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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更好的理解和预报亚洲季风、青藏高原地表和高原大气在水分和能量平衡

方面的相互作用需要定量监测和模拟了能量、水分和碳循环。气候变化下泛第三

极环境项目（CLIMATE Pan-TPE）旨在验证近期的这些假设，包括高原加热作用

与季风环流、积雪覆盖与季风强度、土壤湿度和季风推进之间的联系。我们基于

物理过程分析预测青藏高原冰川和永久冻土变化与地表和对流层加热的关系及

其对东南亚水资源的影响。我们归纳了以下结果：（1）青藏高原六个野外台站长

期（2005-2016）的地-气相互作用综合观测逐小时数据集；（2）卫星和再分析数

据作为输入地表能平衡系统（SEBS），得到青藏高原上的月实际蒸散量及其空间

分布（2001-2018）；（3）基于多源遥感数据估计的逐小时地表热通量和蒸散量；

（4）使用 MOD16-STM 方程计算了青藏高原逐月 0.01°陆地蒸散发产品（1982-
2018）；（5）利用微波遥感数据估算地表土壤湿度、监测和预报冻融状态以及量

化土壤含冰量的方法，（6）估计整个青藏高原湖泊的年总蒸发量约为 517 亿吨，

假设在无冰季节接近零储热并接近恒定的升华；（7）通过建立山区地-气相互作

用、水汽输送、云量和降雨活动的三维综合观测系统，对青藏高原东南部雅鲁藏

布大峡谷的水汽通道进行了研究。这些观测数据集将有利于将来山地气象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