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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科學院地學部吳國雄院士簡歷 
 

 

吳國雄，大氣動力學和氣候動力學家。1943 年 3 月 20 日生於廣東潮陽。1966 年畢業

于南京氣象學院。1983 年獲英國倫敦大學理學博士學位。中國科學院大氣物理研究所

研究員。1997 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2012 年當選為英國皇家氣象學會榮譽會士

(Honorary Fellow)曾任大氣科學和地球流體力學數值模擬國家重點實驗室主任、國際

氣象和大氣科學協會(IAMAS)主席。現任國際科學聯盟(ICSU)執行局委員。 

提出濕傾斜渦度發展理論(SVD)和全型垂直渦度方程，揭示青藏高原西南渦和夏季江淮流域的暴雨發展機理以及副熱帶

高壓形態變異成因。拓展青藏高原氣候動力學研究，把亞洲季風爆發分為三個階段，證明由於中高緯度的強地轉性和

斜壓性使其海氣相互作用特徵與熱帶顯著不同。用數值模式提出厄爾尼諾影響颱風的機制。代表作有 A GCM 

simul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ropical-storm formation and ENSO、Vertical vorticity development 

owing to down-sliding at slantwise isentropic surface、Tibetan Plateau Forcing and monsoon onset in South 

Asia and Southern China Sea、《副熱帶高壓形成和變異的動力學問題》和《熱力適應、過流、頻散和副高 I.熱力適

應和過流》。1992 年獲中國科學院科技進步獎一等獎、2007 年獲國家自然科學獎二等獎，2014 年獲陳嘉庚科學獎。 

 

講座題目 

 

 
Impacts of the Tibetan Plateau on the Formation and Variability of the Asian Summer Monsoon 

 

報告圍繞青藏高原影響亞洲夏季風的形成、亞洲夏季風爆發過程、東亞夏季風的低頻和年代際變化等問題介紹了該領

域最新研究動態和未來發展趨勢。 

亞洲季風區孕育著全球 60%以上的人口，蘊藏著豐富的文化，演繹著悠久的歷史。亞洲夏季風是全球最強的季風系統，

除了海陸熱力對比，它還受到大地形的強烈影響。包括青藏高原和伊朗高原的大地形盤桓在副熱帶、橫跨整個歐亞大

陸。位於大陸東部的青藏高原面積約佔中國領土的四分之一，平均海拔超過 4 公里，其南側珠穆朗瑪峰高近 9 公里，

矗立在大氣對流層上層。冬半年西風急流正面衝擊青藏高原，高原對環流的動力阻擋作用強迫出准定常偶極型環流，

導致內陸溫暖、印度乾旱、中南半島潮濕、東亞和東南亞盛行冬季風、華南出現獨特的早春雨。夏半年青藏高原位於

中緯度西風急流和熱帶東風急流之間，高原的抬升加熱滋生了強大的亞洲夏季風和內陸的乾旱、沙漠氣候。在表面感

熱的驅動下，青藏高原低空的空氣夏天輻合上升，冬天下沉輻散，如同巨大的“感熱氣泵”，控制著亞洲大氣環流的

季節變化，對亞洲季風系統和全球氣候有重要影響。由於熱帶海陸分佈和亞洲大地形在亞洲夏季風的形成中起著重要

的作用，還由於亞洲夏季風釋放的巨大潛熱是全球大氣運動的一個重要能源，因此亞洲大地形對亞洲夏季風的影響是

研究區域性和全球性的“水、能量與氣候”的一個核心問題。 

亞洲夏季風的形成具有顯著的熱力受控特徵，大地形的動力阻擋作用對於亞洲夏季風形成的影響很弱。不同地區的季

風分別受到海陸分佈、青藏高原和伊朗高原的熱力強迫的控制。南亞 20°N 以南地區季風環流受海陸熱力差異的調控，

以北受伊朗高原熱力強迫控制，而東亞季風和南亞季風東部則受歐亞大陸和青藏高原熱力強迫的共同影響。 

青藏高原對於亞洲夏季風爆發的地點起著錨定的作用。這是因為亞洲夏季風的爆發產生在高空抽吸作用和低空對流發

展的耦合過程中，而此兩者的發生發展都和青藏高原的強迫作用緊密聯繫。春夏季節青藏高原的熱狀況的變化不僅影

響著我國氣候的季節內變化和持續性天氣異常，還影響著我國氣候和旱澇格局的年代際變化。 

近幾十年來，亞洲季風區社會發展迅速，引領全球的經濟增長，亞洲地區社會的可持續發展意義重大。這種可持續發

展與氣候變化關係密切。鑒於青藏高原的熱力和動力作用對大氣環流和全球氣候具有重要影響，以及深入開展青藏高

原物理過程及其氣候影響的觀測、理論和模擬研究對於提高氣候預測水準、保障社會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意義，中國氣

象局已就加強青藏高原氣象觀測制訂了規模宏大的十年規劃，中國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也已經設立了相應的“青

藏高原地—氣耦合系統變化及其全球氣候效應”的十年重大科學研究計畫。可以預期，這些規劃的實施將極大地推動

大氣科學的發展，提高我國的天氣預報和氣候預測水準，為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做出重要的貢獻！ 



 

中國科學院地學部 

郭華東院士 

 

簡歷 

 

 

郭華東，地球科學學家。中國科學院遙感與數字地球研究所研究員。1950

年 10 月生於江蘇省豐縣。1977 年畢業于南京大學地球科學系，1981 年

獲中國科學院研究生院碩士學位，2009 年被澳大利亞科庭大學授予榮譽

科學博士學位。2011 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2012 年被選為發展中國

家科學院院士。 

主要從事遙感科學與應用研究。系統揭示雷達電磁波與典型地物的相互作

用機理，建立了無植被沙丘雷達散射幾何模型，揭示了熔岩的去極化機理

與植被的多極化回應現象，證實了長波段雷達對幹沙的穿透性，發現了沙

丘覆蓋下的古河道與古長城；建立了多源遙感找礦理論方法與找礦模式，

建立了重大地震災情全天時全天候和主被動多尺度遙感觀測體系，提出全

球環境變化敏感因數空間觀測及月基觀測概念；組織構建了新型對地觀測

系統，建成神舟飛船陸地遙感應用系統，創建了我國第一個數位地球原型

系統，任《國際數位地球學報》創始主編，多次獲得國家科學技術進步

獎。 

 

 

講座題目 

 

 

科學大數據與數字地球 

大數據研究正發展為科技、經濟、社會等各領域的關注焦點，世界許多國家已將大數據研究上升

至國家戰略層面。本文從時空角度論述了大資料的緣起、內涵與發展態勢，分析了科學大數據成

為科學研究新途徑的歷程——科學範式開始從模型驅動向資料驅動發生轉變。本文給出了科學大

數據的定義及科學大數據計算的應對策略。進一步論述了數位地球學科的基本理論框架和數位地

球中的資料系統，指出了數位地球學科具有大數據的鮮明特點。隨著大數據時代的到來，歷經十

五年發展的數位地球正在走向以大地球數據為鮮明特徵的新階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