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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过去的近 2 年中，基于站点观测、再分析数据、卫星遥感和数值模式等手

段，我们在青藏高原能量和水分循环方面取得了如下研究进展： 

1.外场观测：a）建成了青藏高原地气间水热交换立体综合观测研究平台。建成了

包含 27 个地气相互作用综合观测站（大气边界层塔群系统、涡动相关观测系统）、

10 套微波辐射计和 5 套无线电探空系统、3 个土壤温湿度观测网、11 个地气相

互作用观测点和 10 套风吹雪仪等组成的“青藏高原地气间水热交换立体综合观

测研究平台”。该平台可实现青藏高原近地层和对流层多要素、全天候的综合集

成观测，为区域及其周边地区天气监测与预报、灾害性天气预警及气候环境预测

等提供综合观测数据、研究基础和决策依据。b）精确计算得到了多年青藏高原

月平均的蒸散发量。基于科考建成的第三极地区多圈层地气相互作用立体综合观

测网络体系的长期连续观测资料，利用改进的 SEBS 模型，结合 MODIS 卫星遥

感数据和再分析数据，计算得到了 2001~2018 年青藏高原月平均的蒸散发量，并

利用 6 个湍流通量站的观测数据验证了。新的研究结果表明，青藏高原平均年蒸

散发总量（2001-2018）为 1.238±0.058 万亿吨，但其年变化趋势存在很大的空间

差异性。同时发现高原蒸散发量在其东部增加，西部减少，但整体呈减少趋势。 

2.遥感：利用国产 FY-4A/AGRI 卫星数据，发展了一套青藏高原地表特征参数反

演方法和地表通量估算方案，建立了小时分辨率的地气通量资料，揭示了地表温



度和地表湍流通量的时空特征。 

3.再分析资料：揭示了青藏高原夏季大气热源年代际变化特征。基于 1979-2019

年期间的 5 种再分析数据集，分析了青藏高原地区夏季大气热源年代际变化特征

及其与欧亚大陆丝绸之路遥相关之间的关系。这项研究工作的开展，揭示了青藏

高原夏季大气热源年代际变化特征，加深了青藏高原动力和热力作用对夏季大气

热源影响的认识。 

4.数值模拟：青藏高原强降雪过程发展和演变机制的理解。通过采用物理量定量

诊断与 WRF 模拟相结合的综合分析方法，系统分析了青藏高原一次大尺度强降

雪过程的环流背景、水汽条件、热力条件和动力条件。该研究不仅加深了青藏高

原强降雪过程发展和演变机制的理解，并为准确预报青藏高原地区短期强降雪和

发展可持续畜牧业提供了理论参考和科学依据，达到提高防灾减灾能力的目的。 

5.培养气候和环境领域的年轻科学家。一位博士研究生前往屯特大学进行龙计划

联合培养。毕业研究生 5 名（其中博士 2 名、硕士 3 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