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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进入21世纪的大气科学》包括两部分。
第一部分是进入21世纪的大气科学的概述和建议，提出了大气科学研究和服务的国家计划的其他一些
关键因素。
第二部分“学科评估”包含五个部分，每一部分分别涉及大气科学的一个主要研究领域。
这些领域和研究组的主席分别为：大气物理学，大气化学，动力学和天气预报，气候和气候变化，高
层大气和近地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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