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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热带大气季节内振荡（MJO）是次季节-季节时间尺度上气候变率的支配模态。它不仅对

低纬度天气气候产生重要影响，还能够通过经向传播和激发大气遥相关波列对中高纬度广大

区域产生影响。MJO 对于我国大部分地区的天气气候有着显著影响，在延伸期业务预报中一

直是预报员的重要参考。因此，对于 MJO 的预报问题，是次季节到季节气候预测中极为重要

的部分，近些年来受到国际学术界广泛关注。本文主要介绍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在 MJO

预测技术发展和业务系统研制方面取得的最新进展，并展望了下一步发展目标和规划。 

    MJO 监测预测业务具有很强的实时性，需要同时使用包括高低空风场和射出长波辐射

（OLR）场的实时分析和预报场。近期，国家气候中心研发团队依托我国自主监测数据开展

了针对 MJO 监测预测技术研发工作，基于新一代动力延伸预报系统（DERF2.0）模式结果的

MJO 预报技术取得重大进展,完全实现了 MJO 自主监测预测业务能力。 

    综合利用全球分析场资料（国家气象中心 T639 全球 850 百帕纬向风、200 百帕纬向风

和国家卫星气象中心的风云 FYB-OLR 分析场）和国家气候中心 DERF2.0 实时模式预测产品，

采用国际通用的 MJO 实时信号提取方法，攻克多项技术难关，发展出完全自主的 MJO 实时监

测和预测一体化技术，并建立了自动化运行业务系统。运用这一系统，可实现我国自主的针

对 MJO 现象的实时监测诊断和预测，并进一步提供 MJO 影响的热带及热带外的低层环流、降

水和对流状况的实时监测预测结果，为预报员提供参考。该业务系统首次实现了风云卫星数

据产品在气候业务中的应用，使我国 MJO 监测预测具备完全自主业务能力，预报水平接近国

际同类先进水平，已投入业务使用。图 1-3 展示了部分 MJO 业务产品。 

    与此同时，研发团队运用国家气候中心第二代耦合气候系统模式开展了一系列针对 MJO

的模式初始化新方案和集合扰动技术试验研究。截止目前，MJO 主要指标的有技巧预报时间

长度已接近或达到 20 天，展现出良好的业务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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