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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纵观大气科学发展过程,随着近年来信息技术革命的兴起,社会生产力也进一步释放,大气科学在新的技术理论影响下其研究范围、方

法、模式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基于此,文章就大气科学的现代化转型进行了研究。 

[关键词] 大气科学；现代化；转型 

 

1 大气科学的现代化特征 

1.1深空气象探测 

高空气象卫星和深空探测器的应用不仅可以帮助人们了解地球高空大

气的特征,还能借助深空探测器了解其它星体的气候组成和气候特点。同时,

在信息技术及智能技术的引领下,大气科学更注重于气象数据的搜集和分

析,运用计算机技术和大数据技术模拟各种环境下的气候特点和大气分布

组成与实际观测数据进行对比研究,进一步丰富学科研究手段和内容。 

1.2卫星气象研究 

就目前而言,卫星气象研究其投资较大、卫星使用周期较短、实际监

察能力不强、卫星应用系统技术有限不能实现广泛的气象侦测和遥感侦

察。因此在未来发展过程中,更应该集中有限的人力和物力,加强气候监测

卫星的研发,突破卫星使用周期的限制,提高卫星的可靠性和系统集成性,

要通过高质量、多用途卫星和联合组网的形式实现持续稳定的气候气象观

测,要不断促进遥感仪器时空分辨率和探测性能向高空间分辨率、高时间

分辨率高、光谱分辨率、高辐射精度进行全方位转变,要综合处理微波、

红外、可见光多频段、多通道资料的综合利用,全面提升卫星资料的应用

水平,及时获取准确的观测数据,以此来进行准确的大气研究和气象预测。 

1.3大气探测研究 

一般而言,气象观测系统按传感器类别的不同,可分为天基观测、空基

观测和海洋观测、地基红外观测,这些遍布不同时间频段和空间位置的观

测系统,形成综合性的大气观测矩阵实施全天候、全方位的气象观测和数

据收集。总体来看,大气探测技术呈现出综合集成化的发展趋势,信息传输

和信息应用逐渐融汇一体,遥测遥感自动化、高精度探测仪小型化的发展

趋势,进一步提升了大气的观测质量和研究水平。 

1.4多元化雷达系统的运用 

目前而言,雷达在大气探测中具有的优异性能是其他探测手段无法

相比的,在气象要素搜集、区域气候分布方面有着突出的观测优势。伴

随着近年来有源相控技术和回波探测分析技术的成熟,气象观测雷达逐

渐转向天基和高空探测转变,基于空间基点的固定雷达不仅有着更大的

覆盖范围,能够实施区域内24小时不间断的观测,而且伴随着深空永固

基点雷达探测网络的建立气象观测精度将呈现质的变化,天气预报的准

确性将进一步提高。 

1.5大气动力研究 

大气动力现代化发展趋势主要为通过收集和分析观测数据,以及对

耦合模式的发展应用,提高季节、年际、年代际、千年尺度上的气候变

率、可预报性、气候变化及其物理过程的理解水平。其次是了解影响全

球和地区水循环,辐射平衡、能量传输中的大气热力动力学过程及其在全

球变化过程中的作用,分析大气动力过程在全球变暖背景下的变化及异常

特征,为应对全球变暖作出相应指导。同时,大气动力还在包括理解造成气

候变化的各个物理过程中气候相互作用,了解气溶胶过程的直接和间接气

候强迫效应,了解冰水圈与气候系统相互的物理及其反馈流程,提高对冰

雪过程的模拟水平,减少模拟和预报气候变率和变化过程中的不确定性。 

2 大气科学转型发展的战略措施 

2.1重视学科交叉发展及科研研究 

多学科的相互交叉发展有助于科学研究的新突破。当前国际的地球科

学的发展趋势便是通过开展多学科的交互研究,综合利用,取得快速发展。

目前,大气学的科研究重点是大气系统中不同介质的彼此关系,相互作用,

通过研究其出现的大气圈、水圈、岩石圈、低温圈和生物圈等之间的相互

作用,将会取得巨大的成就。 

2.2加强技术应用,加强理论研究 

有人将非线性物理学中的突变论和耗散结构理论及协同学称为科学

的新三论,并代表了新的科学革命。突变论是在拓扑学、奇点论的基础上,

通过描述系统在临界点的状态来研究非线性突变现象；耗散结构理论研究

的是一个系统从混沌向有序转化的机理、条件和规律；协同学则是通过分

析类比,来描述各种系统和运动现象从无序向有序转变的共同规律。新三

论的发展和应用将使我们对非线性大气过程的物理本质加深认识,会促进

大气科学的发展。 

2.3注重信息化应用,使气象发展现代化 

为加强我国在大气科学领域的发展,必须重视信息科学技术的发展与

应用,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等先进的技术,来发展我国的大气监视网络工程,

从而促进气象业务发展和科研领域的信息化、现代化。在今后的全球观测

中,中长期数值天气预报和气候研究对全球均匀分辨率气象水文资料等相

当重要,因此,极轨和地球静止气象卫星全球观测系统以及相应的地面通

信处理和反演系统的发展也尤为重要,同时注重国际间的合作,发展全天

候高精度的空间遥感技术理论和方法。 

3 结语 

综上所述,从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趋势来看,大气科学将作为基础性

的服务工具广泛服务于社会各领域当中,其学科交融性将更一步加强,能

够实施更为准确的气候灾害预警和天气预报,帮助人们全面认识到大气运

动的变化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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