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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性大陆”观测研究计划介绍及中国参与进展

王　鑫１　王东晓１　ＣｈｉｄｏｎｇＺｈａｎｇ
２
　李崇银３

，４

ＷＡＮＧＸｉｎ１　ＷＡＮＧＤｏｎｇｘｉａｏ
１
　ＣｈｉｄｏｎｇＺｈａｎｇ

２
　ＬＩＣｈｏｎｇｙｉｎ

３，４

１．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热带海洋环境国家重点实验室，广州，５１０３０１

２．Ｒｏｓｅｎｓｔｉｅｌ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Ｍａｒｉｎｅａｎｄ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Ｓｃｉｅｎｃｅ（ＲＳＭＡＳ），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Ｍｉａｍｉ

３．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 大气科学和地球流体力学数值模拟国家重点实验室，北京，１０００２９

４．解放军理工大学气象海洋学院，南京，２１１１０１

２０１６０８０８收稿，２０１６０８１６改回．

１　“海洋性大陆”观测研究计划介绍

海洋性大陆（Ｍａｒｉｔｉｍｅ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以下简称

ＭＣ）是指由中南半岛、菲律宾群岛、印度尼西亚群

岛、新几内亚岛等众多岛屿和中国南海及一系列浅

海组成的区域（图１），该地区地处太平洋、印度洋、

亚洲、大洋洲的连接地带，是中国战略构想“海上丝

绸之路”的必经之地。ＭＣ地区特殊的地理位置、复

杂的海陆分布和地形状况，使其成为连接太平洋和

印度洋、地球大气低纬度和中高纬度地区、以及对流

层和平流层的重要纽带，是全球海洋、大气环流系统

中最重要的能量源区之一，对该区域的洪水和干旱

等高影响性事件的预测极具挑战性。

图１　海上丝绸之路示意图

（红色方框内的区域即为海洋性大陆（ＭＣ））

　　ＭＣ地区是最大的赤道大气对流活动中心，对

流凝结释放的巨大能量驱动了全球大气环流，并通

过激发产生罗斯贝波列向高纬度传播（图２）。ＭＣ

地区大尺度的上升运动也是沃克环流上升支的重要

组成部分，而沃克环流年际纬向变动对厄尔尼诺南

方涛动的变化具有重要的影响。当 ＭａｄｄｅｎＪｕｌｉａｎ

振荡（ＭＪＯ）的对流中心在海洋大陆东侧时，ＭＪＯ的

遥相关作用是最强的，但海洋大陆也会阻碍 ＭＪＯ的

东传。海洋大陆深厚的对流活动贯穿整个对流层，

使得该地区成为全球平流层和对流层相互作用最重

要的地区。连接热带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印尼贯穿流

不仅影响两个大洋，而且还影响了全球气候。苏门

答腊岛附近的离岸上升流是区域气候模态———印度

洋偶极子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目前的全球气候

模式和数值天气预报因固有的系统误差限制了在海

洋大陆地区的预报能力，模式无法再现海洋大陆地

区的降水日变化，并夸大了海洋大陆对 ＭＪＯ的屏障

作用，对海洋大陆的降水模拟具有系统的偏小或偏

大的误差，甚高分辨率的模式也很难再现该地区观

测到的降水变化和相关的动力特征。对海洋大陆

区降水，尤其是极端降水事件，预测能力非常有限。

图２　热带海洋大陆天气、气候变化与全球气候系统的联系

（白色椭圆圈代表罗斯贝波列，红色箭头代表印尼贯穿流，

橙色箭头代表东传的 ＭＪＯ，云代表 ＭＪＯ降水中心，

黄色箭头代表平流层和对流层相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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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Ｃ区域的雨量和环流呈现多尺度变化，导致洪水

和干旱等高影响性事件发生。预测这些极端事件需

要综合考虑日变化、天气尺度系统、ＭＪＯ、季风、海

气相互作用等。正确的预测对该区域的社会发展和

经济具有重要的意义。

　　自２０１５年起，在美国迈阿密大学 Ｃｈｉｄｏｎｇ

Ｚｈａｎｇ教授和日本海洋地球科技研究所（ＪＡＭ

ＳＴＥＣ）ＫｕｎｉｏＹｏｎｅｙａｍａ的积极倡导下，包括中国、

日本、印度尼西亚、英国、澳大利亚在内的多个国家

和地区召集组织了“海洋性大陆年”（Ｙｅａｒｓｏｆｔｈｅ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２０１７－２０１，以下简称ＹＭＣ）国

际观测实验计划。该计划将通过在 ＭＣ地区大规模

的站点、航次观测和数值模拟实验，于２０１７—２０１９

年开展以下５个议题的研究：（１）ＭＣ地区的大气对

流状况，（２）上层海洋过程和海气相互作用，（３）平

流层和对流层的相互作用，（４）大气气溶胶，（５）预测

的改进。通过对地球上这个最大群岛的天气、气候

系统的观测，提高对其局地变率及其全球影响的理

解和预报。

２　中国参与

２．１　已有研究基础

ＭＣ地区在中国国防安全、经济发展、气候预估

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中国相关的研究机构和科

研人员很早就关注了该地区，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

成果。在观测方面，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组

织了多次中国南海及 ＭＣ地区上游区—东印度洋的

航次观测；此外，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与斯里

兰卡共建的“中国斯里兰卡联合科教中心”，为研究

ＭＣ地区的天气、气候系统的上游效应提供了稳固

的桥头堡；中国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在 ＭＣ

地区开展了航次观测；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

和中国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在东印度洋和中国

南海地区布放了潜标和浮标。研究内容方面，参与

的相关单位对 ＭＪＯ、季风爆发和模拟、海气相互作

用、耦合模式发展和预报等都已经开展了较长期的

研究工作。这些研究基础为未来中国在 ＭＣ地区开

展研究提供了基础。

２．２　参与的研究机构

目前中国已有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和国

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参与了 ＹＭＣ观测实验。

为了充分发挥并凸出中国在ＹＭＣ中的作用和话语

权，提升中国ＹＭＣ的整体形象，在中国科学院李崇

银院士的倡议下，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分别

于２０１５年１１月和２０１６年３月组织了两次关于

“ＹＭＣ中国”的研讨会，会议邀请了ＹＭＣ的共同主

席ＣｈｉｄｏｎｇＺｈａｎｇ教授以及中国多个相关单位的专

家参与讨论，成立了 ＹＭＣ中国委员会。中国科学

院李崇银院士担任委员会的科学顾问，中国科学院

南海海洋研究所的王东晓研究员和国家海洋局第一

海洋研究所于卫东研究员担任委员会主席，王鑫研

究员、刘琳研究员为委员会秘书长，中山大学杨崧教

授、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张培群研究员、中国科

学院大气物理所凌健、中国气象局广州热带海洋气

象研究所万齐林研究员等担任委员。ＹＭＣ中国委

员会在２０１６年８月北京第１３届ＡｓｉａＯｃｅａｎｉａＧｅｏ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ｏｃｉｅｔｙ年会上组织“ＹＭＣ中国”分会，在

２０１６年８月成都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Ｗｏｒｋｓｈｏｐｏｎｔｈｅ

ＭａｄｄｅｎＪｕｌｉａｎＯｓｃｉｌｌａｔｉｏｎ”上组织“ＹＭＣ中国”分

会。

３　ＹＭＣ中国未来研究重点

ＭＣ地区对中国的意义如此重要，但是中国在

ＹＭＣ中仅仅作为参与国，建立“ＹＭＣ中国”的目的

在于：（１）借助ＹＭＣ的平台，开展为国为民、切合实

际的重大研究；（２）以 ＹＭＣ为平台，开展国际合作

研究，推动开展以中国为主导的国际计划。因此，

ＹＭＣ中国委员会呼吁中国相关部门加大对 ＭＣ地

区的关注，增加科学投入，开展以下相关的科学问题

的研究，从而提高中国的话语权，更好地服务于中国

的“一带一路”战略。提议ＹＭＣ中国未来研究重点

如下：

（１）海洋大气观测：除了目前已开展的航次、浮

标、潜标观测外，在海外建立持续性的海气相互作

用观测站；在ＹＭＣ结束后，期待开展由中国主导的

国际性合作实验，达到与“南海季风实验”一样的国

际影响。

（２）ＭＪＯ活动：研究ＭＪＯ（尤其是ＭＪＯ对流）在

该地区的传播特征、变化规律及其对天气、气候的影

响并提高 ＭＪＯ的预测能力。

（３）季风活动和模拟：研究 ＭＣ地区在整个东

亚、南亚地区季风的爆发、活动及变异机制，提高中

国季风预报预测技巧。

（４）上层海洋环境：研究 ＭＣ地区海洋环境要

素、表层环流及深层环流，探讨 ＭＣ地区的海气相

互作用对对流活动（包括台风）的影响和作用。

（５）数值模式：开发研究 ＭＣ地区的高精度模

式，满足科研和业务的相关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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