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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报道中美两国科学家关于青藏高原影响季风的争论

  文章来源：大气物理研究所 发布时间：2013-06-24 【字号： 小  中  大 】 

6月21日，《科学：新闻聚焦》（Science: News Focus）以“季风之争（Monsoon Melee）”为题报道了近期中

美两国科学家关于青藏高原影响季风的争论。 

青藏高原热力效应对天气气候的影响一直是高原研究中的重要课题。2010年，耶鲁大学的William R. Boos和哈

佛大学的Zhiming Kuang在《自然》（Nature）上发表文章，认为高原热力作用对印度季风形成并不重要，提出了喜

马拉雅山阻挡干冷空气形成印度陆面高的能量进而导致印度季风和对流层上层的暖中心在印度上空形成的观点。

2012年，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吴国雄院士等在Nature Publishing Group的《科学报告》（Scientific 

Reports）上发文，证明了亚洲季风主要是热力驱动的，并指出Boos、Kuang文章中存在的问题。《科学》

（Science）近日发表了Jane Qiu的文章，对这一争论进行了详细报道。文中还介绍了知名科学家美国佐治亚理工学

院Peter Webster教授和英国帝国理工学院Brain Hoskins教授/爵士（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等对Boos、Kuang观点

的异议。 

青藏高原对天气气候的影响至今尚未为世人所充分认识，这样的学术争论将有助于深入理解大地形的气候效

应，对提高天气预报和气候预测准确率大有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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