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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全球气候变化导致极端天气频发、强度不断增加的背景下，要想提高我国天气预报和气候预测的水
平，缩短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就必须重视和加强对海洋、特别是深海大洋的观测和研究。
众所周知，海洋是地球气候系统的最重要组成部分。
全球海洋吸收的太阳辐射（Qs）占进入大气层总Qs的的70％左右，且由海洋吸收Qs的绝大部分（85％
）又储存于海洋表层（混合层）中，这些能量以潜热、长波辐射和感热交换的形式输送给大气，驱动
大气的运动。
因此海洋，尤其是热带海洋，是驱动大气系统运动的重要能量来源；此外，海洋还是地球大气系统总
二氧化碳（C02）的最大汇源。
这些性质，决定了海洋对大气运动和气候变化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
而且海洋环流在大气系统能量输送和平衡中又起着重要作用，大气中水汽量的86％由海洋提供，且30
％的经向能量输送由海洋承担。
尤其在低纬度区域，海洋是大气水汽的主要源地。
对气候和大气环 流的变化，海洋混合层的作用又十分重要。
混合层的辐合和辐散过程通过厄克曼抽吸效应影响深层海洋环流，反之又通过改变混合层状态影响大
气运动。
所以，无论是气候变化研究还是长期天气预报或短期气候预测，对海洋观测资料（尤其是全球海洋温
、盐、流的剖面资料）都有极大的依赖性。
在过去的20年中，热带海洋一全球大气实验（TOGA）和世界海洋环流实验（WOCE）的成功实施，
揭示了海洋在海一气耦合系统中的关键作用，极大地促进了长期天气预报和短期气候预测的研究。
而当前正在实施的“全球气候变异与观测试验”（CLIVAR）国际气候研究计划，短期气候预测又是
一个研究重点。
世界上一些国家已经研制了多个可用于短期气候预测的海一气耦合数值模式。
但是，由于受海洋观测技术和资金的限制，海洋观测资料的严重不足使这些模式难以充分发挥作用，
气候预报的精度也是始终难以令人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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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反映了承担国家海洋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西北太平洋Arg0剖面浮标观测及其应用研究”和国际
科技合作重点项目计划“太平洋一印度洋暖池的Argo浮标观测研究”课题的科技人员撰写的部分观测
研究成果。
内容涉及全球Argo实时海洋观测网建设、太平洋暖池与海温、盐度、水团和环流等方面的研究成果以
及Argo资料质量控制、资料数据库管理Arg0剖面浮标等应用技术方面的探索性工作。
    本书可供从事海洋事业的科研、教学、技术和管理人员以及研究生们阅读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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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从2002年以来，Argo已经成为科学家获取大洋剖面资料的最大来源。
为实施国际Argo计划、协调各国Argo计划进展和解决相关技术问题等，在有关国际组织的发起和支持
下，于1999年成立了由国际Argo计划参加国科学家代表组成的国际Argo科学组（AsT），目前Argo科
学组已经召开过8次年会。
同时，国际Argo计划设立了资料管理小组，已经建立了一套全球统一的Argo资料实时质量控制自动检
测程序，明确了全球Argo资料中心将使用统一的数据格式，并通过全球通信系统（GTS）分发Argo实
时观测资料以及通过国际互联网交换各国的Argo资料。
在该小组的倡议下，在美国的全球海洋数据同化实验（GODAE）资料中心和法国的海洋开发研究院
（IFR.EMER）资料中心建起了2个全球Argo资料中心，并将在美国海洋资料中心（NODC）建立一个
长期的Argo数据库。
同时，还在大西洋、太平洋、南大洋和印度洋沿岸建立了4个区域Argo资料中心，并与各国的Argo资
料中心一起组成了一个高效的资料管理网络，约90％的Argo浮标观测资料可在24小时内向用户发布，
而全部观测资料则可在48小时内提供。
各地的气象和气候业务中心还可以从世界气象组织（WMO）的全球通信系统（CTS）上更方便、快捷
地获取Argo浮标的实时观测资料。
也就是说，世界上任何一个想要使用Argo资料的用户都能够无条件地在第一时间获得所需海域的资料
，这也是国际Argo计划的指导原则。
3 Arg0资料应用研究成果显著Argo计划的实施时间还不长，全球3000个浮标组成的海洋观测网还刚刚
建成，但其作用和价值已经在许多方面体现出来。
国际Argo计划已在2003年和2006年分别在日本东京和意大利威尼斯举行了两次国际Argo科学研讨会，
向人们展示了一大批。
Argo资料的应用研究成果。
Argo资料正被世界气候变化及预测（CLIVAR）和全球海洋数据同化实验（GODAE）等国际计划用于
海洋环流模式中，开始对全球海洋进行细致的分析和预报。
各国的海洋业务中心和气候中心正用Argo资料进行气候和气象预报[3]，并用于海事安全、海上交通、
渔业管理和近海工业、国防事务等各个领域；澳大利亚、法国、日本、英国和美国等国还用Argo资料
对全球和区域性海洋的次表层特征进行常规分析，其结果公布在世界气候监测网上，可以对重大的海
洋温度与盐度异常和海洋环境变化提供早期预报[4]；我国海洋和大气科学等领域的科学家开始用Argo
资料研究西北太平洋台风源地的海洋状况及其变化规律以及台风发生发展过程中的海洋变异等[5,6]，
并把Argo资料应用到了全球海洋资料四维同化系统中，进行全球海一气耦合模式的业务预报试验，使
得初始场更能符合海洋的实际状况，对全球气候变率的预测精度也有了明显提高[7,8]。
在阿拉斯加和日本海周围，Argo浮标正被用于监测影响生物资源和生物生产力的环境状况[9]；英国气
象局根据Argo观测网获得的大西洋次表层温度资料，每年夏天发布当年冬季的海况预报和欧洲大陆的
气候预报，从而大大提高了预报的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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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西太平洋Argo剖面浮标观测及其应用研究论文集》是由海洋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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