］　ＺｈａｎｇＲ，ＳｕｍｉＡ，ＫｉｍｏｔｏＭ．ＩｍｐａｃｔｏｆＥｌＮｉｎｏｏｎｔｈｅ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ｎｍｏｎｓｏｏｎ：Ａ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ｓｔｕｄｙｏｆｔｈｅ８６／８７ａｎｄ９１／９２ｅ

ｖｅｎｔｓ．犑犕犲狋犲狅狉犛狅犮犑犪狆犪狀，１９９６，７４：４９６２．

［１６］　金祖辉，陶诗言．ＥＮＳＯ循环与中国东部地区夏季和冬季降水

关系的研究．大气科学，１９９９，２３（６）：６６３６７２．

［１７］　陈文．ＥｌＮｉｎｏ和ＬａＮｉｎａ事件对东亚冬、夏季风循环的影响．

大气科学，２００２，２６（５）：５９５６１０．

［１８］　ＹｕａｎＹ，ＹａｎｇＳ．Ｉｍｐａｃｔ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ｙｐｅｓｏｆＥｌＮｉ珘ｎｏｏｎｔｈｅ

ＥａｓｔＡｓｉａｎｃｌｉｍａｔｅ：ＦｏｃｕｓｏｎＥＮＳＯｃｙｃｌｅｓ．犑犆犾犻犿犪狋犲，２０１２，

４７６　　 　　　　　 　　　　　　　 　　　　　　应　用　气　象　学　报　 　　　　　　 　　　 　　　　　　第２４卷　



２５：７７０２７７２２，ｄｏｉ：１０．１１７５／ＪＣＬＩＤ１１００５７６．

［１９］　ＺｈａｎｇＲ，ＳｕｍｉＡ，ＫｉｍｏｔｏＭ．Ａ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ｓｔｕｄｙｏｆｔｈｅ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ＥｌＮｉｎｏｏｎｔｈｅ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ｉｏｎｉｎＣｈｉｎａ．犃犱狏犃狋犿犛犮犻，１９９９，１６

（２）：２２９２４１．

［２０］　晏红明，袁媛．印度洋海温异常的特征及其影响．北京：气象出

版社，２０１２．

［２１］　肖子牛，晏红明，李崇银．印度洋地区异常海温的偶极振荡与

中国降水及温度的关系．热带气象学报，２００２，１８（４）：３３５

３４４．

［２２］　袁杰，魏凤英，巩远发，等．关键区海温年代际异常对我国东部

夏季降水影响．应用气象学报，２０１３，２４（３）：２６８２７７．

［２３］　武炳义，苏京志，张人禾．秋冬季节北极海冰对冬季西伯利亚

高压的影响．科学通报，２０１１，５６（２７）：２３３５２３４３．

［２４］　ＷｕＢｉｎｇｙｉ，ＺｈａｎｇＲｅｎｈｅ，ＲｏｓａｎｎｅＤ’Ａｒｒｉｇｏ，ｅｔａｌ．Ｔｈｅｒｅｌａ

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ｗｉｎｔｅｒｓｅａｉｃｅａｎｄｓｕｍｍｅｒ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ｃｉｒ

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ｖｅｒＥｕｒａｓｉａ．犑犆犾犻犿犪狋犲，２０１３，ｄｏｉ：ｈｔｔｐ：∥ｄｘ．ｄｏｉ．

ｏｒｇ／１０．１１７５／ＪＣＬＩＤ１２００５２４．１．

［２５］　ＬｉｕＪｉｐｉｎｇ，ＪｕｄｉｔｈＡＣ，ＷａｎｇＨｕｉｊｕｎ，ｅｔａｌ．ＩｍｐａｃｔｏｆＤｅｃｌｉ

ｎｉｎｇＡｒｃｔｉｃＳｅａＩｃｅｏｎＷｉｎｔｅｒＳｎｏｗｆａｌｌ．ＰｒｏｃＮａｔｌＡｃａｄＳｃｉ，

２０１２，ｄｏｉ：１０．１０７３／ＰＮＡＳ．１１１４９１０１０９．

［２６］　黄菲，高聪晖．东亚冬季气温的年际变化特征及其与海温和海

冰异常的关系．中国海洋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２０１２，４２（９）：

７１４．

［２７］　李维京．现代气候业务．北京：气象出版社，２０１２．

［２８］　赵溱．欧亚大陆雪盖与东亚夏季风．气象，１９８４，１０（７）：２７２９．

［２９］　ＹａｎｇＳｏｎｇ，ＸｕＬｉｚｈａｎｇ．Ｌｉｎｋａｇ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Ｅｕｒａｓｉａｎｗｉｎｔｅｒｓｎｏｗ

ｃｏｖｅｒａｎｄ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ｕｍｍｅｒｒａｉｎｆａｌｌ．犐狀狋犑犆犾犻犿犪狋犲，１９９４，

１４：７３９７５０．

［３０］　陈兴芳，宋文玲．欧亚和青藏高原冬春积雪与我国夏季降水关

系的分析和预测应用．高原气象，２０００，１９（２）：２１５２２３．

［３１］　李栋梁，王春学．积雪分布及其对中国气候影响的研究进展．

大气科学学报，２０１１，３４（５）：６２７６３６．

［３２］　王晓婷，郭维栋，钟中，等．中国东部土壤温度、湿度变化的长

期趋势及其与气候背景的联系．地球科学进展，２００９，２４（２）：

１８１１９１．

［３３］　孙丞虎，李维京，张祖强，等．淮河流域土壤湿度异常的时空分

布特征及其与气候异常关系的初步研究．应用气象学报，

２００５，１６（２）：１２９１３８．

［３４］　王万秋．土壤温湿异常对短期气候影响的数值模拟试验．大气

科学，１９９１，１５（５）：１１５１２３．

［３５］　丁莉，李清泉，刘芸芸．热带大气ＩＳＯ 在几种再分析资料中的

对比分析．应用气象学报，２０１３，２４（３）：３１４３２２．

［３６］　汤懋苍，张建．季平均３．２ｍ地温距平场在汛期预报中的应

用．高原气象，１９９４，１３（２）：１７８１８７．

［３７］　ＺｈａｎｇＲ，ＺｕｏＺ．Ｉｍｐａｃｔｏｆｓｐｒｉｎｇｓｏｉｌｍｏｉｓｔｕｒｅｏｎｓｕｒｆａｃｅｅｎ

ｅｒｇｙｂａｌａｎｃｅａｎｄｓｕｍｍｅｒｍｏｎｓｏｏｎ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ｖｅｒＥａｓｔＡｓｉａ

ａｎｄ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ＥａｓｔＣｈｉｎａ．犑犆犾犻犿，２０１１，２４：３３０９３３２２．

［３８］　李崇银．大气季节内振荡研究的新进展．自然科学进展，２００４，

１４（７）：７３４７４１．

［３９］　琚建华，钱诚，曹杰．东亚夏季风的季节内振荡研究．大气科

学，２００５，２９（２）：１８７１９４．

［４０］　ＤｉｎｇＹｉｈｕｉ．ＳｅａｓｏｎａｌＭａｒｃｈｏｆｔｈｅＥａｓｔＡｓｉａＳｕｍｍｅｒＭｏｎ

ｓｏｏｎ∥ＣｈａｎｇＣＰ．ＥａｓｔＡｓｉａｎ Ｍｏｎｓｏｏｎ．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Ｗｏｒｌｄ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２００４：５６２．

［４１］　ＷｈｅｅｌｅｒＭＣ，ＨｅｎｄｏｎＨＨ．Ａｎａｌｌｓｅａｓｏｎｒｅａｌｔｉｍｅｍｕｌｔｉｖａ

ｒｉａｔｅＭＪＯｉｎｄｅｘ：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ａｎｉｎｄｅｘｆｏｒ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ａｎｄ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犕狅狀犠犲犪犚犲狏，２００４，１３２：１９１７１９３２．

［４２］　贾小龙，袁媛，任福民，等．热带大气季节内振荡（ＭＪＯ）实时

监测预测业务．气象，２０１２，３８（４）：４２５４３１．

［４３］　ＪｉａＸＬ，ＣｈｅｎＬＪ，ＲｅｎＦＭ，ｅｔａｌ．ＩｍｐａｃｔｓｏｆｔｈｅＭＪＯｏｎｗｉｎ

ｔｅｒｒａｉｎｆａｌｌａｎｄ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ｉｎＣｈｉｎａ．犃犱狏犃狋犿狅狊犛犮犻，２０１１，２８

（３）：５２１５３３．

［４４］　王遵娅，丁一汇．夏季长江中下游旱涝年季节内振荡气候特

征．应用气象学报，２００８，１９（６）：７１０７１５．

［４５］　ＤｉｎｇＹＨ．ＳｕｍｍｅｒｍｏｎｓｏｏｎｒａｉｎｆａｌｌｉｎＣｈｉｎａ．犑犕犲狋犲狅狉犛狅犮

犑犪狆犪狀，１９９２，７０：３７３３９６．

［４６］　张庆云，陶诗言．夏季东亚热带和副热带季风与中国东部汛期

降水．应用气象学报，１９９８，９（增刊）：１８２３．

［４７］　刘芸芸，丁一汇．西北太平洋夏季风对中国长江流域夏季降水

的影响．大气科学，２００９，３３（６）：１２２５１２３７．

［４８］　柳艳菊，丁一汇．亚洲夏季风爆发的基本气候特征分析．气象

学报，２００７，６５（４）：５１１５２６．

［４９］　吴尚森，梁建茵，李春晖．南海夏季风强度与我国汛期降水的

关系．热带气象学报，２００３，１９（增刊）：２５３６．

［５０］　毛贤敏，曲晓波．东北冷涡过程的能量学分析．气象学报，

１９９７，５５（２）：２３０２３８．

［５１］　孙立，郑秀雅，王琪．东北冷涡的时空分布特征及其与东亚大

型环流系统之间的关系．应用气象学报，１９９４，５（３）：２９７３０３．

［５２］　王丽娟，何金海，司东，等．东北冷涡过程对江淮梅雨期降水的

影响机制．大气科学学报，２０１０，３３（１）：８９９７．

［５３］　ＧｏｎｇＤ，ＷａｎｇＳ，ＺｈｕＪ．ＥａｓｔＡｓｉａｎｗｉｎｔｅｒｍｏｎｓｏｏｎａｎｄＡｒｃ

ｔｉｃＯｓｃｉｌｌａｔｉｏｎ．犌犲狅狆犺狔狊犚犲狊犔犲狋狋，２００１，２８：２０７３２０７６．

［５４］　龚道溢，王绍武．近百年北极涛动对中国冬季气候的影响．地

理学报，２００３，５８（４）：５５９５６８．

［５５］　ＬｉＱ，ＹａｎｇＳ，ＫｏｕｓｋｙＶＥ，ｅｔａｌ．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ｏｆｃｒｏｓｓＰａｃｉｆｉｃｃｌｉ

ｍａｔｅｓｈｏｗｎｉｎｔｈｅｖａｒ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ＵＳ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犐狀狋犑犆犾犻犿犪狋狅犾，２００５，２５：１６７５１６９６．

［５６］　杨辉，李崇银．冬季北极涛动的影响分析．气候与环境研究，

２００８，１３（４）：３９５４０４．

［５７］　魏凤英．气候变暖背景下我国寒潮灾害的变化特征．自然科学

进展，２００８，１８（３）：２８９２９５．

［５８］　钱维宏，张玮玮．我国近４６年来的寒潮时空变化与冬季增暖．

大气科学，２００７，３１（６）：１２６６１２７８．

［５９］　胡永云．关于平流层异常影响对流层天气系统的研究进展．地

球科学进展，２００６，２１（７）：７１３７２０．

［６０］　向纯怡，何金海，任荣彩．２００７／２００８年冬季平流层环流异常

及平流层对流层耦合特征．地球科学进展，２００９，２４（３）：３３８

３４８．

［６１］　ＷａｎｇＬ，ＣｈｅｎＷ．ＤｏｗｎｗａｒｄＡｒｃｔｉｃＯｓｃｉｌｌａｔｉｏｎｓｉｇｎａｌａｓｓｏｃｉ

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ｍｏｄｅｒａｔｅｗｅａｋｓｔｒａｔ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ｐｏｌａｒｖｏｒｔｅｘａｎｄｔｈｅ

ｃｏｌｄ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２００９．犌犲狅狆犺狔狊犚犲狊犔犲狋狋，２０１０，３７：Ｌ０９７０７．ｄｏｉ：

１０．１０２９／２０１０ＧＬ０４２６５９．

［６２］　卢楚翰，王蕊，秦育婧，等．平流层异常下传对２００９年１２月北

半球大范围降雪过程的影响．大气科学学报，２０１２，３５（３）：

３０４３１０．

［６３］　张人禾．气候观测系统及其相关的关键问题．应用气象学报，

５７６　第６期　　 　 　　　　　　　　　李清泉等：近２０年我国气候监测诊断业务技术的主要进展　　　　　　　　　 　　　



２００６，１７（６）：７０５７１０．

［６４］　张人禾，殷永红，李清泉，等．利用ＡＲＧＯ资料改进ＥＮＳＯ 和

我国夏季降水气候预测．应用气象学报，２００６，１７（５）：５３８

５４７．

［６５］　张人禾，朱江，许建平，等．ＡＲＧＯ大洋观测资料的同化及其

在短期气候预测和海洋分析中的应用．大气科学，２０１３，３７

（２）：４１１４２４．

犕犪犼狅狉犃犱狏犪狀犮犲狊狅犳犆犺犻狀犪犆犾犻犿犪狋犲犕狅狀犻狋狅狉犻狀犵犪狀犱

犇犻犪犵狀狅狊犻狊犗狆犲狉犪狋犻狅狀犻狀犚犲犮犲狀狋２０犢犲犪狉狊

ＬｉＱｉｎｇｑｕａｎ　ＳｕｎＣｈｅｎｇｈｕ　ＹｕａｎＹｕａｎ　ＳｉＤｏｎｇ　ＷａｎｇＤｏｎｇｑｉａｎ　ＷａｎｇＹａｎｊｉａｏ

ＧｕｏＹａｎｊｕｎ　ＬｉｕＹａｎｊｕ　ＲｅｎＦｕｍｉｎ　ＺｈｏｕＢｉｎｇ　ＷａｎｇＰｅｎｇｌｉｎｇ

（犖犪狋犻狅狀犪犾犆犾犻犿犪狋犲犆犲狀狋犲狉，犅犲犻犼犻狀犵１０００８１）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

Ｃｌｉｍａｔｅ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ａｎｄ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ｉｓａｎ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ｍｅｔｈｏｄｔｏｋｎｏｗａｂｏｕｔｔｈｅｃｈａｎｇｅｓｏｆｃｌｉｍａｔｅ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ｃａｕｓｅｓ，ｐｌａｙｉｎｇａｎ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ｒｏｌｅｉｎｃｌｉｍａｔｅ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ｈｉｓｔｏｒｙａｎｄｃｕｒｒｅｎｔｓｔａｔｕｓｏｆｔｈｅｃｌｉ

ｍａｔｅ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ａｎｄ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Ｃｈｉｎａａｒｅｒｅｖｉｅｗｅｄａｎｄｓｏｍｅｎｅｗ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ｍｅｔｈｏｄｓａｎｄ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ｅｄｉｎ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ｒｅｃｅｎｔｙｅａｒｓａｒｅ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ｄ．

Ｉｎ１９９０，ｔｈｅ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ｏｆｍｏｎｔｈｌｙｃｌｉｍａｔｅ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ｉｓ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ｉｎＣｈｉｎａｆｏｒｔｈｅｆｉｒｓｔ

ｔｉｍｅ．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ｏｆｍｏｒｅｔｈａｎ２０ｙｅａｒｓ，ｔｈｅｃｌｉｍａｔｅ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ａｎｄ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ｉｎ

Ｃｈｉｎａｍａｋｅｓｇｒｅａｔ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ｅｓｉｎｔｈｅａｓｐｅｃｔｓｏｆｔｈｅｏｒｙ，ｍｅｔｈｏ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ｙｓｔｅｍ，

ｗｈｉｃｈｇｏｔｈｒｏｕｇｈｔｈｅｓｔａｇｅ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ｓｉｍｐｌ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ｓｔａｔｉｏｎ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ｔｏｔｈｅ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ｍｕｌ

ｔｉｐｌｅｌａｙｅｒｓｏｆｃｌｉｍａｔｅｓｙｓｔｅｍａｎｄｔｈｅｄｙｎａｍｉｃ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ｏｆｃｌｉｍａｔｅａｎｏｍａｌｉｅｓ．

Ａｔ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ｓｅｔｏｆｃｌｉｍａｔｅ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ａｎｄ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ｏｎ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ａｎｄｓｐａ

ｔｉａｌｓｃａｌｅｓｉｓｓｅｔｕｐａｎｄ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ｌｙ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ａｎｄｓｏｍｅｎｅｗｔｈｅｏｒｉｅｓ，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ａｎｄ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ａｒｅ

ｐｒｏｍｏｔｅｄ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ｅｄ．Ｉｎｔｈｅａｓｐｅｃｔｏｆ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ｂｅｓｉｄｅｓｂａｓｉｃ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ｒｅｌａｔ

ｅｄｔｏｈｅｉｇｈｔ，ｗｉｎｄａｎｄｓｏｏｎ，ｔｈｅ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ａｎｄ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ｏｆｓｔｒａｔ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ｐｒｏｃｅｓｓ，

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ｃｏｌｄｖｏｒｔｅｘ，Ｗａｌｋｅｒ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Ｈａｄｌｅｙ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ｗａｔｅｒｖａｐｏｒ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ａｒｅａｌｓｏｄｅｖｅｌ

ｏｐｅｄ．Ｆｕｒｔｈｅｒｍｏｒｅ，ｔｈｅ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ａｎｄ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ｅｘｔｒｅｍｅｗｅａｔｈｅｒａｎｄｃｌｉｍａｔｅｅｖｅｎｔｓｏｖｅｒ

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ｉｓ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ｓｅｔｕｐａｎｄ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Ｉｎｔｈｅａｓｐｅｃｔｏｆｏｃｅａｎ，ｂｅｓｉｄｅｓｔｈｅ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ｔｈｅｔｒｏｐｉｃａｌａｎｄｅｘｔｒａｔｒｏｐｉｃａｌｏｃｅａｎａｎｄ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ｅｒｅｌａｔｅｄｔｏＥＮＳＯ，ｔｈｅ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ａｎｄ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ａｎｄ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ｉｎｌｉｇｈｔｏｆｔｈｅｓｅａ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ａｎｏｍａｌｉｅｓｏｆＩｎｄｉａｎＯｃｅａｎａｎｄＡｔｌａｎｔｉｃＯｃｅａｎ

ｗｉｔｈｔｈｅｍａｊｏｒｍｏｄｅｓｏｆｏｃｅａｎｉｃａｎｄ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ｓｙｓｔｅｍａｒ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Ｉｎｔｈｅａｓｐｅｃｔｏｆｓｅａｉｃｅａｎｄｓｎｏｗ，

ｔｈｅ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ａｎｄ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ａｎｄ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ｏｆｔｈｅＡｎｔａｒｃｔｉｃａｎｄＡｒｃｔｉｃｓｅａｉｃｅ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ｄａｙｓａｓｗｅｌｌａｓｓｎｏｗｄａｙｓ，ｓｎｏｗａｒｅａｓ，ａｎｄｓｎｏｗｄｅｐｔｈｓｏｆ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ＨｅｍｉｓｐｈｅｒｅａｎｄＣｈｉｎａａｒ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ａｎｄｓｅｔｕｐ．Ｉｎｔｈｅａｓｐｅｃｔｏｆｌａｎｄｓｕｒｆａｃｅ，ｔｈｅ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ａｎｄ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ｏｎｔｈｅｂａｓｉｓ

ｏｆｓｔａｔｉｏｎ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ｓｏｉｌ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ａｎｄｈｕｍｉｄｉｔｙａｒ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Ａｔｔｈｅｓａｍｅｔｉｍｅ，ｔｈ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ｓ

ｅｎｈａｎｃｅｄｏｎｔｈｅｋｅｙｆａｃｔｏｒｓ，ｓｕｃｈａｓ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ｅ，ｏｃｅａｎ，ｌａｎｄｓｕｒｆａｃｅ，ｓｅａｉｃｅ，ｓｎｏｗａｎｄｓｏｏｎ，ａｓｗｅｌｌａｓ

ｔｈｅ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ｈｏｗｔｈｅｙ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ｃｌｉｍａｔｅａｎｏｍａｌｉｅｓｉｎＣｈｉｎａ．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ｃｌｉｍａｔｅ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ｃｌｉｍａｔｅ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ｎｅｗ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ｎｅｗ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６７６　　 　　　　　 　　　　　　　 　　　　　　应　用　气　象　学　报　 　　　　　　 　　　 　　　　　　第２４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