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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复旦大学 大气与海洋科学系/大气科学研究院 主办

议题信息表

召集人信息
姓名 1 王旭栋 工作单位 复旦大学大气与海洋科

学系

姓名 2 黄思华 工作单位 复旦大学大气与海洋科

学系

姓名 3 童波 工作单位 复旦大学大气与海洋科

学系

姓名 4 工作单位

议题信息
议题题目 天气与气候动力学

议题简介（就议题的设置背景、存在的问题、学科交叉的可能、预期讨论目标做简要描述，字数不限）

天气与气候动力学是大气科学研究领域的重要分支，主要研究对象既包括天气

现象与天气系统，又涵盖了气候动力学及可预报性研究。天气与气候动力学的研究

时间跨度从几小时至年代际不等，空间上也从区域尺度到全球尺度。“天气与气候

动力学”议题将重点围绕热带与中高纬度天气气候事件，探讨其发生发展机制，解

释相应物理过程，明晰海-陆-冰-气相互作用对天气气候事件的影响。本议题主要包

含下述方向：“南北极海-冰-气相互作用及其气候影响”、“中高纬大气多尺度动

力学”、“天气系统结构、演变与可预报性”、“热带气旋动力学”和“热带、热

带外海-气相互作用”等。



      长三角首届大气科学博士后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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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复旦大学 大气与海洋科学系/大气科学研究院 主办

      长三角首届大气科学博士后论坛

议题信息表

召集人信息
姓名 1 童宣 工作单位 复旦大学 大气与海洋科学系

姓名 2 秦博 工作单位 复旦大学 大气与海洋科学系

姓名 3 工作单位

姓名 4 工作单位

议题信息
议题题目 人工智能算法在大气与海洋科学研究中的应用

议题简介（就议题的设置背景、存在的问题、学科交叉的可能、预期讨论目标做简要描述，字数不限）

近年来，随着海量气象观测资料的累积以及高性能计算设备的发展，人工智能

（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技术已经成为开展大气与海洋事件研究的新兴工具，并

逐渐形成新的学科交叉研究范式：首先构建可进行大气与海洋事件精准模拟/预报的

AI 模型，然后挖掘大气海洋 AI 模型学到的潜在物理知识，如敏感预测因子，长/短
时序记忆的相关关系与因果关系，预测误差时空分布演化特点及产生原因，极端事

件生消条件等。这种新型的学科交叉研究范式从数据-动力耦合的角度，进一步推动

了大气海洋现象的预报技巧，深化了对不同现象的认知，并最终可服务于业务预

报。为此，本议题的主旨为“人工智能大气海洋应用”，拟围绕“大气海洋 AI 建
模”、“海气 AI 模型可解释性”、“智能同化与参数化方案”三个方面，探讨 AI
方法在开展大气海洋领域应用范例、挖掘海（冰）-陆-气多圈层变量交互演化机制

与快速模拟不同条件下（如全球变暖、碳达峰/中和等）大气海洋未来变化趋势中的

作用，以及探讨构建新一代数据-动力耦合模式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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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复旦大学 大气与海洋科学系/大气科学研究院 主办

议题信息表

召集人信息
姓名 1 林延奖 工作单位 复旦大学

姓名 2 刘颖洁 工作单位 复旦大学

姓名 3 冯小芳 工作单位 复旦大学

议题信息
议题题目 海洋多尺度动力过程与三极气候变化

议题简介（就议题的设置背景、存在的问题、学科交叉的可能、预期讨论目标做简要描述，字数不限）

海洋多尺度动力过程与“三极”气候变化是大气与海洋科学研究领域的重要方

向，研究对象包含大气、海洋和冰冻圈内不同尺度动力过程，北极、南极和青藏高

原被称为地球“三极”，是全球变化的敏感区和关键区。探讨他们的物理机制及相

互作用，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大气与海洋系统，模拟并预报它们的发生、发展变化

过程。

为此，本议题将重点围绕海洋多尺度动力过程和“三极”气候变化展开，关于

海洋多尺度动力过程主要包含下述方向：“大气与海洋环流动力学” 、“多尺度海

气相互作用” 、“全球变暖与海平面变化” 、“海洋遥感与环境监测” 、“海洋

热浪及其可预报性”、“海洋中小尺度过程”等；关于“三极”气候变化主要包含

下述方向：“青藏高原气候变化的时空响应”、“北极放大和大气环流变化”、

“南极海冰和大气环流变化”、“暖北极-冷大陆与气候变化预测”、“三极气候变

化与海冰动力学”等。



      长三角首届大气科学博士后论坛



   
 

   
 

1 

附表： 

复旦大学 大气与海洋科学系 博士后流动站 主办 

首届“长三角地区”大气与海洋科学博后论坛 

议题征集信息表 

 

召集人信息 

姓名 1 王晶晶 工作单位 复旦大学 大气与海洋科学系 

姓名 2 李雯雯 工作单位 复旦大学 大气与海洋科学系 

姓名 3  工作单位  

姓名 4  工作单位  

议题信息 

议题题目 大气物理与大气遥感 

议题简介（就议题的设置背景、存在的问题、学科交叉的可能、预期讨论目标做简要描述，字数不限） 

 

大气物理与大气遥感是大气科学中的关键领域，旨在推进现代遥感技术的发

展，如卫星遥感、雷达观测、地基观测、气象探空等，以提高大气参数的观测质量

和精度，实现更全面的云降水观测、大气成分垂直探测以及污染物监测，为气象

学、气候科学和环境保护提供有力支持。为此，“大气物理与大气遥感” 议题将重

点围绕现代遥感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主要包含下述方向：“光散射与辐射传输”、

“云降水遥感与应用”、“气溶胶遥感与应用”、“污染气体遥感与监测”、“温

室气体遥感与应用”、“大气综合观测与应用”以及“激光雷达遥感技术与应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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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复旦大学 大气与海洋科学系/大气科学研究院 主办 

长三角首届大气科学博士后论坛 

议题征集信息表 

 

召集人信息 

姓名 1 刘臻晨 工作单位 复旦大学 大气与海洋科学系 

姓名 2 华睿 工作单位 复旦大学 大气与海洋科学系 

姓名 3 汪鑫 工作单位 复旦大学 大气与海洋科学系 

姓名 4  工作单位  

议题信息 

议题题目 气候变化与极端天气气候机理及预报预警 

议题简介（就议题的设置背景、存在的问题、学科交叉的可能、预期讨论目标做简要描述，字数不限） 

气候变化主要表现为全球气候变暖、酸雨和臭氧层破坏三方面，其中全球气候

变暖是人类最迫切的问题，也引起科学界的广泛关注。本议题主要围绕气候变化与

极端天气气候事件（暴雨、干旱、热浪、寒潮等）的联系展开，探讨其发生机理及

可能影响，并提高预报预警业务能力，本议题主要包含但不限于以下方向： “变暖

背景下海-陆-气相互作用与极端天气气候”，“变暖背景下极端天气气候事件预报

预警机制”，“气候变化下海洋动力学与极端天气气候”，“极端天气气候与大气

污染”和“极端天气气候事件模拟及全球变暖下的预估”等。其中，极端天气气候

事件包括但不限于极端暴雨、干旱、高温热浪、寒潮及台风、山洪泥石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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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复旦大学 大气与海洋科学系 博士后流动站 主办 

首届“长三角地区”大气与海洋科学博后论坛 

议题征集信息表 

 

召集人信息 

姓名 1 刘臻晨 工作单位 复旦大学 大气与海洋科学系 

姓名 2  工作单位  

姓名 3  工作单位  

姓名 4  工作单位  

议题信息 

议题题目 大气化学、大气环境及对人体健康的影响 

议题简介（就议题的设置背景、存在的问题、学科交叉的可能、预期讨论目标做简要描述，字数不限） 

大气化学与大气环境是一个研究大气中不同气体和化学反应的科学领域，它涉

及到大气中的气体成分、化学反应过程以及它们如何影响大气环境和最终对人体健

康产生的影响。在这个领域的研究内容包括大气中的气体浓度和组成的监测与分

析，了解大气中的污染物如氮氧化物、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和颗粒物的生成和分布情

况，以及它们如何在大气中发生化学反应。这些过程直接影响大气质量；而大气质

量的恶化与空气污染相关，而空气污染又与人体健康问题密切相关。特别地，研究

空气污染和极端高温臭氧事件等对人体健康的影响是一项重要的工作，涵盖了监

测、分析、相互作用、预警和政策等多个方面，旨在更好地理解和降低这些环境因

素对人类健康的危险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