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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公告： 247次会议：海洋环境预测    

     中国海洋环境预测的远虑与近忧 

    ——访问中国科学院院士、海洋学家苏纪兰 

    本报记者  潘 锋 

    21世纪是人类全面认识、开发、利用和保护海洋的新世纪，3月15～17日，以“海洋环境预测”为主题的第

247次香山科学会议在北京举行，来自国内海洋和气象科研、技术领域33个单位的47名专家学者到会，就我国海

洋环境预测领域急需研究和发展的关键技术问题等进行了研讨。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苏纪兰院士、中国科

学院声学研究所张仁和院士、总参气象水文中心潘剑翔高级工程师应邀担任会议执行主席。会议期间，苏纪兰院

士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记者：21世纪初我国海洋环境预测面临哪些挑战？ 

    苏纪兰： 

    21世纪是海洋开发的新纪元，经济和社会的迅速发展对海洋环境预测预报提出了许多新的和更高的需求。随

着海上交通运输、海上油气田开发、海洋捕捞、海水养殖、港口和核电厂建设等多种海洋经济开发活动的增加，

人们对海洋环境预报内容和种类的需求越来越多，准确度亦越来越高。同时，海洋环境预报对于正确预测我国大

陆气候变异也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如热带太平洋海表温度的异常与我国气候变异存在着着密切的关系，做好海

洋环境预报是做好气候预测的一个重要前提。此外，海洋防灾减灾、国防安全、远洋运输与极地科学考察等活动

也都对21世纪的海洋环境预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应当清醒地看到，我国目前海洋观测手段还比较落后，较难研究动力学问题，不能满足海洋环境预测所急需

的科学理论基础；我国虽对近海、陆架海区的环境有了宏观的了解，但深入研究甚为不足，许多方面的认识分歧

甚大，影响了海洋环境预报模式的建立；我国对深海研究还没有引起足够重视，南海及临近洋区的观测还很不

足，对深海海洋环境的认识还十分肤浅，不能满足建立海洋环境预报模式的需求。我国的海洋环境预测水平与美

国、西欧、日本等发达国家相比，就总体技术水平而言差距在10年以上，我国海洋环境预测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记者：哪些重大科技问题成为制约我国海洋环境预测的“瓶颈”？ 

    苏纪兰： 

    在海洋环境预报领域，目前存在的重大科技问题主要有：首先是预报和预测技术亟待提高。我国目前虽已能

开展对风暴潮、海浪、海冰、表层海温和厄尔尼诺等5个海洋环境要素的预报，但对海流、盐度和跃层等海洋环

境要素的业务化预报几乎是空白。我国自行研制的大部分数值预报模式所包含的物理过程还并不全面，分辨率较

低，因而预报结果都比较保守，很难预报出重大海洋变异。 

    二是高新海洋监测技术的研发能力还十分有限，相关领域的科技发展，如对流场及海面风场的实时监测技

术、卫星海洋微波遥感技术等尚不能满足要求；海洋环境观测系统建设还刚起步，区域性海洋环境立体监测系统

建设尚处于试验阶段，我国还没有自己的深海研究基地和公用的调查船。除部分物理海洋环境要素的业务化预报

技术外，其它海洋环境要素（如化学、生物等）的业务化预报技术发展缓慢。业务系统的建设技术落后，阻碍了

海洋环境预报现代化事业的发展。 

    另外，我国海洋信息资源严重不足，已有的信息资源分散、分割，不能共享，海洋环境保障能力十分薄弱。

对全球海洋预报技术的研究重视不够，我国的海洋环境业务预报预测目前主要侧重于近海海域及其邻接大洋的边

缘海域，远洋预报技术的发展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外海和大洋环境信息严重缺乏。我国虽于2002年加入国际

Argo计划，但布放的浮标数量和对资料的应用研究程度比起其它国家还有很大差距，我国参与全球海洋观测网建

设的显示度还不高。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提高和对外交流的日益频繁，加快发展远洋预报技术已迫在眉睫。 

    

    记者：如何提高我国海洋环境预测的水平？ 

    苏纪兰： 

    实现对海洋环境的正确预测必须建立在海洋观测资料的长期积累和对海洋环境变化规律充分认识的基础上。

近年来，国际上海洋学的一个显著发展倾向是：以海洋学科研为基础，大力发展观测、预报服务为主的业务化海

洋学。提高我国海洋环境预测的水平，必须加强预报技术研究和业务系统建设，研究开发与海洋国防安全、海洋

经济安全、海洋生态与环境安全等密切相关的海洋环境预报技术和方法，构建新一代海洋环境预报预警业务化系

统，实现海洋动力环境、生态环境、海洋灾害以及军事海洋保障业务化的预报预警，开发多要素、多尺度、多时

效的海洋环境预报预警产品。应重视科研力量的整合，加强调查研究，并组织全国的科研力量，针对切实提高保

障国家海洋安全的综合实力，开展综合性调查研究；要从战略的高度发展我国深海海洋科技，以加快我国认识深

海海洋环境、开发深海海洋资源、维护海洋权益的步伐；加大对高新海洋监测技术的研发力度；建设和完善我国

的海洋环境监测网络，并积极参与全球海洋观测网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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