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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内容涵盖了中国和东亚季风气候的基本特征%与太平洋和印度洋海温变化相联系的年际 年代际

时间尺度上的气候变率!以及利用我国丰富的代用气候环境指标开展的古代 "特别是全新世以来#气候变

化研究&青藏高原对我国气候形成和变异的影响以及北方干旱化等问题具有显著的中国区域特色!书中为

此专门设立了相应章节进行总结和探讨&同时!在极端气候事件%土壤湿度%未来气候变化情景预测以及

气候变化对农业%水资源影响和适应对策被日益关注的今天!本书还分别介绍了我国学者在上述领域取得

的最新研究成果&

区域气候模式是开展气候变化机理和趋势预测研究的有力工具!本书也介绍了我国发展的区域环境系

统集成模式及其应用效果!以及我国科学家发起的亚洲区域模式比较计划的主要进展&

丛书编委会对本书的编写质量给予了充分肯定!认为该书$(第一次全面系统地向国外读者总结了过

去十年来关于中国区域气候变化的最新研究成果&本书的显著特色之一就是将一系列基于先进科技手段!

如野外实验观测和遥感!以及数值模拟研究等获得的关于区域气候变化的知识进行了有机的综合集成!将

极大地促进我们对中国区域气候变化的认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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