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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3”项目雷电重大灾害天气系统的动力-微物理-电过程和成灾

机理启动会召开

  文章来源：大气物理研究所 发布时间：2014-03-20 【字号： 小  中  大 】 

  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项目“雷电重大灾害天气系统的动力-微物理-电过程和成灾机理”启动

会于3月17日至18日在北京举行。 

  来自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中国科学院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兰州大学、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成都信息工程学院、中国气象局北京城市气象研究所等单位的项目主要研

究人员以及部分研究生共计80余人参加了会议。 

  启动会上，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科技部基础司、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前沿科学与教育局、重大科技

任务局的相关负责人对项目的正式启动表示祝贺，充分肯定了项目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指出了开展项目研究的重大

国家需求和国际前沿性，同时也指出了目前研究中存在的很多难点和挑战，勉励项目团队在今后五年的研究当中切

实做到“立足国际科学前沿、服务国家重大需求”，希望在首席科学家的带领下团结协作，完成研究任务和科学目

标。 

  启动会上，项目首席科学家、大气物理所郄秀书研究员对项目的整体情况进行了详细介绍。本项目将在先进探

测技术研发和典型天气系统的综合协同观测实验基础上，对雷电重大灾害天气系统的动力过程及演变规律、云微物

理过程及其对电过程的影响、云内电荷分布及放电始发机制、雷电物理过程及致灾机理等开展深入研究，并发展雷

电重大灾害天气系统的预警预报方法。随后，项目六位课题负责人分别就各个课题的科学目标、研究内容、研究方

案、预期成果及年度计划等做了具体介绍。与会专家认真听取了介绍和汇报，并对雷电探测技术、项目和课题所涉

及的科学问题、实施方案、课题间的衔接和相互协调合作等方面提出了许多重要的建设性意见，要求项目进一步凝

练研究目标，发展新手段、提出新方法，并研发预警预报系统，同时特别加强物理机制的研究。 

  在3月18日举行的项目学术交流会中，团队研究人员分别就各自的研究基础、研究思路进行了充分的讨论，有效

促进了成员之间的相互了解，梳理了各课题的科学目标和研究内容。最后，郄秀书研究员对会议进行了总结发言，

对项目实施作了总体部署和要求。 

 
打印本页 关闭本页

© 1996 - 中国科学院 版权所有 京ICP备05002857号  京公网安备110402500047号   联系我们 

地址：北京市三里河路52号 邮编：10086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