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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多因子异常机理及对东亚气候年际变率协同影响研究”

课题启动会在南京召开

2019 年 3 月 19日，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重点专项“东亚季风气候年际预测理论与方法研究”

第二课题“海洋多因子异常机理及对东亚气候年际变率协同影响研究”（负责人：张文君教授；

课题编号：2018YFC1506002）启动会议在南京召开。北京师范大学李建平教授，中科院大气物

理研究所段安民、毛江玉和丁瑞强研究员，复旦大学吴志伟教授，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管兆勇、

何金海、郭品文、徐海明和罗京佳教授等专家应邀出席了会议。项目负责人任宏利研究员、承

担课题研究任务的 7位课题骨干以及来自国家气候中心、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等单位的课题组成

员及相关学者参加了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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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现场

团队学术带头人张文君教授首先介绍了团队成员以及项目第二课题需要完成的考核指标，

宣布启动会正式召开。随后，团队成员围绕课题主题作了前期基础的精彩汇报，并对未来工作

做了重点展望。张文君教授主要讲述了研究海洋多因子异常机理及对东亚气候年际变率协同影

响的方法和理论模型；智海教授分享了太平洋、印度洋盐度在海气相互作用中的重要作用；祁

莉教授主要汇报了海洋多因子的时空变异特征，帮助我们理清不同海洋因子之间相互作用的物

理过程；陆波副研究员介绍了印度洋海温变异机理及其与太平洋海温的相互作用和气候影响问

题；范伶俐副教授讲述了由于 ENSO 的多样性以及多海洋各因子相互作用对华南前汛期降水预报

产生的影响。陈林教授介绍了全球变暖背景下 ENSO 强度的变化机理；耿新讲师讲述了运用非平

稳响应归因法研究 ENSO 和东亚季风关系年代际变化的机理。

与会专家认真听取了上述介绍和汇报，并对项目所涉及的科学问题和实施方案提出了宝贵

的意见和建议。例如，何金海教授为本课题梳理了三条研究思路：即要明确哪些信号能够用于

东亚气候年际变率的预测，这些信号的影响过程是怎样的？以及如何利用这些信号进行预测？

徐海明教授指出，本课题的基础意义非常重要，需要明确重点，此研究要注意线性和非线性的

协同作用。丁瑞强研究员、罗京佳教授和郭品文教授则强调了要注意三大洋协同作用的研究。

其他专家也从各个方面与课题研究人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最后李建平教授做了总结发言，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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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本课题研究具有重要科学意义和社会意义，但研究思路偏多，重点不够突出的问题，实际上

只要解决一部分就很棒了，具体是哪部分还需要第二课题几位成员进一步去凝练。

最后，项目负责人任宏利研究员和课题负责人张文君教授分别对启动会作了总结，并对专

家的意见建议进行了归纳，明确了下一步各专题的工作重点，制定了更详细的工作计划。勉励

课题参加人员能够加强交流，认真工作，注重质量，紧扣研究主题，并密切联系其它专题，使

整个课题的研究成果内容完整而又特色鲜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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