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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发布中国气象局气候预测研究重点开放实验室 

2023 年度青年开放课题申请指南的通知 

 

中国气象局气候预测研究重点开放实验室青年开放课题是国家

气候中心和南京大学为鼓励青年业务科研管理骨干，面向业务服务、

科研开发和管理要求，解决业务技术管理难点，促进青年骨干成长，

依托中国气象局气候预测研究重点开放实验室科技创新平台，自筹资

金而设立的研究项目。由中国气象局气候预测研究重点开放实验室组

织、国家气候中心团委协助开放课题的申报和验收工作。现发布 2023

年度申请指南，请符合条件并有意申请的青年业务科研管理人员积极

申报。 

一、申请指南 

（一）气候监测预测方法应用和研究 

1.全球气候监测诊断及客观化预测方法研究：结合预测业务，重

点针对全球海温、全球海洋降水异常、海表面风场、热带对流活动、

中低纬度次表层海温、北极/南极海冰等要素进行监测诊断分析；改

进预测模型算法，提高热带印度洋偶极子、北极涛动等气候现象的预

测能力。 

2.无缝隙智能网格预测技术研究：利用国内外先进模式，研发模

式误差订正和多模式集合预测方法，发展多模式集合与智能网格预测

关键技术。研发多尺度客观预测检验技术和产品，搭建预测和检验智

慧业务平台。改进七大流域延伸期降水和气温预测模型，研发重点区

域内关键过程的延伸期预测技术。 

3.气候系统关键要素、气候事件和过程的监测诊断技术研究：结

合气象现代化目标和气象科技创新工程任务,针对现有监测业务中存

在的问题，建立可靠的多源观测资料序列，研制动力学意义明确的监

测诊断技术，开展相关监测诊断技术研究和业务应用，特别是针对灾

害性天气气候监测的客观方法研究和业务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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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风/光资源的影响因子诊断分析及客观化预测方法研究：构建

并完善长时间序列高时空分辨率风力发电和光伏发电数据库，完成影

响风光资源出力的极端气候过程及形成机理分析，给出量化分析结果

和主要影响因子。围绕影响电力需求与供给以及安全运行的高影响天

气过程、新能源波动和风光极端匮乏气候事件，研发气候预测技术和

客观化预测产品，建立风光极端匮乏气候事件风险评估模型。 

5.东北冷涡、西南涡的特征、机理和客观预测方法研究：构建东

北冷涡、西南涡活动历史数据集，统计分析其发生频次、强度变化和

演变特征，研究影响其活动强度的天气及气候系统及其相应物理机制。

进一步基于 S2S动力模式检验东北冷涡、西南涡的可预报性和预报技

巧，分析模式误差和可能的预报窗口，开展客观预测方法研究以提升

其次季节-季节预测能力。 

6.多模式集合预测方法研究及预测产品研发：基于中国多模式集

合预测系统和国际次季节至季节（S2S）预测计划动力模式，开展多

模式集合预测方法研究，评估多模式集合对主要的气候要素、气候现

象和气候事件的预测能力。基于多模式集合，研发多尺度气候要素、

重要过程和关键环流型的确定性和概率预测产品，改进和完善中国多

模式集合预测系统。 

（二）气象灾害风险管理 

7.气象灾害动态识别技术研发：基于逐日客观化气候预测产品，

建立一套自动化方法，快速准确识别动态气象灾害事件。基于历史灾

害事件库及有限的历史灾情资料，建立单灾种脆弱性曲线，建立针对

月季年灾害风险预估的客观化气候预测产品订正模型。 

8.气象灾害影响评估方法研究：发展主要气象灾害（如干旱、暴

雨洪涝、冰冻雨雪、台风等）对粮食生产影响的评估方法，研发主要

气象灾害对农业经济损失的影响评估模型，开展灾害年景预评估研究。 

9.复合极端灾害事件风险的研究：针对重点流域或典型事件，开

展复合极端灾害事件的理论方法研究，评估重大灾害事件的影响与风

险。 



3 

 

（三）气候变化检测归因、预估与影响适应 

10.重大极端天气气候事件的检测与归因研究：基于气象和遥感

观测数据，开展中国区域气候变化及重大极端天气气候事件检测归因

研究，针对近年来高影响极端事件进行快速检测归因。 

11.未来中国地区旱涝风险预估研究：利用 CMIP6 气候模式模拟

结果，结合社会经济信息数据，研究干旱和洪涝风险分析的技术方法，

分析未来 10-50年中国干旱和洪涝风险的变化特征。 

12.城市气候变化风险与适应对策研究：选择长三角、京津冀、

大湾区等国家级城市群为应用示范，基于多源数据研究气候变化与城

市化对热岛、雨涝等时空变化的贡献，评估高温、暴雨等气候变化风

险特征并实现相关业务试运行，结合气候适应型城市应用开展城市应

对气候变化及极端气候事件的对策研究。 

13.气候变化对生态系统的影响研究：基于气象与遥感观测等数

据，对生态系统关键气候及生态指标进行评估，分析气候条件对生态

系统的影响及其响应特征，研究典型生态系统主要生态功能与气候条

件的相互作用。研发气候变化对陆地生态系统的影响预估技术，改进

生态气候预测产品精细化算法，提高预测产品精度。  

14.气候变化对人群健康的影响研究：利用高分辨率观测和区域

气候预估数据集，结合人体健康信息数据，评估气候因子对人体健康

的影响，分析不同气候变化情景下人体健康所面临的风险。 

15.气候变化经济模型的改进和应用：基于气候与经济动态综合

评估模型，改进和优化其气候模块，结合 IPCC 第六评估周期最新的

气候经济情景和数据，开展气候变化成本效益研究。 

16.气候变化脆弱性研究：基于气象、遥感观测及统计数据，选

取适当指标，建立气候变化脆弱性指标评价体系，对我国各省或重点

区域气候变化的脆弱性进行综合评估，研究其空间分布及演变特征。 

（四）多源气候数据应用研究及业务系统设计预研 

17.气候资料均一性订正和长时间序列数据集研制：研究区域城

市和乡村代表性参考站的选取标准，建立参证站风速一致性订正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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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日照、风速风向综合质控方法和检验评估。发展城市气候模型为

基础的小区域高分辨率气候要素长时间序列的快速精细化模拟技术。

开展海洋气候长序列数据集研制及应用研究。开展高精细风资源数据

模拟和数据集研制。 

18.全球观测资料及再分析资料对比研究及业务应用：开展台站

观测资料与多源再分析资料的对比研究，为气候和气候变化业务提供

基础保障。 

19.气候业务系统设计预研：针对不断扩展的气候业务服务需求，

开展气候业务系统布局及技术架构、数据环境、个性服务产品研发等

进行设计预研，加强气候业务系统建设顶层设计。 

（五）面向气候业务、科研、服务的管理能力建设 

20.面向气候业务、科研、服务的管理能力建设：针对不断细化

的气候业务、科研、服务管理要求，开展关于业务流程管理、科研项

目管理、财务管理、人才培养等方面的制度研究，增强相关职能部门

管理的科学化水平。 

二、申请条件 

A类（面向国家气候中心在职职工）： 

1.申请人在申请当年应未满 35 周岁[1988 年 1 月 1 日（含）以

后出生]； 

2.作为负责人承担开放课题原则上累计不得超过 2次； 

3.上一个开放课题未结题不予申请。 

B类（面向国内气象部门、高校和科研院所在职研究人员）： 

1.联合申请，联合负责人最多为 2人，其中一人为国家气候中心

在职科研业务人员，国家气候中心联合申请人需对任务的顺利完成负

责； 

2.第一申请人在申请当年应未满 35周岁[1988年 1月 1日（含）

以后出生]； 

3.其他申请条件与 A类相同。 

三、申请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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