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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流谱模式'

83<IJ

(最近成功地实现了与海洋$海冰等气候分量模式的耦合!形成了"非通量调整#的海 陆 气

冰直接耦合的气候模式系统'

KLM3J8E+

(%在耦合系统中!由于海温$海冰等的分布由预报模式驱动!大气与海

洋$海冰之间引入了相互作用过程!这样大气环流的模拟特征与耦合前会有不同%为分析耦合系统的性能!作者

对耦合前后的模拟结果进行了分析比较!重点是大气模拟特征的差异%结果表明!耦合前$后大气环流的基本特

征相似!都能成功地模拟出主要的环流系统分布及季节变化!但是由于海温和海冰的模拟存在系统性的偏差!使

得耦合后的大气环流受到明显影响%例如耦合后热带海温偏冷!南大洋$北太平洋和北大西洋等中纬度地区的海

温偏高!导致海温等值线向高纬海域的伸展较弱!海温经向梯度减小%耦合后海冰在北极区域范围偏大!在南极

周边地区则偏小%海温$海冰分布模拟的偏差影响到中$高纬低层大气的温度%热带海温偏低!使得赤道地区降

水偏弱!凝结潜热减少!热带对流层中高层温度比耦合前要低!大气温度的经向梯度减小%经向温度梯度的改

变!直接影响到对平均经圈环流及西风急流强度的模拟%尽管耦合系统中海温$海冰的模拟存在偏差!但在亚洲

季风区!耦合后季风环流及降水等的分布都比耦合前单独大气模式的结果合理!表明通过海 气相互作用可减少

耦合前季风区的模拟误差!改善季风模拟效果%比较发现!海温$海冰模拟的偏差!除与海洋模式中经向热输送

偏弱$海冰模式中海冰处理等有关外!也与大气模式中总云量模拟偏低有关%大气模式本身的误差!特别是云$

辐射过程带来的误差!对耦合结果具有极为重要的影响%完全耦合后!这些误差通过与海洋$海冰的反馈作用而

放大%因此!对于
KLM3J8E+

而言!要提高耦合系统的整体性能!除改进各气候分量模式的模拟性能外!需要重

点改进大气模式中的云$辐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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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气候和环境变化是气候系统五大圈层 '气圈$

水圈$岩石圈$冰雪圈$生物圈(相互作用的结果%

要真正掌握气候系统的变化规律!必须立足于研究

大气 海洋 陆地 海冰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可望

胜任此项研究的工具就是耦合各圈层的气候系统模

式%在现阶段!海 陆 气 冰耦合的数值气候系统

模式正日益成为研究当前气候的特征和行为$了解

其过去演变$预测其未来变异的不可替代的$最具

潜力的工具%我国科学家从
#$

世纪
?$

年代开始发

展大气环流模式和海洋环流模式*

"

!

#

+

!

C$

年代初开

始发展海气耦合模式*

!

!

A

+

!

C$

年代末推出了全球海

洋 大气 陆面耦合系统模式 '

LM3J8

(

*

>

!

@

+

%这些

模式系统参加了一系列的国际模式比较计划*

%

"

C

+

%

利用
LM3J8

完成的增强温室效应对全球气候变化

影响的模拟已被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 '

IN&&

(

#$$"

年的科学评估报告所引用*

"$

+

%

进入
#"

世纪的这几年里!国际上气候系统模

式有了很快的发展&在各子系统模式的发展方面!

原来发展相对成熟的大气和海洋模式!其分辨率和

物理过程得到进一步完善!并逐渐发展了大气化学

模式,海冰模式和陆面模式发展迅速!可包含生物

生长过程$碳循环过程等*

"$

+

%在模式耦合技术方

面!以前采用的 "通量订正技术#逐渐被代之以

"非通量订正#的直接耦合技术*

""

+

%从系统工程发

展的角度!模式的模块化$标准化和并行化成为气

候系统模式的主流技术发展方向,基于耦合器框架

来集成不同专业$不同研究团体开发的各气候系统

子模式!构建完整的气候系统模式乃至地球系统模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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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已成为当前国际上气候系统模式发展的趋

势*

"#

+

%

与国际上气候系统模式的发展同步!最近几

年!我国$特别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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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J38L

(气候系统模式的发展也很快*

@

!

"!

+

!如对

J38L

的
LM3J8

大气模式分量
S">JC

进行了不

断的发展完善!不仅提高了其水平和垂直分辨率!

模式的物理过程也得到了改进!同时还在模式标准

化$模块化$并行化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形成了

新的大气环流谱模式'

83<IJ

(

*

"A

!

">

+

%最近!以发

展直接耦合模式方面的前期积累为基础*

"!

+

!在

J38L

相关课题组的共同努力下!利用
;&3S

&&8<#

的耦合器!实现了
83<IJ

与海洋$陆面$

海冰等模式的耦合!形成了海 陆 气 冰 "非通量订

正#的直接耦合的气候系统模式
KLM3J8E+

*

"@

+

%

KLM3J8E+

是
J38L

格点大气模式对应的耦合气

候系统模式
KLM3J8E

H

的姊妹版本#

%对
83<IJ

的模拟性能已有了初步的分析评估*

"%

!

"?

+

%本文将

对单独大气模式
83<IJ

的运行结果和完全耦合后

的结果进行比较!目的是分析耦合系统的模拟性

能!重点是耦合系统中大气与海洋$海冰等相互作

用过程的引入对大气环流模拟性能的影响%通过对

耦合前后模拟差别原因的分析!为进一步改进耦合

系统的模拟性能提供依据%

#

俞永强!王斌!等
=J38L

)

I3N

第四代气候系统模式&版本
KLM3J8E

H

=#$$>

'私人通信(

本文第
#

节给出大气模式
83<IJ

和耦合系统

模式
KLM3J8E+

的简要介绍!第
!

节对耦合前后的

模拟结果作分析比较!最后给出本文的结论和讨

论%

@

!

模式简介

83<IJ

是在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

J38L

发展改进的大气环流气候谱模式!其最早的

版本系由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引入!分辨率为

S">JC

*

"C

+

%经过多年的发展!在模式的动力过程$

物理方案方面做了许多调整!如引入参考大气$与

简化的简单生物圈陆面模式 '

88(B

(耦合等*

#$

+

%近

年来提高了其水平和垂直分辨率!并从模式的标准

化$模块化$并行化的要求对模式作进一步的发

展,特别是通过模块化过程!对不同的物理过程可

引入多个处理方案!这样可以在同一个模式框架下

方便地实现不同方案的比较*

"A

!

">

+

%

对
83<IJ

的基本模拟特征已有了初步的分

析*

"A

!

">

!

"%

+

!模式对亚洲季风也有较好的模拟能

力*

"?

+

%本文中运行的模式版本与上述模式相比!

运行是基于耦合器框架%除了运行方式不同外!陆

面模式也不同%这里的陆面模式采用美国大气研究

中心的通用陆面模式 '

;&3S&J<

(!原来的大气

模式中耦合的陆面模式是
88(B

*

#"

+

%对于因不同陆

面模式引起的差别!包庆等*

##

+从感热通量$潜热通

量$降水等方面做了分析!发现采用
&J<

后!模式

的模拟性能有明显改善%另外在辐射过程中!为实

现耦合系统总的能量收支平衡!对云参数过程中的

云冰光学厚度参数做了适当的调整%本文中耦合前

后的大气模式完全相同!例如采用的物理参数化方

案$云冰光学厚度参数的选择等%模式中对流过程

采用
V(*W4_*

质量通量方案*

#!

+

,云是
81()

H

-

诊断云

方案*

#A

+

!低云处理采用基于统计云的参数化方案,

边界层处理是
U-14+10

H

的非局地边界层参数化方

案*

#>

+

%

KLM3J8E+

是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

J38L

发展的 "非通量调整#$直接耦合的气候系

统模式 '

KLM3J8

(的谱大气模式版本!它包括了

大气$海洋$海冰$陆面等分量模式!四个分量模

式通过耦合器联系在一起%

KLM3J8

的研制是

J38L

多个课题组共同合作的成果%首先是基于

;&3S

的气候系统模式
&&8<#

*

#@

+

!将其中的海洋

模式替换为
J38L

发展的海洋模式*

#%

+

!形成

KLM3J8

的一个实验版本*

"!

+

,随后!将该试验版

本的大气模式分量!替换为
J38L

)

I3N

大气环流

谱模式
83<IJ

!从而形成
KLM3J8E+

%该气候系

统模式耦合框架的核心是
;&3S

气候系统模式耦

合器的第五版本 '

7

6

1>

(%通过 "耦合器#这一灵活

工具!气候系统各个分量模式之间可以实现 "插拔

方式#的运行*

"#

+

%

KLM3J8E+

中大气分量
83<IJ

的分辨率为
SA#J#@

,海洋分量为基于
J38L

)

I3N

第三代大洋环流模式
J!$V@!

*

#?

+

$新近发展的高分

辨率版本
JI&M<

*

#%

+

!采用的水平分辨率为
"ab"a

!

垂直方向分为
!$

层%陆面和海冰模式!则依然保

持为
&&8<#

中的陆面模式
&J<

和海冰模式

A$#

大
!

气
!

科
!

学

&'()*+*,-./)01-234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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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I<A

%该版本被
J38L

)

I3N

正式命名为
KLM3J8E

+":$

*

"@

+

%

A

!

耦合前后积分结果的比较

海气耦合前后大气模式的运行都是基于耦合

器%其差别是!耦合前的大气模式积分中!海洋和

海冰采用观测海洋和观测海冰模式!即用气候平均

的海温和海冰分布,耦合后的模式积分!海温和海

冰采用模式预报结果%进行海 气耦合前!只包含

"陆 气耦合过程#的模式积分了
>$

年!得到 "大气

和海洋未耦合#的积分结果,进行海 气耦合后!包

含完整的 "海 陆 气 冰#耦合过程的模式积分了

#$$

年!得到 "完全耦合#后的结果%耦合积分过

程大气和海洋的初始场!分别是气候海温和气候大

气强迫条件下的多年积分结果%该耦合气候系统模

式目前已稳定运行
#$$

年以上!从结果看虽然深层

海温仍处于调整过程中!但全球平均表层海温在经

过大约
">

年积分后即基本达到了气候平衡态!不

存在明显的线性漂移趋势!表明耦合模式在控制气

候漂移趋势方面是成功的 '图略(%本文分别取耦

合前第
!"

"

>$

模式年和耦合后第
"$"

"

"#$

模式年

各
#$

年的月平均结果进行对比分析%为方便讨论!

本文将耦合前的结果简称为 "

83<IJ

#!将耦合后

的结果简称为 "

KLM3J8

#%重点对冬$夏两季的

季节平均分布特征作比较%

AB?

!

海气耦合前后模拟的海温和海冰

对大气模式而言!耦合前后的差别!主要在于

海温$海冰等外强迫场的分布不同%从耦合前后海

温季节平均分布 '图略(看!两者的主要特征一致!

热带暖水区的季节变化也与观测一致,但是在强度

上!西太平洋暖池区的海温偏冷%图
"

是冬季和夏

季
KLM3J8

与
83<IJ

表面温度的差值%由于耦

合前海温是气候观测值!因此两者的差值!实际上

反映的是耦合系统所模拟的海温偏差$及由此对陆

表气温的影响%从图
"

上给出的全球范围平均温度

偏差值可看到!耦合后冬季温度平均偏冷
"Z

左

右!夏季仅偏冷
$:!AZ

,而且海洋上大部分范围温

度偏差值在
!Z

以下!因此耦合后海温模拟与实况

基本接近%但也可看到一些明显的偏差!如在中高

纬北半球温度总体偏冷!南半球则偏暖,在热带无

论是冬季还是夏季!耦合后的海温都系统性偏低,

热带太平洋温度偏低的幅度可达
!Z

以上%热带海

温的偏低与大气模式的云辐射过程有关!云量模拟

的误差!使得到达热带海表的净热通量偏低 '图

略(%在北太平洋 "黑潮#区海温冬$夏则一直偏

暖!在西部接近大陆的最大中心偏暖
%Z

以上!这

使得太平洋上的经向温度梯度减弱%在南半球中纬

度!无论冬夏季节海温也是偏暖的%从以前单独大

气模式的积分结果分析*

#C

+

!模拟的总云量偏低是

该模式存在的问题%将耦合后的总云量与卫星观测

资料比较 '图略(!全球平均总云量模拟值约为

AAc

!而观测为
@@c

!因此模拟值偏低约两成%从

空间分布看!差别最大的区域正位于南$北半球中

纬度洋面上!与图
"

中海温正偏差的分布区域一

致%因此!模拟的中纬度海温偏高与大气模式模拟

的云量偏少$到达海面的净太阳辐射偏多有关%

在高纬度海洋上温度差别也很明显%冬季北极

附近温度偏低
"$Z

以上!夏季南半球南极大陆的

边缘温度也偏低
"$Z

左右%这可能是由于在

83<IJ

中海冰分布为气候观测值!表层温度则根

据热传导方程计算!而在
KLM3J8

中!海冰分布

是由海冰模式预报!海温则是海洋模式预报%两者

海冰范围的不同及不同的海温计算方案导致温度相

差较大%分析表明!耦合模式模拟的海冰范围明显

偏大 '图略(,当用气候场强迫海洋模式时可看出

海洋模式的极向热输送偏弱!而这可能仍是导致耦

合模式中冬季海冰偏多的主要原因*

"@

+

%夏季北极

附近及冬季的高纬度洋面上温度的偏暖!与云辐射

过程的影响有关%

图
"

也表明!耦合前后采用的陆面模式虽然相

同!但陆面温度的差别也比较明显%特别是冬季欧

洲大陆上耦合后温度偏冷
>Z

以上,在夏季偏冷的

范围变小!但在欧洲西部仍偏冷
>Z

以上%注意到

北大西洋高纬海域!模拟的海温冬夏都明显偏冷!

这可能是导致其下游大陆上温度偏低的原因之一%

由于南半球洋面上温度普遍偏高!使得南极大陆耦

合后无论冬夏季节!温度都偏高
!Z

左右!南半球

整体偏暖%因此!陆面温度的差异!明显地受周围

海温的影响,此外!从后面的结果中可以看到!它

也与降水和大气环流差异有关%

AB@

!

海气耦合前后模拟的降水

耦合前后海温$海冰分布的不同!直接影响到

大气低层的温度结构!对降水的模拟也产生影响%

图
#

是耦合前后冬$夏季纬向平均降水随纬度的分

>$#

#

期
!

;-:#

王在志等&大气环流模式 '

83<I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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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KLM3J8

与
83<IJ

季节平均表面温度差 '单位&

Z

(&'

0

(冬季,'

\

(夏季%等值线间隔&

#Z

,斜线区差值小于
d!Z

!点线区差值

大于
!Z

K(

H

:"

!

8*0+-)015*0)+./207*4*5

6

*/04./*W(22*/*)7*

'

Z

(

-2KLM3J85().+83<IJ2-/G()4*/

'

0

(

0)W+.55*/

'

\

(

:V'*7-)4-./()4*/Y01

(+#Z

,

4'*W(22*/*)7*.)W*/d!Z(+'047'*W

!

0)W4'040\-Y*!Z(+W-44*W

布!作为比较!还给出了观测的降水分布*

!$

+

%从降

水的纬向平均分布看!耦合前热带地区降水比观测

强!特别是冬季南半球降水和夏季北半球降水偏强

比较明显%耦合后!由于热带地区海温偏低!对流

活动减弱$降水减少!使得降水最大值反而与观测

接近%耦合前后中纬度地区的降水也有明显变化%

中纬度降水属于锋面系统性降水!其强度与锋面强

度!即温度梯度直接相关%从前文的海温分布$以

及后文将给出的大气温度分布看!耦合后南北温度

梯度都减弱!这造成冬季北半球和夏季南半球降水

都有所减少!与观测相比明显偏弱%在降水的空间

分布 '图
!

(上!耦合模式能够成功地模拟出主要

的降水分布特征!如赤道辐合带'

IV&P

($南太平洋

辐合带'

8N&P

($欧亚大陆东部和北美大陆东部的

中纬度降水带等!而且其季节变化特征亦与观测接

近 '图
!0

$

7

(%与耦合前单独大气模式模拟的降水

比较!耦合后沿赤道的辐合性降水减少!特别是在

太平洋中部!降水减少在
"$55

)

W

以上!而澳大利

亚北部的降水则增加!使得原来的
8N&P

位置西移

'图
!\

$

W

(!降水强度则与实况更接近!这和前面

降水的纬向平均结果是一致的%对赤道太平洋降水

的模拟!目前气候系统模式共同存在的最大问题是

@$#

大
!

气
!

科
!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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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纬向平均降水随纬度的分布 '单位&

55

)

W

(&'

0

(冬季降水,'

\

(夏季降水

K(

H

:#

!

J04(4.W()01W(+4/(\.4(-)-2F-)015*0)

6

/*7(

6

(404(-)

'

55

)

W

(

2-/G()4*/

'

0

(

0)W+.55*/

'

\

(

出现虚假的 "双
IV&P

#

*

!"

+

!即有两个
IV&P

分别居

于赤道两侧%但从本文结果看!无论是冬季还是夏

季!耦合前后都不存在 "双
IV&P

#现象!而且耦合

后降水大值区西移!其分布比耦合前更合理%在印

度洋上!冬季降水基本是增加的!在夏季则主要是

减少%另外!赤道以北的非洲和美洲大陆地区!夏

季降水明显增加!表明海气耦合过程对主要季风区

降水都有明显影响%

在夏季亚洲季风区!耦合前在中国东部沿海$

孟加拉湾$印度半岛出现的强降水分布与观测一

致!但中心值比观测强,在西太平洋上由于受过强

的季风槽影响!雨区偏北偏强!而南印度洋至印度

尼西亚附近的降水则偏弱 '图略(%这些特征与采

用陆面模式
88(B

时的情形类似*

"A

!

">

+

%耦合后西太

平洋降水明显减少!在印度半岛$孟加拉湾的降水

中心强度有所减小 '图
!W

(!但降水中心依然很清

楚 '图
!7

(%在亚洲大陆东部!沿海降水增加!由我

国西南向东北延伸的季风降雨带分布更清楚%因

此!耦合后亚洲季风区的降水分布更合理%

K.

等*

!#

+对有$无海气耦合过程的结果进行了比较!认

为耦合前大气模式的误差导致模拟的降水不合理!

耦合后大气模式的误差通过海气相互作用的调整!

使气候分布达到新的平衡态%调整虽然使耦合后的

海温分布与实况产生一定的差别!但也使大气中原

来较大的偏差减少!降水分布更合理%从后面的环

流分析看!调整对季风环流的模拟也是有益的%

ABA

!

海气耦合前后模拟的环流场

图
A

给出耦合后纬向平均温度与耦合前差别的

纬度 垂直分布剖面%可以看到!低层的温度分布

明显受下垫面的影响%如热带地区温度偏差较小!

偏冷幅度为
#Z

左右,南半球中高纬度温度偏暖在

!Z

以上,最大的偏冷位于冬季北极附近!偏冷达

到
">Z

左右!到夏季偏冷则不明显!甚至表现为

弱的偏暖%这与前面给出的表面温度的分布特征一

致 '图
"

(%下垫面温度分布的影响!在高纬度可以

延伸到对流层中部!使得南半球中高纬
>$$'N0

以

下的温度都整体偏暖!冬季北极附近
>$$'N0

以下

的温度则偏冷
AZ

左右%但在热带及副热带对流层

中部!其温度分布则主要受降水减少$凝结潜热加

热偏弱的影响 '图
#

(!耦合后温度降低%温度负值

中心所在纬度也与降水差值一致!冬季位于南半

球$而夏季位于北半球%夏季北半球温度偏低可达

@Z

!这也与夏季赤道以北降水偏差较大的特征一

致 '图
#\

(%另外!根据吴国雄等*

!!

+和刘屹岷*

!A

+的

研究!对流凝结加热在对流层高层产生 "过流#!

在那里产生冷中心%因此图
A

中由于降水减少!对

流层高层出现了暖中心%南北方向上海气耦合后热

带地区的温度偏低!使得大气温度的经向梯度减

弱%

热带降水的差别对平均经圈环流的影响也很明

%$#

#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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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在志等&大气环流模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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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气耦合前后性能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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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图
>

是耦合前后经圈流函数的纬向平均差值分

布%无论是冬季还是夏季!差异大值区都位于热带

图
!

!

季节平均降水分布 '单位&

55

)

W

(&'

0

(

KLM3J8

冬季平均降水,'

\

(

KLM3J8

与
83<IJ

冬季降水差值,'

7

(

KLM3J8

夏季平均降

水,'

W

(

KLM3J8

与
83<IJ

夏季降水差值%等值线间隔&

#55

)

W

,斜线区差值小于
dA55

)

W

!点线区差值大于
A55

)

W

K(

H

:!

!

8*0+-)015*0)

6

/*7(

6

(404(-)

'

55

)

W

(

-2KLM3J8

'

0

(

0)W4'*W(22*/*)7*-2KLM3J85().+83<IJ

'

\

(

2-/G()4*/

!

0)W4'04-2

KLM3J8

'

7

(

0)W4'*W(22*/*)7*-2KLM3J85().+83<IJ

'

W

(

2-/+.55*/:V'*7-)4-./()4*/Y01(+#55

)

W

!

4'*W(22*/*)7*.)W*/dA55

)

W(+'047'*W

!

0)W4'040\-Y*A55

)

W(+W-44*W

地区!表明热带降水差异对平均环流有直接的影

响%赤道附近降水的偏差在夏季比冬季大!使得夏

季流函数的差值比冬季大%冬季降水差别主要位于

赤道附近'图
>0

(!而赤道以南流函数增加$赤道以

北流函数减少!这与降水减少$垂直上升运动减弱

一致%夏季降水差别主要位于赤道以北 '图
>\

(!

因此流函数主要在赤道以北增加!减弱了耦合前的

平均经向环流%与季节平均流函数的分布相比 '图

略(!在副热带及中高纬地区!流函数差值场基本

与平均场反号!因此!耦合后的平均经圈环流总体

减弱%这也与前面指出的海温经向梯度偏弱$大气

温度经向梯度偏弱的特征一致%

在耦合前后
#$$'N0

势函数的差值图 '图略(

上可以看到!其辐散$辐合中心与降水差值有着很

好的对应关系%如在冬季!辐散中心主要位于赤道

印度洋$并向东延伸至澳大利亚北部!降水相应增

加,在赤道以南的中太平洋上为强的辐合差值区!

降水相应减少%在夏季!大的辐散区主要位于热带

印度洋西部!并向西延伸至大西洋西部,而强的辐

合中心则位于西太平洋%在
#$$'N0

平均纬向风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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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
!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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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续(

K(

H

:!

!

'

&-)4().*W

(

'图略(上!耦合前后中纬度西风急流的位置和强

度一致!且都能反映副热带急流冬季强$夏季弱的

基本特征%但由于温度经向梯度的差别 '图
A

(!海

气耦合后!中纬度西风急流的强度比耦合前有所

减弱 '图
@0

$

\

(!南半球急流强度减少超过
">5

)

+

%在热带地区!冬季 '图
@0

(印度洋上东风加强!

太平洋上西风加强!表明印度洋及西太平洋纬向环

流加强!与冬季印度洋到西太平洋赤道以南地区降

水的增加一致 '图
!\

(,在夏季 '图
@\

(印度洋及

西太平洋上空西风加强$中东太平洋上空东风加

强!表明两大洋上沿赤道的
O01_*/

环流强度都减

弱$或对流位置西移!这与夏季降水的分布特征一

致 '图
!W

(%

在
?>$'N0

平均纬向风分布图 '图略(上!耦

合前后冬$夏季
?>$'N0

纬向风的主要特征都能得

到较好的模拟%冬季南$北半球的热带东风和中纬

度西风!以及亚洲大陆和北美大陆的西风急流等的

模拟!耦合前后一致%在夏季!北半球西风带的北

跳和减弱!南半球中纬度西风带的大值区等季节变

化特征!耦合前后都能得到较好的模拟%但同时亦

存在差别!从图
@

中给出的耦合前后
?>$'N0

纬向

风的差值分布看!冬季 '图
@7

(在亚洲大陆以东!

西风减弱!而沿
@$a;

西风则加强!因此耦合后中

纬度西风急流强度偏弱$位置偏北%南半球中纬度

西风急流无论冬$夏!强度都减弱%在热带地区!

耦合前后纬向风的差值与高层
#$$'N0

的差值分布

C$#

#

期
!

;-:#

王在志等&大气环流模式 '

83<IJ

(海气耦合前后性能的比较

O3;LP0(EP'(*401=3&-5

6

0/(+-)-24'*345-+

6

'*/(7&(/7.104(-)+8(5.104*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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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A

!

KLM3J8

与
83<IJ

纬向平均温度差值纬度 高度剖面 '单位&

Z

(&'

0

(冬季,'

\

(夏季%等值线间隔&

"Z

,斜线区差值小于
d#Z

!

点线区差值大于
#Z

K(

H

:A

!

J04(4.W*E'*(

H

'47/-+++*74(-)-2F-)015*0)4*5

6

*/04./*W(22*/*)7*

'

Z

(

-2KLM3J85().+83<IJ2-/G()4*/

'

0

(

0)W+.55*/

'

\

(

=

V'*7-)4-./()4*/Y01(+"Z

!

4'*W(22*/*)7*.)W*/d#Z(+'047'*W

!

0)W4'040\-Y*#Z(+W-44*W

图
>

!

KLM3J8

与
83<IJ

平均经圈流函数的差值分布 '单位&

"$

C

_

H

)

+

!斜线区差值为负(&'

0

(冬季!等值线间隔为
>b"$

C

_

H

)

+

,'

\

(夏

季!等值线间隔为
#$b"$

C

_

H

)

+

K(

H

:>

!

J04(4.W*E'*(

H

'47/-+++*74(-)-2+*0+-)015*0)5*/(W(-)01+4/*052.)74(-)W(22*/*)7*-2KLM3J85().+83<IJ2-/G()4*/

'

0

!

4'*

7-)4-./()4*/Y01(+>b"$

C

_

H

)

+

(

0)W+.55*/

'

\

!

4'*7-)4-./()4*/Y01(+#$b"$

C

_

H

)

+

(

:V'*)*

H

04(Y*0/*0(+'047'*W

几乎相反!表明热带环流响应的斜压性特征%

从图
@W

可以看到!在亚洲季风区!从阿拉伯

海向东至西太平洋为显著的东风异常,其与在我国

大陆东部从西南向东北延伸的西风加强区!形成一

个从南海到西太平洋的反气旋性环流%该反气旋环

流反映了耦合后西太平洋降水减少 '图
!W

(!凝结

潜热加热减少引起的大气
L(11

响应态%耦合后的

西风强度减弱!从印度洋$孟加拉湾向东输送的水

汽减少!导致印度$孟加拉湾及西太平洋地区降水

进一步减少!而我国大陆东部的西风加强!亦使得

我国东部沿岸地区的水汽输送增加$降水增多%同

时西太平洋上的西风减弱有利于海温增暖!这样通

过海气相互作用的反馈过程!使气候系统达到新的

平衡%在比较多个模式对亚洲夏季风的模拟能力

时*

C

+

!根据对降水的模拟情况将模式分为两类%从

本文的降水结果来看!

83<IJ

应属于西太平洋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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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KLM3J8

与
83<IJ

平均纬向风的差值&

#$$'N0

冬季 '

0

(和夏季 '

\

(!等值线间隔为
>5

)

+

!斜线区差值小于
d"$5

)

+

!点线区差

值大于
>5

)

+

,

?>$'N0

冬季 '

7

(和夏季 '

W

(!等值线间隔为
#5

)

+

!斜线区差值小于
d@5

)

+

!点线区差值大于
A5

)

+

K(

H

:@

!

8*0+-)015*0)F-)01G()WW(22*/*)7*-2KLM3J85().+83<IJ

&

04#$$'N02-/G()4*/

'

0

(

0)W+.55*/

'

\

(!

4'*7-)4-./()4*/Y01(+

>5

)

+

!

4'*W(22*/*)7*.)W*/d"$5

)

+(+'047'*W

!

0)W4'040\-Y*>5

)

+(+W-44*W

,

04?>$'N02-/G()4*/

'

7

(

0)W+.55*/

'

W

(!

4'*7-)4-./()E

4*/Y01(+#5

)

+

!

4'*W(22*/*)7*.)W*/d@5

)

+(+'047'*W

!

0)W4'040\-Y*A5

)

+(+W-44*W

图
%

!

KLM3J8

与
83<IJ

夏季平均海平面气压的差值 '单位&

'N0

(%等值线间隔为
#'N0

!斜线区差值小于
dA'N0

!点线区差值大于
A'N0

K(

H

:%

!

V'*+.55*/5*0)+*01*Y*1

6

/*++./*W(22*/*)7*

'

'N0

(

-2KLM3J85().+83<IJ:V'*7-)4-./()4*/Y01(+#'N0

!

4'*W(22*/*)7*.)E

W*/dA'N0(+'047'*W

!

0)W4'040\-Y*A'N0(+W-44*W

水偏多的一类!在环流场上表现为西太平洋副热带

高压强度偏弱$位置偏东%图
%

给出了耦合后夏季

海平面气压场与耦合前的差值!可以看到在西太平

洋地区差值场为正值!这也与
L(11

响应分布一致!

""#

#

期
!

;-:#

王在志等&大气环流模式 '

83<IJ

(海气耦合前后性能的比较

O3;LP0(EP'(*401=3&-5

6

0/(+-)-24'*345-+

6

'*/(7&(/7.104(-)+8(5.104*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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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考虑海气耦合过程后!模式中的副热带高压强

度加强$位置亦西伸!这使得耦合后的亚洲季风区

降水分布更加合理!与实况也更接近%

C

!

结论与讨论

通过对海气耦合前后模式结果的比较!可以得

到以下结论&

'

"

(耦合系统模拟的海温$海冰分布的主要特

征与观测接近!但也有明显偏差%主要是热带区海

温偏冷!南半球和北太平洋海温偏暖!大西洋北部

海温则偏冷,耦合后北极地区海冰的分布范围偏

大!南极周边海域的海冰分布则偏少%

'

#

(耦合前后大气的基本气候特征相似!都能

模拟出主要的环流系统分布及其季节变化,但由于

海温$海冰分布的偏差!耦合前后大气环流亦存在

差别%

'

!

(耦合后热带海温模拟的偏低!使得热带对

流减弱降水减少%由于耦合前模拟的降水比观测偏

多!这就使得耦合后热带降水的强度及分布反而更

接近观测%热带降水偏少!使得凝结潜热加热减

弱!导致耦合后对流层中高层偏冷!大气的经向温

度梯度减小%

'

A

(耦合后大气温度经向梯度的减小!使得平

均经向环流$中纬度西风急流等也减弱!对冬半球

中纬度锋面性降水也有明显影响,耦合后降水差异

对热带环流有明显的影响!且高$低层环流的响应

表现为斜压性特征%

'

>

(对亚洲夏季风的模拟!耦合后低层西风减

弱!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强度加强$位置西伸!从

印度半岛西部$孟加拉湾到西太平洋的降水减少!

我国东部降水增加%虽然耦合后海温与观测有偏

差!但由于海气相互作用过程的引入!使得亚洲夏

季风降水的分布整体上更加合理!亦更接近实况%

对于大气而言!耦合前后的差别主要是海温$

海冰下垫面分布的不同引起的!分析表明!从进一

步提高耦合系统性能的角度看!有必要提高分量模

式的性能%在极向热带输送的模拟方面!未来的改

进工作重点应放在海洋模式上!而海冰的模拟对两

极温度影响亦很大%南半球中纬度海温及北太平洋

海温偏暖!则明显与大气模式总云量模拟偏少有关!

因此!云 辐射过程是未来大气模式的改进重点%

分析中也可以看到!海气耦合前海温$海冰给

定的是气候平均值!大气与海洋$海冰之间的作用

是单向的!大气模式的误差对大气本身就没有反

馈,而耦合后大气模式模拟的偏差!对海温$海冰

的分布产生的影响!进而反馈到大气的模拟!这样

通过海气相互作用过程!使得耦合前后的大气环流

表现出明显的差别%在 "非通量调整#的直接耦合

模式中!决定耦合系统性能的能量之源来自大气模

式!特别是大气模式中的云$辐射过程!直接影响

到海洋$海冰分量模式的能量收支%因此!改进大

气模式的云 辐射过程!对于提高整个耦合系统的

模拟性能极为重要%目前的耦合系统尽管在季风环

流$季风降水等的模拟方面有所改善!但从提高整

个系统的性能$发展一个 "完美#的气候系统模式

的目标上看!继续持之以恒地付出长期的努力是非

常必要的%

致谢
!

感谢刘海龙博士在
JI&M<

海洋模式的研制$俞永强博士在

"ab"a

海洋模式版本的调试及其耦合的重要前期工作$王斌研究员

在
J38L

第四代气候系统模式不同版本发展工作中的组织和协调%

本文计算工作!得到了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计算信息科学中

心的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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