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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简介 

青藏高原素称地球的“第三极”，南邻副热带, 北至中纬度, 

东西跨 25 个经度，平均海拔高度在 4000m 以上，是世界上平均海

拔最高的高原。高原地面强大热源的热力作用，加上其高大地形的

动力作用，其地表特征变化对我国、东亚、南亚乃至北半球的天气

和气候变化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二十余年来研究团队设计和建立

了青藏高原多圈层地气相互作用综合观测系统，并通过利用青藏高

原综合观测试验资料分析、卫星遥感应用、地气过程参数化和数值

模拟等方法，揭示了青藏高原多圈层地气相互作用过程对天气气候

系统变化的影响规律。重要科学发现和社会贡献如下： 

1、青藏高原多圈层地气相互作用综合观测平台建设方面。研

究团队设计并建立了青藏高原气候系统多圈层地气相互作用综合

观测研究平台，为分析高原地气相互作用过程及其变化研究提供了

第一手宝贵观测资料。同时，利用这些观测资料，确定了高原地气

相互作用研究中非常重要的特征参数，为当地天气预报和气候预测

业务水平的提高起到关键作用。首次提出了高原星-地联合观测点

-面结合的多圈层水热过程监测分析新技术，该技术高分辨率量化

系列产品实现了跨行业数据共享。而且为解决多年冻土区气候变化

应对的重大需求，利用综合观测系统的观测发展了高原铁路和公路



路基气象影响多参数融合判识新技术系统。 

2、青藏高原卫星遥感应用研究方面。研发了高原多圈层复杂

点-面结合的卫星遥感-地气相互作用反演新方法，并基于 2001-

2016 年高分辨率卫星遥感资料和多圈层地气作用综合观测站点的

观测数据，首次定量揭示了高原复杂多圈层地表水热状态及其变暖

变湿高分辨时空分布特征。上述关键技术的突破对国家相关高原重

大工程的有效实施及其气候应对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同时建立了

高分西藏分中心，其遥感产品已广泛应用于灾害监测、水源地保护

等领域，为西藏草地和湿地变化、湖泊水域突变等重大突发性灾害

提供了关键的高分辨率卫星影像和分析应对依据，在高原生态安全

屏障和生态文明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3、青藏高原地气过程和水汽数值模拟研究方面。基于新的观

测资料，新的研究思路，通过观测分析、现场试验、动力诊断、数

值模拟和理论研究，提出和优化了一系列研究青藏高原地表热通量

变化机理的参数化方案，在此基础上全面剖析了青藏高原及其周边

区域大气水份循环过程的“源汇”结构特征，进一步完善了高原大

气水分循环对气候变化的响应过程认知。研发了多模式耦合技术，

发展了考虑输送过程中水汽含量变化的水汽通道和源区判识新方

法，研究了高原夏季对流层上层水汽异常分布中的动力作用和影

响，为青藏高原大气水分循环过程及其水资源分配方案的制定提供

了坚实的理论支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