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印度洋偶极子（IOD）实时预报 

 
以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卫星海洋环境动力学国家重点研究室（SOED

国重室）作为依托单位，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重点项目“近 135 年印度洋偶极

子集合预报试验及可预报性研究”（41530961）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重大项目

“ENSO的变异机理和可预报性研究”（41690120）联合资助下研发的印度洋偶极

子（IOD）实时系统取得重要进展。该系统于近期完成了系统的设置、试验和评

价工作，并于 2020 年 9 月开始开展实时预报。 

该实时预报系统包括一个中等复杂程度的热带耦合预报系统（TICM）和一个

基于 CESM 的全球集合预报系统。 

TICM 是一个以 Zebiak-Cane（ZC）模式的物理框架为基础，覆盖整个热带地

区的中等复杂程度的耦合模式。相比于复杂的全球环流模式（CGCM），TICM 在

节省计算资源的同时能够较好地模拟出热带区域海气变化的年际特征。过去 47

年（1970-2016）的回报试验表明，该模式对 IOD 的预报技巧已与国际主流预报

模式水平相当，其有效预报（相关系数>0.5）能提前 4-5 个月做出。 

基于 CESM 的全球集合预报系统包含 CESM 动力模式、同化系统和集合预

报系统 3 大模块。同化系统以海洋环境预报中心业务预报模式为基础，改进了海

洋模式中的 Nudging 同化系数、并且在大气模式中同化了低层风场资料，有效地

改进了预报初始场的质量。同时利用气候相关的奇异向量（climatically relevant 

singular vectors，简称 CSV，Kleeman et al. 2003；Tang et al. 2006）的集合方法度

量初始条件不确定性，并通过扰动 CSV 产生 20 个集合成员。过去一个多世纪的

回报试验结果表明：该系统印度洋偶极子指数（DMI）的预报技巧已与国际主流

预报模式水平相当，能够提前 4 个月做出有效预报。 

2021 年 1 月的最新预报结果显示，未来 IOD 中性状态将持续至 2021 年春

季，到 2021 年夏秋季热带印度洋有较大概率生成一个负 IOD 事件。 



 

图 1 印度洋偶极子（IOD）实时预报系统于 2021 年 01 月起报 IOD 的确定性预报结果 

 

图 2 印度洋偶极子（IOD）实时预报系统于 2021 年 01 月起报 IOD 的概率预报结果 

 

 

免责申明： 

气候预测数据产品由预测，计算产生，具有一定误差。气候预测信息仅供用户作为生产、生活和

科研的参考信息。用户据此做出的行为以及对您或第三方造成的损失本网站及其关联单位不承

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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