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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旱所CMIP5部分模式气温和降水模拟研究取得进展

  文章来源：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 发布时间：2013-09-29 【字号： 小  中  大 】 

  气候作为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的任何变化都会对自然生系统以及社会经济系统产

生影响。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将是全方位、多尺度和多层次的，它既包括正面影响，也包括负面影响。气候模式是

研究气候变化的有力工具，尤其是对未来气候变化的评估与预测，必须借助气候模式的准确模拟。 

  中国科学院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科研人员利用北半球和青藏高原的观测资料，通过趋势分析、量值比较

及小波分析等方法，对已提交历史模拟结果的8个模式进行了比较。研究结果表明，各模式对北半球气温年变化模拟

的较好，一般7、8月气温最高，1月气温最低，不存在相位差问题。各模式模拟的历史气温年际和年代际变化趋势比

较一致，气温最大相差2.8℃以上；模拟的1850-2005年气温平均最高和最低值相差可达1.8 ℃左右；除1个模式外，

其余模式都能较准确地模拟出至少有一次气温突变。对北半球降水的模拟，各模式都模拟出了降水的季节变化，但

从年际变化趋势来看，4个模式模拟的降水为增大趋势，4个为减小趋势。对青藏高原的模拟，从变化趋势与观测气

温的对比来看，8个模式中，除2个模式通过了0.05显著性水平检验外，其余均通过了0.01显著性水平检验；各模式

都模拟出了青藏高原的降水中心，但对降水量值的模拟相差较大。 

  本研究项目受到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计划)项目(2010CB950503，2013CB956004)、中国科学院“百人

计划”项目、中国科学院“西部之光”项目的共同资助。研究成果发表于《高原气象》。 

 

  各模式模拟的北半球年平均地表气温的小波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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