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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将非线性动力学应用于极端气候事件研究中，寻求在极端气候事件理论及方法上的创新和突
破，给出了确定极端气候事件阈值、以及提取极端气候事件群发性和持续性特征的新方法，从可预报
性的角度给出了极端气候事件综合指标的定义。
引入统计物理学中“最概然”的概念，以最概然要素作为研究气候背景场变化的一个新思路。
从气候概率分布的意义上研究了温度破纪录事件的统计性质，利用极值理论研究气候模态对区域极端
事件的影响.对极端事件的前兆信号做了较系统的定量化研究。
以东北夏季低温、破纪录高温、破纪录低温、破纪录干旱作为极端气候事件的一个特例，初步尝试极
端气候事件及其变化趋势的预测。
本书不仅给出了研究极端气候事件的方法和原理，也给出了具体的数学推导、计算步骤、应用实例及
分析思路要点。

　　本书可供气象科研、业务人员和相关专业院校师生阅读，尤其适合于具有一定数学、物理基础的
人员使用。
本书的研究思路也可为非线性、海洋、水文、金融等相关行业从业人员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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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极端气候事件的情景预估主要有动力模式和统计方法，对区域极值的评估技术并不成
熟。
一方面动力模式的定量评估在分辨率方面明显不够，另一方面统计方法在定量评估方面也有待提高。
由于气候模式的分辨率普遍较低，分辨率一般都大于250km，不能很好地表征地形、陆面等区域物理
过程，因而对区域尺度气候的模拟水平较低。
为克服这些不足，经常采用降尺度方法，即采用全球气候模式与区域气候模式嵌套（动力降尺度）或
用气候条件方法进行降尺度（统计降尺度）处理来得到更小尺度的区域气候预估。
动力降尺度方法是以低分辨率全球气候模式的模拟结果作为强迫场和边界条件来驱动高分辨率的区域
气候模式，从而获得区域气候模拟结果。
但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全球气候模式提供的强迫场中有系统误差的影响，二是缺乏区域与全球气候之
间的双向作用。
因此，在应用中还需要考虑未知参数化选择、区域大小、分辨率以及与边界强迫无关的非线性动力学
引起的内部变率问题，实际应用效果受到很大影响。
IPCC（2001）第三次评估报告指出，使用极值分布理论最主要的任务是提取极值分布的肥尾特征，但
目前这方面的研究尚不多见，尤其是通过极值分布理论来模拟、检测并作趋势分析的研究很少。
目前为止，对未来气候极值进行定量评估的方法主要以气候动力模式为主，从概率理论角度对极端气
候事件群发性及其可预测性的研究并不多，预测理论还很欠缺，预测方法更少。
1.4  小结与讨论本章从极端气候事件的定义和指标，极端气候事件的监测、检测，极端气候事件频率
、强度和趋势的变化，极端气候事件群发性，极端气候值等4个方面分别介绍了国际和国内的最新研
究进展。
已有研究表明，1951年以来，中国极端气候事件的频率和强度都发生了一定变化，但不同类型和不同
区域极端气候事件变化存在明显差异。
与异常偏冷相关的极端气候事件如寒潮、冷夜和冷昼天数，霜冻日数等显著减少减弱，偏冷的气候极
值减轻；与异常偏暖相关的暖夜、暖昼日数明显增多，暖夜日数增多尤其明显，但高温事件频数和偏
热的气候极值未见显著长期趋势；中国平均暴雨和极端强降水事件的频率和强度有所增长，特别是在
长江中下游、东南部和西部地区，西北地区增长明显，而华北、东北中南部和西南部分地区减少减弱
；中国大部地区小雨频数明显下降，偏弱和偏强降水的强度略有增加；中国遭受气象干旱的范围呈明
显增加趋势，其中华北和东北地区的增加更为显著。
此外，极端气候事件定义的不确定性、综合指标、时空群发性和定量评估等问题是当前极端气候事件
迫切需要解决的热点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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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极端气候事件的检测、诊断与可预测性研究》是由科学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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