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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了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在非线性大气动力学领域的

进展!其中主要介绍了在非线性适应过程"非线性稳定与不稳定"全局分析理论"可预报性"

低阶谱方法与多平衡态动力学"非线性波动"波流相互作用"阻塞高压非线性动力学"中小

尺度非线性动力学等几个方面的研究成果及最新进展%

关键词!非线性大气动力学&非线性适应&全局分析&可预报性&阻塞高压&多平衡态

!

!

引言

大气是一个由外源强迫驱动的"存在耗散的"受重力场作用的"不均匀的旋转流

体系统!其运动受一组复杂的动量"质量和能量非线性方程控制!因此!大气的运动

在本质上是非线性的%非线性的存在使得大气现象丰富多彩"运动变化万千!但同时

也大大增加了人们认识大气运动规律及预测大气变化的难度!所以!发展非线性大气

动力学无疑是非常必要的%事实上!在大气科学领域!有关非线性动力学问题的研究

日益活跃起来%非线性研究的结果让人们看到了以往在线性情况下所不曾见到过的"

独特的一些现象!揭示出大气现象的复杂性"多样性"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的一面!

大大拓宽了人们的眼界%非线性动力学理论的不断发展使得人们从根本上理解发生在

大气中各种现象的运动规律!进而对其预测提供可靠的理论和方法%从基本属性上看!

非线性大气动力学分为两类'保守系统的非线性动力学和强迫耗散非线性动力学%无

论是在问题的提法还是在适用范围上!无论是在物理性质还是在数学分析上!这两个

方面都有本质的不同%建国以来!我国学者在这两个方面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取得了

可喜的成果!并出版了一些专著(

>

!

>"

)

%这些成果在揭示大气非线性现象"建立相关的

非线性大气动力学理论方面取得了显著的进展%本文主要介绍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

究所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在非线性大气动力学方面的研究成果及最新进展!对所外国内

的相关工作也略有旁及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本文并未完全涵盖所外的非线性研究工

作!这是需要读者特别注意的地方#%

"

!

非线性适应过程

大气适应是大气动力过程中最根本的性质之一(

>A

!

!!

)

!是大气动力学最基本的研究



内容之一!在这方面已取得显著进展%从
!$

世纪
B$

年代至今!关于适应问题方面已

有比较系统的综述(

>

!

!!

!

!A

)

%从这些论述中可以清楚地知道无论是在线性适应还是非线

性适应方面!我国气象科学家都作出了重要贡献!如提出了适应的尺度理论(

!@

!

%$

)

"适

应过程和演变过程的可分性(

%>

!

%!

)

"多时间尺度(

!"

!

%%

!

%A

)

"旋转适应(

>

!

!#

!

!?

!

%@

!

#$

)

"中小尺度

适应(

!!

!

#>

)

"适应和演变的相互作用(

>

!

%>

!

%!

)

"位涡适应(

%?

!

#!

)

"热成风适应(

#%

!

#?

)

"适应锋

生(

>

!

!A

!

#B

)

"热带地转和半地转适应(

#"

!

#A

)

"静力适应(

!!

!

#@

)等等具有独创性的理论和观点!

大大丰富和深化了人们对大气运动的认识%非线性适应问题较线性适应有本质不同的

性质!下面只论述非线性适应方面的工作%

"#!

!

大尺度运动的非线性适应

曾庆存(

>

!

%>

!

%!

!

?$

!

?>

)最先系统地研究了非线性地转适应问题!指出无论是正压还是斜

压非线性大气运动中!地转适应和演变过程在时间上和物理性质上都是可分的!演变

过程主要是由非线性平流项作用决定的%陈秋士(

#%

!

##

)在引入度量地转关系近似程度后

进一步证实!在高度非地转的运动中!方程中的非线性平流项是小项!可以略去!说

明在这样的运动中主要是线性适应过程!适应基本完成之后!在天气演变的慢过程中

非线性平流项变得重要起来(

?!

!

?#

)

%非线性项的作用是使得风场和气压场沿着某一确定

的方向演变!且满足地转风关系但同时又激发出环绕着这基本方向的周期很短的地转

偏差(

>

)

%因此!在重力和地球旋转作用下!大气运动永远处于平衡与不平衡 $适应与

不适应#的矛盾状态而随时间不断演化%

叶笃正等(

%#

!

%A

)指出!即使在演变过程中仍可分较快的发展阶段和缓慢的演变阶段!

从而提出大尺度大气运动的 *多时间尺度+概念!之后!又推广到大气各类尺度的运

动中!指出多时间尺度特性是一种普遍的现象(

!"

)

%李麦村(

%?

)进一步研究了大尺度大气

运动阶段性的物理基础!提出大气运动的双适应现象'地转适应和位涡适应!他从理

论和数值分析两方面论证了位涡适应过程的存在%位涡适应过程是非线性适应过程!

它包含了地转平衡!地转适应是位涡适应的初级阶段%这种非线性适应了场的主要特

征是流线与位势涡度线平行%之后!李麦村又将结果推广到斜压大气情形(

#!

)

%伍荣生

等(

%%

!

%"

)和巢纪平(

%B

)对多时态特征进行了补充说明!指出多时态特征是旋转大气中一种

固有的现象(

!"

)

%大气存在多时间尺度特性的根本原因是大气中存在不同特征时间尺度

的波动!从而形成了以不同波频散为物理内容的适应过程%

在非线性作用下的场!一般不会有完全适应!只有准平衡状态!这是适应过程和

演变过程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结果%但在某些特殊的情形下!则会有非线性完全适

应%曾庆存(

>

)研究了正压和斜压大气非线性完全适应的条件问题!给出一些充分性的

判据!然而!由于它的复杂性!直到目前这个问题的全面答案并未确定%不过!即使

是完全适应的情况!非线性适应的结果也和线性理论结果不同%非线性作用造成从散

度场中可分出一个与涡旋场和温度场相匹配的缓慢演变的部分!此即散度场向涡旋场

和温度场的适应(

>

)

%袁重光和曾庆存(

??

)通过数值试验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点%

"#"

!

中小尺度运动的适应过程

中小尺度系统运动的适应问题是非线性的!这个问题是由叶笃正和李麦村(

#>

)最早

提出并研究的!他们的理论和数值实验表明对于中尺度系统!仍有快的适应过程和慢

的演变过程%曾庆存(

>

)作了进一步的探讨!指出对于孤立的中尺度系统!在某些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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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下运动有完全的非线性适应!流场趋于常定的广义梯度风平衡关系%这些非线性理

论结果与实际相符!可以满意地解释成熟的中小尺度系统的许多特征%不过!这些结

果是在正压情形下得到的!对于斜压大气中的中尺度非线性适应问题则复杂得多!还

需进一步深入研究!目前只给出了一些有非线性完全适应的充分性条件(

>

)

%

对于小尺度运动!静力平衡条件是不能适用的!对于某些中尺度系统也是如此%

因此!需要研究非静力平衡的中小尺度运动的非线性适应问题%叶笃正和李麦村(

%#

)推

导出非静力平衡的中小尺度运动的位涡守恒方程!指出存在声波频散"重力内波频散

和平流过程三种基本时态(

!#

)

!它们的特征时间依次显著增大%将这些理论结果应用到

对流系统可推知!浅薄的对流系统!动力作用占主导作用&深厚的对流系统!需要有

热力作用才行&对于相同厚度的对流系统!层结愈稳定!需要的热力作用愈大!而运

动速度愈大!动力作用愈大%

"#$

!

旋转适应

上述适应过程的研究针对的是在平面地面近似上局地扰动的情况%对于球面大气

的行星尺度运动!曾庆存等(

>

!

!#

!

!?

!

%@

!

#$

)创造性地提出了旋转适应理论%无论是在物理上

还是在数学上!它与地转适应过程都有本质的区别%旋转适应研究的是全球范围或半

球规模的大气环流演变问题!描述的是行星尺度系统群和天气尺度系统群的演变过程!

这种过程比单个行星波或单个天气尺度现象的演变过程要缓慢得多!是属于中长期演

变过程的范围!显然对它的研究有着极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际价值%其实!在平面地

面近似下的非线性完全适应过程中!也可看到旋转适应的端倪%比如!无论是在大尺

度还是中尺度运动中!非线性完全适应均是在地转参数
!

#

$

的情形下得到的!即在旋

转大气中才成立!所以!非线性完全适应是旋转流体不同于非旋转流体的独有的特

征(

>

!

!#

!

!?

)

%

曾庆存(

>

!

%@

)指出!在旋转球面上!若满足一定条件!非带状扰动 $行星波#和重力

惯性波的能量能够最终全部被纬圈环流所吸收!说明行星尺度波群组成的大气环流状

态在地球旋转作用下有趋向于带状纬圈环流的趋势!即存在着向地球旋转状态适应的

机理!因此称为 *旋转适应过程+%数值试验(

?B

)及转盘实验(

?"

)都证实了这一理论%此

外!他指出利用准地转模式和平面近似常常得不到旋转适应过程!它们有可能给出虚

假的能量循环(

%@

!

?$

)

%

在旋转适应过程中起主要作用的是能量非线性转换机制%球面大气的非线性旋转

适应过程说明大气环流常有恢复到带状环流的趋势是旋转地球大气的一种固有现象%

利用旋转适应过程可以解释大气环流中众多现象!如大气运动中负粘性机理"能量集

中和角动量传递过程"大气环流高低指数循环过程"旋转大气运动不具有各向同性"

中期天气演变过程等等(

%@

)

%旋转适应过程是维持纬圈环流以及大气环流中期演变过程

的一种极为重要的机理%可以说!旋转适应理论是一个里程碑式的工作(

?A

!

?@

)

%

"#%

!

向外源强迫的非线性适应过程

讨论有外源和耗散的适应过程是属于长期天气和气候演变过程的范畴!自然与上

述保守系统的适应有根本不同%巢纪平和许有丰(

B$

)以及张可苏(

B>

)曾研究过大气向热源

的线性适应过程%

丑纪范(

?

!

B!

!

B%

)最先研究了强迫耗散系统的非线性适应过程!他用
"

空间的算子理

??B!

#

期 李建平等'非线性大气动力学的进展



论研究了大尺度大气运动方程算子的性质!并由此研究了在
#$

空间中强迫耗散系统的

终态!证明了存在大气吸引子%汪守宏等(

B#

)利用无穷维动力系统的方法将上述结果推

广到
"

空间中!并证明吸引子有有限的维数%李建平和丑纪范(

B?

!

BB

)作了进一步的探

讨!研究了在非定常外源强迫下大尺度大气方程组解的性质!在外源强迫有界的情况

下将上述结果推广到
#

%空间和
"

空间中!并研究了有地形条件(

B"

)

"完整的干空气运

动(

BA

)

"湿大气运动(

B@

)等多种情形!证明了大气全局吸引子的存在%而全局吸引子是由

外源强迫 $包括下垫面和太阳辐射等#所决定的终态%这些工作揭示出大气作为强迫

耗散的非线性系统具有向外源强迫的非线性适应过程这样一个重要性质%这种适应与

保守系统的适应过程的根本区别在于全局吸引子的存在%

上述理论 $称之为全局分析理论!详见第
#

节#所得到的向外源的非线性适应即

是气候系统的适应过程(

"$

!

">

)

!其特征是适应了的场是由外源强迫所决定的状态!这种

向给定外源决定终态的适应过程是非常迅速的 $在惯性流形外是以指数形式适应

的(

"!

)

#!而在吸引子上的状态运动是较为缓慢的演变过程%因此!气候系统存在三种特

征时间尺度'向吸引子适应的快过程"在吸引子上演变的慢过程和宏观状态随外参数

变化而演变的更为缓慢的过程(

B

!

"%

!

"#

)

%长期数值天气预报的滤波方法(

"?

!

""

)就其物理实

质就是与上述适应理论相一致的%

李建平和丑纪范(

"$

!

">

!

"A

)将曾庆存(

%>

!

%!

)所提出的时间边界层的概念进一步推广到强

迫耗散的非线性气候系统中!引入气候系统三类时间边界层,,,第一"第二时间边界

层和内时间边界层%气候系统第一时间边界层内是系统不在吸引子上的状态迅速演变

到吸引子上的过程!与上述第一种时间尺度相对应%第一时间边界层外是在吸引子上

的演变过程!对应于上述第二种时间尺度%第一时间边界层和其外的演变过程又是第

二时间边界层!第二时间边界层外是宏观状态随外参数变化而演变的更为缓慢的过程!

即对应第三种时间尺度%在耗散的时间尺度内!系统可看成是绝热无摩擦的!这样就

会有保守系统的地转适应和地转演变过程!而此时的时间边界层就是强迫耗散系统的

内时间边界层%这些特点反映出强迫耗散的非线性系统在时间边界层上的自相似结构%

此外!张铭(

"@

)应用数值试验研究了次天气尺度中有热源的非线性适应过程!李志

锦和丑纪范(

A$

)研究了以大尺度背景场为控制变量的一类强对流中尺度系统向下垫面强

迫的非线性适应及这类系统的预报问题!吴国雄等(

A>

)和刘屹岷等(

A!

)研究了热力适应!

并应用到热带"副热带大气运动的发展"频散及副热带高压的形成的研究中%

$

!

非线性稳定与不稳定问题

大气环流的形势常有剧烈变化和持续性异常发生!这些与大气运动的稳定与不稳

定性问题密切相关%用线性方法研究它们是有很大局限性的!因此需要发展非线性稳

定性分析%非线性的稳定性分析方法有变分方法(

A%

!

A@

)

"弱非线性方法(

B

!

@$

!

@>

)

"低阶谱

方法(

B

!

@>

!

@#

)

"亚临界的非线性稳定性(

@?

)等几种%曾庆存(

A?

)将
3/)-1C

(

A%

!

A#

)第一定理推广

为大气运动中普遍的不稳定性变分原理!运用各种守恒律构造泛函!得到包括正压或

斜压"分层或连续模型"准地转或原始方程组"带状基流或非带状基流"定常或非定

常基流等各种可能大气模式普遍适用的不稳定性判据!特别是他第一次得到了关于非

B?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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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常流"地形扰动流和非地转流的不稳定性判据!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穆穆(

AB

!

A@

)对

3/)-1C

第二定理作了系统性的深化!将
3/)-1C

等的广义变分原理与现代非线性偏微分

方程理论中的非线性先验估计方法创新性地结合起来!在该领域取得了突出的成果%

徐祥德和高守亭(

>"

)对波流相互作用的非线性稳定性理论作了较为全面的总结和研究%

鉴于本专集中已有专门文章对此部分内容进行了详细的综述!因此本文从简!有兴趣

的读者请参见穆穆等(

A@

!

@"

)的最新评论文章%

%

!

全局分析理论

研究大气系统的长期行为或气候的演变过程需要用全局分析理论(

"$

!

">

!

"#

!

"A

!

@A

!

@@

)

!这

是强迫耗散的非线性气候动力学%全局分析是研究系统所有可能的初值在任意长时间

上的整体特征和全局行为!特别是时间无穷时的终态情况%在实际中并非需要时间无

穷长的限制!而常常是确定在有限时间后就可达到的状态%全局分析是一种直接方法!

不需要对方程求解!直接通过方程本身的特征和性质来了解的渐近性态%全局分析的

基本思想是撇开系统中各种具体运动及其局部性质!而研究其整体特征和全局行为!

阐明外源强迫对气候运动的基本影响!从而揭示出气候系统中最基本的运动规律(

"A

!

@A

)

%

全局分析理论的基本成果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

>

#揭示出完整大气动力学方程组 $干空气或湿大气#"完整海洋动力学方程组"

完整海气耦合系统"海陆气耦合系统是
"

空间中非常特殊的算子方程!即它们都可以

统一表述成如下
D(1E*/4

空间中的非线性算子方程(

B!

!

BB

!

"%

!

"A

!

@A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其中!抽象算子
(

$

!

#是反伴算子!

)

$

!

#是自伴正算子%

$

!

#得到全局行为定理(

">

!

@A

!

>$$

)

!即气候动力学方程组 $无论是定常外源强迫还是

非定常外源强迫#存在全局吸引子!随着时间的增长气候系统演化到全局吸引子上%

不在吸引子上的状态只有暂态意义%全局吸引子具有有限的维数!代表了由外源强迫

所决定的系统的终态!说明具有向外源强迫的非线性适应过程 $见第
!:#

节#%全局行

为定理表明!气候系统的长期行为可以用有限维动力系统来描述(

"A

)

%

$

%

#利用算子的性质!揭示出强迫"耗散和非线性作用对系统渐近行为有根本不同

的影响(

B!

!

>$>

)

%证明非线性"耗散和外源强迫三者的共同作用是产生多平衡态的根源!

即大气多平衡态是有耗散和外源相互作用的非线性机制(

>$>!

(

%

$

#

#提出对大气动力学方程组进行简化或离散化的算子约束准则(

>$%

)

%这是一种新

的数值模式设计原则%它是能量约束法(

>$#

)的拓展!有严格的数学基础!并具有明确的

物理意义!能够保证各种简化不歪曲原系统最基本的物理属性和全局性质%这种方法

针对的是非静力近似下的非绝热和有耗散的情况!因此!适合于强迫耗散的非线性数

值模式的设计%

$

?

#提出了依据实况观测资料或模式的一个现实构造决定大气系统长期行为的支撑

吸引子的少数自由度的理论和方法(

>$?

!

>$B

)

!即对模式的一个现实作经验正交函数分解!

"?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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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获得的经验 *优势模态+为基底得到简化模型%

$

B

#建立了大气吸引子观!给出初值与模式相协调即四维同化的实质的全新解

释(

>$$

)

%

$

"

#给出一种新的计算稳定性概念(

>$B

)

!并用于强迫耗散非线性系统的计算稳定性

分析中%

$

A

#提出一种分解算法的算子约束原则(

"$

!

">

)

!即分解后方程中的算子保持原方程

中算子的性质不变%利用它来分解方程简便明了!物理意义十分清楚!并可方便地对

原方程进行多级分解%

$

@

#指出在月和季时间尺度的数值预报和模拟中下垫面异常因子自然配置信息的重

要性!尤其是要考虑下垫面多个显著异常因子的自然配置型信息及其非线性相互作

用(

>$A

!

>>$

)

%数值试验研究表明这是一个有希望改进预测水平的途径%

$

>$

#对舍入误差进行了全局分析!揭示出任何大气数值模式都是有限个胞的集合

上的简单胞映射(

>>

!

B%

!

>>>

)

%

$

>>

#对观测误差进行了全局分析!揭示出当运用实际观测的量作为初值并对实际

观测的量进行预报或模拟时!任何大气数值模拟都是有限个胞的集合上的广义胞映射!

实质上是离散的
F0/G-H

链(

>>

!

B%

!

@A

!

>>!

)

%系统向外源的非线性适应过程表现为趋向于由

外源决定的概率分布!因此!敏感初条件使得动力确定论过程变为概率分布的演变过

程%这提供了一个较好的研究气候问题的数学概念和数学工具%气候动力学可以认为

是研究这种概率分布的特征及其演化规律的学科(

>>

!

@@

)

%

$

>!

#给出了 *气候+的数学定义及其可预报性的定量研究方法 $见
?:?

节#%指

出 *气候+这个概念是与特定的时间尺度相联系的!而这个时间尺度又非任意选定的!

而是由气候系统五个部分的特性客观地从物理上存在的(

>>

!

>>%

)

%

&

!

大气可预报性问题

自从
I'-5

6

+-)

(

>>#

)和
J-/*)K

(

>>?

!

>>B

)关于大气的可预报性开创工作以来!非线性确

定性系统中存在可预报性的问题已经成为一个不能回避的事实%这样!如何定量地估

计大气可预报性期限及如何利用可预报性来设计数值模式就成为十分重要的研究课

题(

?

!

>B

!

>>"

!

>!$

)

%这是挑战性很强"难度很大的领域!目前已取得一些进展!但离彻底解

决它们还有相当的距离%

&#!

!

非线性最优扰动与可预报性研究

自从
J-/*)K

(

>!>

)提出用线性奇异向量理论研究大气运动的可预报性问题以来!该方

法在天气"气候的可预报性研究中被广泛应用!但它只适用于线性情形%

为了考察大气运动非线性对可预报性的影响!穆穆(

>!!

)提出了非线性奇异向量和非

线性奇异值的概念!这是对线性奇异向量和线性奇异值的推广%穆穆和王家城(

>!%

)采用

二维正压准地转模式!用数值方法求得了不同基态的非线性奇异向量!结果表明'当

第一非线性奇异向量充分小时!可用第一线性奇异向量来近似代替它!但对于较大的

非线性最优扰动!相应的切线性模式不能很好地近似非线性模式%另外!对于一些基

态!还可能出现局部非线性最优扰动!这一类扰动通常具有较大的能量和相对较小的

A?B !!

大
!!

气
!!

科
!!

学
!"

卷
!



增长率!对可预报性的影响可能比第一非线性奇异向量大!在可预报性研究中有更重

要的作用%

非线性最优扰动可用于估计误差增长%根据误差的信息!初始误差应该有一个上

界!但能量较大的局部非线性最优扰动可能超过这个上界!从而对应于不合理的初始

误差%为在可预报性研究中更好地考察非线性!穆穆等>

#提出了条件非线性最优扰动的

概念 $此概念刻划了预报时刻非线性发展最大且满足给定约束条件的一类初始扰动#!

并将其应用于研究一个理论
L;8M

海气耦合模式的可预报性!结果表明!条件非线性

最优扰动比线性奇异向量更容易发展成
L;8M

事件&在估计误差增长方面!条件非线

性最优扰动比线性奇异向量更能刻划误差的非线性发展%

>

#

F.F.

!

N.0)O0)+.-

!

0)CO0)

P

Q()

!

&-)C(4(-)01)-)1()*0/-

6

4(501

6

*/4./E04(-)0)C(4+0

66

1(704(-)+

!

(,%-.%/0121,3/44/4.%5/,

6

7

8

4.34

!

!$$!

!

+.E5(44*CR

另外!穆穆等(

>!$

!

>!#

!

>!?

)根据可预报性定量研究的需要!将可预报性问题分成三类子

问题%其一是在给定初始误差和允许预报误差信息的条件下!研究模式最大可预报时

间&问题二是在初始误差和预报时间已知的情况下!考察最大预报误差&问题三则是

在给定预报时间和允许预报误差的条件下!探讨允许的最大初始误差%穆穆等(

>!?

)将它

们归结为非线性优化问题!并采用
J-/*)K

模式!研究了如何用数值方法研究这三类问

题%

&#"

!

可预报性单调性原理及可预报性相对观

大气或气候是一个多时空尺度的系统!这种特性决定了大气或气候的可预报性必

然是一个强的依赖于现象的时空尺度的概念(

?

!

>B

!

>!$

)

%不同时空尺度大气的可预报期限

还与初始特征和外源强迫的特征有关%当给定初始场
9

$

和外源强迫
:

的情况下!大气

的可预报性时间
;

6

满足'

;

6

*

;

6

$

<

=

;

&

9

$

!

:

#! $

!

#

其中!

<

和
;

分别为系统空间尺度和时间尺度%显然!系统的可预报性由它的空间尺

度"时间尺度"初始特征和外源强迫特征等四个因素决定%进一步!利用上述关系可

给出大气中稳定分量和混沌分量(

>!B

)的确切含义%在相同的初始特征和外源强迫特征的

条件下!时空尺度较大的系统具有较大的可预报性%这就相当于牛顿的惯性定律所表

述的质量较大的物体具有较大的惯性一样%可预报性的这种特性称为可预报性的 *单

调性原理+%这一原理的重要意义有两个!一个是不能将描述系统次尺度的混沌分量

$低层次#的模式用来预报系统主尺度的稳定分量 $高层次#&另一个是要建立可预报

性的相对观%

对于特定的预报时间)

;

6

!对应一个临界尺度
<

满足)

;

6

S;

6

$

<=;

&

9

$

!

:

#%那

么!系统的稳定分量是这样的一些分量!其尺度为 $

<

.

=;

#!满足

<

*

<

.

!

)

;

6 *

;

6

$

<

.

=

;

&

9

$

!

:

#! $

%

#

而系统的混沌分量是尺度为 $

<

.

=;

#的那些分量!它们满足

<

.

*

<

!

;

6

$

<

.

=

;

&

9

$

!

:

#

*

)

;

6

:

$

#

#

所以!对于不同时空尺度的大气或气候预测来说!应针对其稳定分量特别加以研究!

抓住其稳定分量的主要特点可以提高对系统的认识和预测水平(

>!B

)

%

@?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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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预报性的相对观指出!大气或气候既是可预报的!又是不可预报的%这几乎是

矛盾的结论却反映了大气或气候系统可预报性具有两面性的实质%树立可预报性的相

对观对于指导预测实践是非常有益的%正是由于可预报的相对性!使得我们在研究中

必须把目光放在对于某一特定时空尺度的预测问题寻找其相应可预报的稳定分量上来!

从而减少盲目性%此外!不同可预报性的运动!它们可预报的对象无论在物理内容上

还是在表现形式上都不会是一样的%认识到这一点对于研究和制作大气和气候的预测

来说有着根本的意义%

&#$

!

模式可预报性研究必须考虑机器精度

传统上!采用大气环流模式来估计可预报性时效的做法是对具有微小误差的初始

场的数值解进行比较来研究误差随时间的增长情况(

>>#

!

>>A

!

>!"

)

%这种思想来源于认为如果

模式是绝对精确的!对于任一确定的初始场可以得到其准确的数值解%这种无限精度

理想化的传统观念现在看来是不正确的!它没有考虑到计算机存在机器精度这一客观

现实%一方面数值算法本身是不完全准确的!而实现计算的计算机又存在机器精度!

即计算过程中不可避免会有舍入误差存在!因此!上述做法所得到的可预报性界限!

不仅依赖于算法!也依赖于计算机的精度!同时还依赖于模式本身%所以!这样所得

到的可预报性界限并不是大气或气候的可预报性界限!而且也并非是模式最佳可预报

性的确切定量%

最新的研究表明(

>!A

!

>%$

)

!由于计算机的有限精度所造成的舍入误差对模式长期积

分所得数值解有着重要的影响!而这种有限精度的现实性造成了客观上存在计算不确

定性原理%这个原理解释出现实中数值模式的有效模拟能力是有限度的%这一特性是

固有的!是不依赖于所模拟的对象 $确切地说是除去一个零测度集#!而有效模拟能力

的大小常常是与模拟的对象有关%根据计算不确定性原理可以得到一种研究模式可预

报性的全新方法!即通过实现模式的最优计算来得到模式的最大有效计算时间!从而

估计现实情况下其可预报性期限%根据计算不确定性理论!我们提出一种逐步调整的

最优计算方法!试验表明这种方法是实现最优数值模拟的一种有效途径(

>%$

)

!从而可以

实现使数值模式达到其最佳可预报性%

此外!根据计算不确定性原理!在实践中需要特别引起注意的是!不断提高模式

的分辨率并不一定能够延长模式的可预报性%已有的数值实验也证实了这一点(

>%>

)

%

&#%

!

利用观测资料提取可预报性信息

杨培才和陈烈庭(

>%!

)利用时间序列重构相空间的方法研究了
L;8M

事件的可预报性

问题!他们的计算表明
L;8M

系统的关联维数在
?

!

"

之间!

J

<

0

6

.)-H

指数介于
$:$%

!

$:$@

之间!平均可预报性时间在
>>

!

%%

个月左右%杨培才等(

>%%

)对低层大气的实测

资料用相同的方法研究了低层大气运动的混沌特征!得到关联维数在
?:?

!

":%

之间!

最大
J

<

0

6

.)-H

指数介于
$:$%"

!

$:$#B

之间%郑祖光和刘式达(

>%#

)用大气湍流资料计算

了
J

<

0

6

.)-H

指数和分数维!最大
J

<

0

6

.)-H

指数在
$:>

!

$:#

!分数维为
!:%

%这些研

究表明大气系统或海气耦合系统具有非常复杂的非线性动力系统行为!但就其统计特

性而言!仍存在一定的可预报性%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虽然运用单变量的时间序列

重构相空间可以来探讨非线性系统的混沌行为!但其中却存在着实质的局限性和问

题(

>%?

!

>%B

)

!使得这种方法的应用前景受到限制(

@@

)

%

$B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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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可预报性的全局分析

为了克服传统的点映射观念对系统作全局特征分析所碰到的困难!丑纪范(

B%

!

>%"

)首

先提出引入胞映射理论来研究%胞映射理论是美藉华人学者徐学书先生(

>%A

!

>%@

)创立的!

它是用数值的方法来研究非线性动力系统全局特征问题的有效工具%这种方法可以用

来定量研究可预报性问题(

>>

!

>%"

)

!并能得到无穷多种初值下系统的全局可预报期限%

可预报性问题是一个全局性的极限问题!系统状态达到吸引子的概率分布之前的

时间就是系统的可预报期限%估计这个期限需要研究系统状态的转移!而全局状态的

转移是由简单胞映射理论和混沌理论所建立的广义胞映射来表达的(

>>

!

"#

!

@A

)

%基于一个

最大简化的地
T

气耦合模式!郭秉荣等(

>>

)和范新岗等(

>#$

)采用胞映射全局分析方法!对

气候系统的可预报性进行了全局的研究!结果表明气候系统存在最大可预报期限!对

于超过逐日预报可预报期限后的预报!用胞映射思想证明了平均值的可预报性!并得

到了一些定量结果%此外!研究还表明耦合机制具有延长可预报期限的作用!观测精

度的提高亦可延长可预报期限%

'

!

低阶谱方法与多平衡态动力学

自从
J-/*)K

(

@!

)首先提出用截断谱模式来研究大气环流以来!低阶谱方法(

?

!

>#>

)在大

气科学中被广泛地用来揭示非线性现象的机理!特别是
&'0/)*

<

等(

@#

!

>#!

)关于多平衡态

与阻塞形势的研究将低阶谱方法推向高潮!其后的十余年间多平衡态动力学成为一个

热点!取得了不少成果%然而!由于低阶谱模式本身的局限性(

@@

)

!如低谱模式所得的

多平衡的特征对控制方程是敏感的"对高截谱分量是敏感的等等(

>#%

)

!目前这方面的研

究并不活跃%

'#!

!

多平衡态理论与阻塞高压

朱正心和朱抱真(

>##

)考虑到纬向加热差异的作用!用低阶谱方法研究了纬向不对称

加热强迫作用下的多平衡态与阻塞形势!结果表明'当纬向不对称加热差异的强度超

过一临界值时!才能形成阻塞高压&而当加热差异的强度等于或小于临界值时!所形

成的阻塞形势就很快崩溃%因此!阻塞形势是纬向不对称加热作用下的准稳定的超长

波非线性平衡态%朱正心(

>#?

!

>#B

)进一步讨论了大气运动的非线性及纬向不对称的热力和

地形强迫作用下阻塞动力学机制%金飞飞和朱抱真(

>#"

!

>#@

)利用两层准地转的低阶谱模

式研究了强迫波"自由波和纬向气流的非线性相互作用!对高低指数的转换和振荡机

理进行了解释!并对全局性阻塞流型的形成进行了动力学讨论!取得了一些有意义的

结果%

'#"

!

大气环流的季节突变

为了给出叶笃正等(

>?$

)最早发现的大气环流突变现象的动力解释!李麦村和罗哲

贤(

>?>

)用与
&'0/)*

<

等(

@#

!

>#!

)讨论阻塞高压时相类似的方法!即用一个考虑了加热耗散

的正压一层模式的低阶谱方法研究了西风急流位置的突变机制%在一定的外参数的数

值变化下!计算的结果与观测的
B

月"

>$

月对流层南支急流突然跳跃和突然建立的图

像非常相似%他们的研究指出水平方向存在着不同尺度的热力强迫是出现跳跃的必要

条件!非线性作用及耗散作用的存在对于突变的出现必不可少!从而表明环流突变机

>B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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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是一个有多种热力强迫"有耗散"有热力动力共同作用的非线性机制%柳崇健和陶

诗言(

>?!

)从上面的方程出发!结合突变论的方法!最后得到了一个与月尖突变标准面等

价的三维曲面!讨论了副高北跳的机制!从而对大气环流的
B

月突变现象作了解释%

缪锦海和丁敏芳(

>?%

)研究了热力强迫下的大气平衡态突变!得到了与上面类似的结论%

朱抱真(

>?#

)还讨论了季节突变的一些动力过程%此外!热带的环流变化也有突变性!如

南亚冬夏季风的建立!朱抱真和赵景霞(

>??

)把南亚冬夏季风视为两种稳定的平衡态!用

非线性平衡态理论探讨了热带季风的形成!研究了冬夏季风环流的突变式的建立和维

持!并对季风的活跃与振荡进行了一些动力学解释%

'#$

!

副热带流型的多平衡态

大气环流的多平衡态特征是一个普遍性质!并不限于中高纬度地区%李麦村和罗

哲贤(

>?B

)用低阶谱方法!论证了北半球夏季副热带流型的多平衡态特征!指出大尺度大

气运动的非线性"不同空间尺度的热力强迫和地球大气的固有参数特征的结合!使得

北半球夏季副热带有两组根本不同的流型,,,东部型和西部型(

>?"

)

!从而形成了北半球

夏季副热带流型的多平衡态特征%他们(

>?A

)又通过在
J-/*)K

(

>?@

)低谱湿模式中引进温度

和全露点温度垂直递减率随空间"时间的变化及积云对流调整和地形!研究了大气湿

过程的作用!结果表明湿过程在夏季副热带高压的形成"发展和维持中可能有重要作

用%并证实湿过程在大气环流经向流型的形成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此外!他们(

>B$

)在

J-/*)K

(

>?@

)低谱湿模式中引入海陆差异从而构成一个海陆气耦合的低湿谱模式!通过干

湿模式的对比试验进一步研究了湿过程对夏季对流层中部副热带高压东部型和西部型

形成中的影响%刘四臣等(

>B>

)和李维亮等(

>B!

)也采用
J-/*)K

(

>B%

)提出的一个低谱湿模式!

同时考虑了南北加热差异和东西加热差异!并引入地形效应!讨论了热力强迫对湿斜

压大气中副热带高压和南亚高压的多平衡态的影响%

'#%

!

多平衡态产生机理

李麦村和罗哲贤(

>B#

)用有加热"有地形和有摩擦的二层准地转截断谱模式研究了大

气环流形态的分支现象!等温静止和
D0C1*

<

环流是模式大气的两类定常流型!随着参

数的变化!大气环流会发生分支现象%他们(

>B?

)用二层准地转低谱湿模式进一步研究了

从平衡态向周期态的分支!表明对流凝聚加热对平衡态向周期态的分支以及分支后的

流型特征具有明显的影响%数值试验(

>BB

)的结果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结论%秦建春和朱抱

真(

>B"

!

>BA

)通过一个含有近共振热力强迫和耗散"基本流有常数切变的二层准地转
"

=

平面

纬向周期性窄通道斜压模式!运用多尺度方法!研究了近共振热力强迫作用下多重平

衡态的激发"建立和转换机制!分析表明非线性和外强迫是产生多平衡态的决定因素!

摩擦对多平衡态解的性态有很大影响!改变 *环境参数+可引起多平衡态之间的转换%

吴国雄和董步文(

>B@

!

>"$

)用一个有地形"强迫源和摩擦耗散的球面正压低阶模型来研究大

气平衡态的动力特征!讨论了大气的振荡机制和稳定平衡态的吸引机制%李建平和丑

纪范(

>$!

)则从最普遍的意义上证明大气多平衡态现象是有耗散和外源相互作用的非线性

机制%

除了上述研究外!许有丰(

>">

)用两层准地转截断谱模式研究了纬圈基本气流"超长

波和长波之间的非线性相互作用以及它们对指数循环的贡献!得出了大气环流指数循

环这种准周期振荡过程!其周期为
A

!

>?

天%杨培才(

>"!

)研究了
%%

模
J-/*)K

系统的某

!BB !!

大
!!

气
!!

科
!!

学
!"

卷
!



些总体特征!并讨论了高维系统对原始方程的逼近问题%通过改变耦合参数!杨培才

和刘锦丽(

>"%

)讨论了从单个
J-/*)K

系统的解到双
J-/*)K

系统的解的非线性演化过程%

(

!

非线性波动"波流相互作用

波动与基本气流相互作用一直是大气环流动力学的基本课题(

>"#

!

>"B

)

%叶笃正(

>""

)第

一次提出并研究了波状基本气流下小扰动的演变问题!拓宽了以前有关不稳定理论研

究的对象!得到了扰动有相互作用等许多新结果%曾庆存(

>"A

!

>A$

)用
U-++E

<

波包概念系

统地研究了大气扰动的演变!以及扰动与基本气流之间的相互作用!取得了有意义的

结果!从理论上得到了扰动振幅"扰动波长"移动速度和扰动结构的变化规律!并在

讨论三维斜压大气中
U-++E

<

波包的演变时详细论证了波作用量守恒%而后!曾庆存

等(

>A>

!

>A!

)又在球面大气上研究了大尺度扰动的演变和波流相互作用!指出某些条件下!

因旋转适应过程!非纬向扰动可以完全被纬向气流吸收!尽管就长期平均而言扰动滋

养西风(

>A%

!

>A?

)

%此外!曾庆存(

>AB

)还把
O*)4K*1=V/05*/+=Q/(11-.()=,*22*/

<

$

OVQ,

#方

法与积分法相结合!研究了准地转斜压扰动的发展特征%廖洞贤(

>A"

)研究了正压大气中

切变涡度和曲率涡度的相互转化!在一定条件下!叠加在切变切变基流上的小槽可以

是气流弯曲而变成深槽!即扰动发展!而在另外的条件下!弯曲的气流可以变成切变

较强的基流!即扰动衰减%陈英仪和巢纪平(

>AA

)利用
OQV,

方法导出了螺旋
U-++E

<

波

的广义波作用量所满足的方程!进而探讨了螺旋
U-++E

<

波的波作用守恒和稳定性%吴

国雄等(

>A@

!

>@$

)在考虑了地形和非绝热等外源强迫的作用后!求得了原始方程系的无加速

定理!从而更合理地描述大气纬向平均温度与西风的变化%高守亭和陶诗言(

>@>

)发展了

一种研究中尺度波流相互作用的
3TQ

混合方法!并研究了波能集中与低空锋生的关

系%李贤琅(

>@!

)研究了旋转球面正压大气中有限振幅扰动波包与纬向基本气流的非线性

共振相互作用!指出非线性共振相互作用是大气旋转适应过程的重要机制%罗德海和

李崇银(

>@%

)研究了在有周期性外源强迫 $周期不要太长#影响的情况下
U-++E

<

波共振

非线性相互作用!指出通过
U-++E

<

波共振相互作用可以形成大气季节内振荡%

伍荣生(

>@#

)得到了非线性波动的基本方程%刘式适等(

>!

!

>@?

!

>@"

)和刘式达等(

>@A

!

>@@

)较

系统地研究了大气中非线性波动问题!讨论了大气非线性波动的共同特征!分析了正

压模式大气中地形对非线性
U-++E

<

波的影响!系统归纳了重要的非线性方程的各类显

式行波解%谭本馗和伍荣生(

!$$

)采用多尺度摄动法研究了
U-++E

<

包络孤立波的碰撞及

相互作用%黄思训和张铭(

!$>

)利用函数逼近方法讨论了大气中非线性波动的非频散解%

高守亭等(

!$!

)将一维重力约化摄动法推广到多维情形!指出此法是研究大气非线性波传

播相互作用的有力工具%黄思训等(

!$%

)采用追赶法技巧"拓扑方法以及奇异摄动等方法

探讨了有粘性大气及流体中非线性行波解%

)

!

阻塞高压非线性动力学

除了第
B

节中介绍的用低阶谱方法讨论阻塞形势的多平衡态理论外!尚有其他很

多关于阻塞形成的非线性动力学理论%巢纪平和黄瑞新(

!$#

)最早提出用
U-++E

<

孤立波

%BB!

#

期 李建平等'非线性大气动力学的进展



来解释大气中的阻塞高压和切断低压%朱抱真等(

!$?

)和王斌(

!$B

)用
W*C1-+G

<

(

@$

)的弱非线

性理论分别研究了无耗散情况和有耗散情况下大气超长波和纬向基流之间的非线性相

互作用!并通过它们的非线性反馈来解释偶极子阻塞的形成%伍荣生等(

!$"

!

!$A

)研究了三

波非线性
U-++E

<

波共振和准共振相互作用!并与阻塞环流联系起来%刘式达和刘式

适(

!$@

)用孤立
U-++E

<

波来解释阻塞形势%陆维松(

!>$

)提出波动非线性准共振可能产生阻

塞!并提出准共振的频率偏离与中纬低频振荡有关%李崇银(

>%

!

!>>

)认为由于大气中存在

地形和热源的强迫波!当移动性槽脊的频率和波数与强迫波的频率和波数相等或接近

时!将产生非线性共振或准共振!并由此导致阻塞环流的生成%罗哲贤等(

!>!

!

!>%

)用强迫

耗散
VC9

方程来解释局域性阻塞流型的形成%陈忠明等(

!>#

)研究了振荡型
U-++E

<

孤立

波与阻塞%邹捍和黄荣辉(

!>?

)

"陆日宇和黄荣辉(

!>B

)研究了波流相互作用!认为波流相

互作用使得西风减弱!为阻塞形势的建立提供了先行条件%

科研工作者系统地研究了阻塞的非线性动力学!获得了有意义的结果%罗德海和

纪立人(

!>"

!

!!$

)提出用代数
U-++E

<

孤立波来解释偶极子阻塞!导出了非线性
87'/XC()

P

*/

方程并最先提出阻塞形成的包络
U-++E

<

孤立子理论!理论结果可较好地描述偶极子阻

塞产生的物理机制及阻塞的生成"维持和崩溃等全过程%近几年!罗德海等(

>#

!

!!>

!

!!#

)提

出了阻塞形成的包络
U-++E

<

孤立子与天气尺度波相互作用理论!理论结果能够解释满

意天气尺度波强迫阻塞环流的一些观测事实%理论结果指出!阻塞的产生是强迫包络

孤立子从频散向非频散的转换过程!而在阻塞崩溃期间则相反%数值试验结果表明天

气尺度波对阻塞的产生是起主导作用!而地形主要起位相锁相作用%罗德海等(

!!?

)进一

步从观测资料上证实了天气尺度波激发的阻塞环流的生成是从频散系统向弱频散系统

甚至非频散系统转换的过程!相反!阻塞的崩溃是阻塞系统从弱频散系统向频散系统

转换的过程!因此!天气尺度波激发的阻塞环流的生命循环就是频散和非频散系统之

间的转换过程%徐祥德等(

>"

)和高守亭等(

!!B

)研究了阻塞维持过程中的波流相互作用%吴

永辉和穆穆(

!!"

)研究了
F-C-)+

解的
J(0

6

.)-H

稳定性!证明了
F-C-)+

解在
J(0

6

.)-H

意义下是不稳定的!并引入了阻塞生命跨度的概念%

*

!

中小尺度非线性动力学

巢纪平(

!!A

)对层结大气中热对流发展的进行了非线性分析!讨论了积云发展初期的

动力过程%他还研究了层结和风场对小尺度扰动发展的非线性影响(

!!@

!

!%$

)

%李麦村研究

了中尺度非线性重力波!他采用小参数展开法得到两层正压大气模式的非线性解(

!%>

)

!

分析了飑线形成的非线性过程!指出重力波的非线性集中是飑线形成的机制%还指出

了这种非线性集中形成飑线不可缺少的天气学条件!其中关于大气层结和风力切变两

个因素对于飑线形成是两个十分重要的因子!由此讨论了重力波对特大暴雨的触发作

用(

!%!

)

%进一步!在基本气流存在切变的情况下!得到了描写孤重力内波的
VC9

方

程(

!%%

)

%这种非线性孤重力波的振幅较大!在条件不稳定大气中可以形成不连续线,,,

飑线!产生强大的辐合和对流!从而形成强风暴及暴雨%对于斜压大气的情况!许

秦(

!%#

)和李麦村等(

!%?

)从理论上证明斜压非静力平衡大气中飑线的形成与演变和正压大

气中一样可以归结为一类由
VC9

方程所描述的大气孤波!指出在斜压非静力平衡大气

#BB !!

大
!!

气
!!

科
!!

学
!"

卷
!



中频散过程与非线性过程是飑线形成的主要过程!当这种孤波被激发出来时会形成一

种孤波队列!与观测到的飑线或雷雨列队现象一致%黄思训和张铭(

!%B

)研究了一个不含

科里奥利力"但包含频散效应和耗散效应的二层模式非线性重力行波解!指出振荡型

的行波解的波形与一类飑线过境时气压涌升的波形很相似%罗德海(

!%"

)利用分叉和突变

理论研究了非线性和凝结加热对对称不稳定性的作用!指出用尖点突变来解释大气中

飑线的激发过程可能是一种可行的途径%丁一汇和沈新勇(

!%A

)对非线性对称不稳定的一

些理论和方法进行了评述%李志锦等(

A$

!

!%@

)根据强迫耗散的非线性动力学理论!研究了

下垫面强迫产生的一类强对流中尺度系统的动力学特征及其预报方法%张颖和张

铭(

!#$

!

!#>

)用一个准二维非静力数值模式!通过数值试验的方法研究了加热反馈对线性和

非线性对称不稳定的影响!还研究了线性和非线性横波型不稳定的中尺度模态的发展"

演变和结构特 征%张铭和张立凤(

!#!

)还对
#

中尺度涡旋波的斜交型稳定性问题进行了研

究%陆汉城等(

!#%

!

!##

)用非线性对流对称不稳定探讨了涡旋大气运动中尺度扰动发展的可

能机制%刘式达等(

!#?

)从定性和定量两方面分析了中尺度涡旋的三维螺旋结构!给出了

螺旋斑图%

!+

!

结语

本文旨在介绍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在非线性大气动力学

领域的一些重要成果和进展%在非线性适应过程方面!主要介绍了保守系统中的大尺

度非线性适应"中尺度适应过程"旋转适应和强迫耗散非线性系统中向外源强迫的非

线性适应等工作%在全局分析理论方面!总结了其重要结果%在大气可预报性方面!

概述了非线性最优扰动在可预报性问题"可预报性的单调性原理"模式可预报性对机

器精度的依赖性"重构相空间方法及可预报性的全局分析等研究%在低阶谱方法与多

平衡态动力学方面!主要内容包括多平衡态与阻塞高压"大气环流的季节突变"副热

带流型的多平衡态以及多平衡态产生的机理等%此外!对非线性稳定与不稳定理论"

波流相互作用"非线性波动"阻塞高压非线性动力学"中小尺度非线性动力学等几个

方面的研究成果也作了相应介绍%应当看到!这些研究还仅仅是揭开了大气非线性现

象神秘面纱的一个小角!离最终看清其真面目还相差甚远%但我们坚信!随着非线性

大气动力学中各种新思维"新理论和新方法的不断提出和深入发展!必将使大气科学

上升到一个新的台阶%

致谢!穆穆研究员和段晚锁博士为本文提供了部分材料!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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