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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摘要：我国第二代短期气候预测模式系统于 2014 年投入业务试运行，该系统

是一个包含海陆冰气系统、植被和碳循环的全耦合气候系统模式，对于我国每年汛期气

候预测会商有一定参考作用。为此，基于国家气候中心提供的 BCC-CSM1.1 模式 1991-

2015 年和 2015 年-2018 年的回报数据，综合多种评估方法，评估了其对于东亚夏季风

的预测技巧，结果表明该模式对于短期气候预测具有一定的应用潜力。 

从气候平均场来看，模式抓住了观测降水的主要信息，能够反映出包括亚洲季风区

主要降水中心的位置、东亚大陆西南-东北向的雨带分布特征，主要高估的区域主要位

于印度南部、中南半岛北部、菲律宾、中国西北、西南和华北地区以及东西伯利亚附近，

其余基本均为负偏差。从 850hPa 风场来看，主要的差异是模式模拟的南海向东的西风

气流更强，其主体继续向东可到达菲律宾以东的西太平洋，东亚夏季风比实况偏弱。从

500hPa 位势高度场来看，模式能够反映出位势高度南高北低的形势、东亚和西亚两处

副热带高压的分布，但在 50ºN 以北主要为负偏差，以南基本为正偏差。综合来看，模

式对强降水中心和季风系统成员位置的模拟较为合理，但存在一定的系统性偏差，对亚

洲季风环流模拟偏弱，导致对东亚大陆季风降水模拟偏弱。 

利用多年数据，分析了模式对于东亚 500hPa 高度场和降水年际变率的预测能力，

结果表明：对于夏季 500hPa 位势高度场的年际变化预测效果总体较好，除了低纬度地

区，对中高纬地区也有一定预测能力，随着起报月的临近，预测技巧有所提升。对于降

水，随着起报时间的临近，模式的预测效果有所改善，但对于中国东部地区的预测效果

提升不明显，相对于环流，模式对于热带外地区降水预测的效果仍存在较多不足。 

降水和低层风场的 MV-EOF分析的结果表明模式较为准确的把握住了东亚夏季风主

要模态 Wang(2008)的空间分布。模式预测实况两个空间模态的相关系数分别为 0.61 和

0.57。对于两个模态 PC 的时间相关分析和典型异常年份的合成分析表明，其对于年际

变化的模拟也具有相当的技巧。 



20
22
年
⽓
候
预
测
与
⽓
候
应
⽤
技
术
论
坛

! ! 2 ! 

上述联合 EOF 前两个模态时间系数与 ONI 海温指数的滞后相关系数分析表明，模

式较好的反映出了东亚夏季气候对厄尔尼诺发展和衰减响应的主要特征。利用夏季

850hPa 风场与冬季 NiñoE、EMI海温指数的偏相关系数，评估了模式对不同分布型 ENSO

事件影响的预测效果，分析表明，在发展阶段和衰减阶段，模式均较好的反映出了东部

型厄尔尼诺对东亚夏季环流的影响，具有较好的参考价值，但对于中部型厄尔尼诺的影

响，模式的模拟效果较弱，需要进一步加以改进，在预测业务中应把握这一不足之处。 

综合气候态、年际变率和和主要影响模态的评估分析来看，该模式对东亚夏季风系

统的预测能力较好，对汛期气候预测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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