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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亚印太交汇区海气相互作用及其对我国短期气候的影响（上下）》是以相关国际计划实施为契
机，在集成国内外已有的相关成果基础上，从气候系统多圈层相互作用角度，系统研究了亚印太交汇
区海气相互作用特征及其影响我国季节—年际时间尺度气候异常的机理，重点探讨和力图解决两个关
键科学问题：（1）在海—陆热力差异的背景下，揭示交汇区之“亚洲—太平洋”、“亚洲—印度洋
”、“印度洋—太平洋”区域季节到年际尺度的海气相互作用物理过程及演变规律、热量与水汽输送
特征及变化规律、海气耦合的反馈激发机制及其影响我国短期气候异常的原因；（2）改进东亚季风
区云—辐射反馈、上层海洋和海气界面交换等物理过程参数化方案，并研制更强模拟能力的大洋环流
模式、海气耦合模式及同化系统，从而获取提升我国季度到年际尺度的气候预测能力的理论和方法，
为提高我国的短期气候预测水平，减轻旱涝灾害损失提供理论根据，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做出贡献
。
　　《亚印太交汇区海气相互作用及其对我国短期气候的影响（上下）》可供从事大气、海洋和全球
变化研究的科技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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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潘婕等（2008，2009）发现，夏季高纬度东北亚地区的高度异常对类似于EAP型持续异常事件具
有重要影响。
综上所述，无论从对我国东部地区夏季降水的影响，还是它对其南部槽的维持上，东北亚异常中心
在EAP型形成过程中可能起重要作用。
　　过去研究认为EAP型的形成与热带西太平洋暖池区对流异常激发出的经向Rossby波有关。
但令人困惑的是，在夏季我国东部地区对流层高层存在纬向带状的急流波导区，并不存在经向带状的
显著波导区。
既然大气环流是一个整体，在EAP型的形成中应该会有来自上游欧亚大陆的影响。
近年来，夏季环北半球异常环流所对应的上下游环流之间的联系引起进～步关注。
Ding和Wang（2005）发现北大两洋和欧洲地区的环流异常可导致亚洲副热带急流（简称亚洲急流）区
环流异常，特别是在东亚梅雨槽区。
陶诗言和卫捷（2006）认为，亚洲急流上的准静止Rossby波可以激发出我国沿海地区长波脊的建立，
并使得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朝长波脊方向伸展。
相反，在我国沿海地区长波槽建立并稳定维持时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南撤、东退。
上述研究表明，沿亚洲急流Rossby波活动与EAP型密切相关，特别是其东亚巾纬度活动中心。
另外，源自中高纬的定常Rossby波对东北亚异常中心的形成和维持起着重要作用（王亚非和宋永加
，1998；Nakamura和Fukamachi，2004）。
冈此，源白上游中高纬地区以及亚洲急流区Ros s1y波活动在EAP事件形成过程巾又起着怎洋的作用，
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
　　在大气内部动力学过程中，如不考虑高频涡动与低频环流的相互作用及其对低频环流产生的反馈
作用，大气低频动力过程应当被认为是低频环流演变的唯一因素。
但是，这种反馈作用在实际大气中的确存在。
即使是经过低频滤波的风场和涡度场，它们的演变过程也应当与没有这种反馈作用的情况不同。
换而言之，低频环流场在其演变过程中其实已经包含了高频瞬变涡动的反馈强迫作用。
闪此，在讨论低频环流演变特征时，有必要研究高频瞬变涡动对其的反馈强迫作用。
高频瞬变涡动的气候平均强迫作用可被其他过程所抵消（如绝对涡度的水平平流、摩擦耗散、非绝热
加热），但与EAP事件异常相联系的异常瞬变强迫作用可认为是异常瞬变涡动的结果。
因此，异常的瞬变强迫作用的影响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
　　总之，这一节我1fJ通过季节内尺度上的EAP事件形成过程着重探讨热带外大气环流对西太平洋副
热带高压的影响，主要内容包括（1）Rossby波源于热带对流强迫自南向北的传播及源自高纬自北向南
的传播特征，季节内不同时期的变化及其与东亚夏季风系统变化的联系。
希望对这一广为引用但_义存在争议的观点能有所阐明；（2）源自上游欧亚大陆中高纬的准纬
向Rosshy波起源和关键区，传播过程中的变化，特别是它对东亚沿岸Rossby波经向传播的影响；（3）
高频瞬变涡动的反馈强迫作用；（4）在季节内时间尺度上，在三个不同时期，即华南前汛期、梅雨
期和盛夏，EAP事件的演变过程的异同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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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李建平，吴国雄等主编的这本《亚印太交汇区海气相互作用及其对我国短期气候的影响(上下)》以相
关国际计划实施的契机，在集成国内外已有的相关成果基础上，从气候系统多圈层相互作用角度，系
统研究了“亚印太交汇区”海－气相互作用特征及其影响我国季节－年际时间尺度气候异常的机理等
有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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