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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美国海洋科技联合委员会（JSOST）联合25个研究机构，合作完成了2010年美国海洋科技

优先研究领域的选择，从而为更好、更及时地制定相关政策并作出管理决策提供了依据，作者择要进行

了评述。 

 

海岸生态系统对持久驱动力及极端事件的反应预测 

 

海岸生态系统受一系列驱动力的影响，如极端事件、人类活动以及海洋环境条件的变化。研究与观

测的重点，是为短期预测和长期概率评估海岸在极端事件、持久自然和人类影响中的脆弱性打下基础。

这些研究将有助于加强区域观测系统和模型的开发，有助于集成现有主要观测并确定新的观测以弥补区

域间的数据不足。 

 

物理特征和过程的观测数据，如海洋对飓风强度的影响、易淹没区和海岸景观的特征等，将被集成

到一起用于支持相关过程的数据同化建模，如水质、营养物、沉淀和污染物转移、海浪和水位以及飓风

过程的海岸反应等。 

 

生物特征（包括新DNA技术）的观测将会促进用于生态系统对不同外力作用下的物理生物耦合模型

的开发。耦合研究、观测数据以及模型开发主要关注内容是病原微生物和不同有害藻类的发现、量化和

转移，目的是为人类健康威胁和自然资源影响提供有效、及时的预测。 

 

上述工作需要建立在大量的数据监测、观测和模拟之上，它们将促进模型由研究向实际应用的转

移，并支持地区和国家海洋海岸水质数据网络的建立与联系。决策模型考虑到了生态系统的脆弱性以及

缓解有害影响的能力，它们将有助于保护政策的制定、拯救和恢复行动、溢油跟踪、海上安全航运、水

质预测以及资源评价与管理。 

 

相关机构开展的研究活动： 

 

美国地质调查局（USGS）——进行水文、生物监测以及区域地质环境制图与特征描述。 

 

美国国家海洋与大气管理局（NOAA）——从现有海岸观测平台收集并集成监测数据和映射数据。 

 

美国陆军工程兵团（USACE）——拓展浅水海岸制图与海浪监测计划。 

 

美国环境保护局（EPA）——集成和同化从不同海岸情况调查和监测平台的观测数据，加强海岸情

况调查和评估。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通过海洋观测行动计划（OOI），建设实时、可重复配置的公海观

测，并将其应用于预测模型的研究。 

 

海洋生态系统组织结构的比较研究 

 

预测海洋生态系统对管理策略的适应状况需要理解调控生态过程的复杂动力学。这些研究将有助于

人们更好地理解生态系统的内部过程，为本地和区域适应生态管理工作的效率评价提供工具。 

 

基于生态系统的方法特别强调不同组成部分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人类活动对生态系统生产力和组

织结构的影响。传统的控制实验使人们无法进一步了解海洋生态系统的复杂动力过程，因此，人们需要

进行两种新类型的分析。其一，构建不同类型的能量收支动力模型，利用该模型研究受扰动海洋生态系

统，根据不同营养水平下生物数量的变化深入分析人类活动的影响。其二，对不同的海洋保护区生态系

统进行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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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研究包括区域选定的事前、事后比较以及所建控制性生态系统的内外比较。制图工作需要描绘

出整个生态系统的特征，设计用于产品解译并提供吸收和传播的地理空间信息的工具，为研究、监测、

建模、观测和管理决策提供支持。 

 

相关机构开展的研究活动：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改进模型参数估计中不确定性的处理方式、改善规模和年龄结构在数量统

计中的作用以及空间动态变化。 

 

美国国家海洋与大气管理局——与学术界以及合作伙伴合作开发生态系统定量模型，利用国内多个

观测数据库中的数据对结果进行分析。 

 

美国国家航空与航天管理局——对现有生物和生物地球化学模型进行扩展，使其能包括目前所研究

的生态系统功能，促进模型对海洋生物和生物地球化学卫星数据的兼容以改善生态系统功能的空间分

析。 

 

美国内务部（DOI）——为物种评估和生态系统评价提供定量方法，为模型提供所需的珊瑚礁、深

海、湿地和海湾生态系统数据，以及相关海底图谱数据。 

 

海洋生态系统传感器 

 

海洋科学的进展得益于技术的创新。新的传感能力的开发，与其他优先研究一起将促进定位观测网

络和卫星观测潜能的发挥，加深人们对海洋生态系统的认识。 

 

某些研究领域在短时间就会取得进展，如生态基因学中的定位观测设施、跨学科海洋观测、卫星海

洋水色传感器以及生物和生物地球化学监测。建立基因“条码”公共数据库是其中极其重要的一步，它

将使进行海洋生命体识别所需要的基因筛选程序更快、更经济。这些将帮助人们揭示控制生物多样性和

生产力的基本海洋过程，如有害赤潮和病原体的分布与暴发。随着传感能力的不断创新以及高性能传感

器由研究进入实际应用，物理传感器可以提供更精确的洋流速度，而化学传感器对毒素以及营养物质的

检测也会更加可靠。对水下设备的改进将提高由卫星提供的海洋水色数据的质量和应用性，并有助于开

发基于空间的海洋生物和生物地球化学的新指标。 

 

相关机构开展的研究活动：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开发定位观测的海洋传感系统，利用化学传感器发现高优先级的成分，如

营养物质；利用生物传感器进行实时生态系统分析；利用物理传感器分析洋流速度。 

 

美国国家航空与航天管理局——通过对光学和生物光学传感器标度准确性和数据收集活动有效性的

评价，改进现有生物和生物地球化学特征的空间、开放式遥感性能。 

 

美国国家海洋与大气管理局——开发基因库，促进人们对生态系统过程以及物种丰富性和分布的认

识。 

 

北大西洋经向翻转环流变化的评价研究 

 

目前人们对深海洋流的监测和建模工作还比较欠缺，特别是北大西洋经向翻转环流（MOC），它是

影响气候长期变化的全球海洋环流中的因素之一。如果北大西洋经向翻转环流可以预测，那么未来的气

候变化也就可以进行预测了。这种特性变化已经被认为是影响气候快速变化甚至是突变的可能机制之

一。MOC的快速变化对大西洋及周边大陆和大西洋生态系统的温度、降水类型有深远的影响。 

 

未来气候突变可能性评估以及相应预测能力的开发需要国家级研究计划的支持，该计划应该包括：

海洋观测，包括定位观测设施、卫星以及海洋数据的计算和同化功能以便进行常规性分析；即时扫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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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评论只代表网友个人观点，不代表科学网观点。 查看所有评论 

对目前状态进行评估；开发十年预测模型；对过去气候变化的重建；气候影响评估。目前开展的一系列

国家和国际观测工作与研究活动为增强对MOC的理解、监测、预测及其气候影响的理解提供了基础。针

对MOC的未来研究将以季节至年的气候预测系统为基础。 

 

相关机构开展的研究活动： 

 

美国国家航空与航天管理局——利用当前和未来从卫星获取的海洋观测数据对MOC的变化过程进行

评估，通过更先进的海洋状态估算方法改进海洋模型。 

 

美国国家海洋与大气管理局——对MOC变化进行模拟实验，提高风应力和热盐强迫在其中相对作用

的认识。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在大西洋和亚北极圈进行相关海洋过程研究以改进海洋模型参数化过程，

进行MOC分析和建模研究；支持历史性MOC重建，改进数据同化系统；开展MOC变化对北大西洋风暴、生

态系统以及海洋碳吸收影响的模拟研究。 

 

美国能源部（DOE）——进行气候突变模拟研究。 

 

（作者单位：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兰州分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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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没有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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