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别添资料６．１

中国侧力夕≥夕－／气一卜Ⅱ又卜

１．舱合分析橇测及Ｕ情翱处理

地域黄任者徐祥德 中国氦象科学研究院研究晨博±指遵教官

∏ＣＡ贡口谚＝夕卜中国侧副捻括

贡口彭＝夕卜氦象捻合橇测≥×子▲管理、遮行、研究

担当

中国氦象科学研究院研究晨

夕口谚二夕卜管理通营、大氦资料分析研究担当

中国氦象科学研究院≥二了工≥谚二了

橇测汝又于▲通行管理担当

夫津市氦象科学研究院所≥二了二≥荡二了

ＧＰＳ橇测子一夕捻合灿理≥×子▲阴凳研究担当

中国氦象科学研究院研究曼博士

ＧＰＳ橇测予－夕姐理等忘用研究担当

中国科学院待榷物理研究所研究曼博±

境界厨子－夕廊用阴凳担当

国家氦象中心研究凰

子一夕通信伍送及Ⅸ子谚夕／Ｐ处理技衡担当

中国氦象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博±

地域毛子／ｌ／技衔阴宪担当

玖≥／《一 丁国安

静济武

李培彦

铡晶森

割蹿志

王摧志

施晓瞳

２．氦候分析及诬氦候壬子／Ｐ

地域寅任者强人禾 中国氦象科学研究院院是研究员博士指遵教官

ＪＩＣＡ了口谚工夕卜中国侧捻括

氦候分析及ｏ毛子／ｌ／研究

中国氦象科学研究院研究晨博士

炎害天氦予警技衔研究担当

中国氦象科学研究院研究晨

氦候予测技衡研究担当

中国氦象科学研究院副研究晨博士

氦候毛子／ｌ／研究担当

认≥／《－王匝非

魏凰英

于淑秋

√｜／｀ （乏



３·大氦境界厨阔测研究

地域寅任者卞林根 中国氦象科学研究院副院是研究晨博±指遵教官

大氦境界厨橇测分析研究担当

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研究员博±指尊教官属耀明

子残’卜中科院捻合橇测听＝ｙｇ冲γ｝ｐ＝′担当

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所畏研究员

博士指尊教官

永河藻境及莎全球变化担当

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研究员

境界屑毛宁／ｌ／同化研究担当

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研究昌

博±指遵教官

大氦降水同位素及Ⅸ大氦嗓境担当

中国科学院寒区早区嗓境及诬工程研究所研究晨

大氦境界厨橇测研究及诬数值壬子儿担当

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副研究员

大氦撬测及诬数值壬子／ｐ担当

×≥′《－姚檀檬

赐坤

田立德

胡潭勇

割新

４。认’又扩ˉ／Ｐ予掇壬子／ｌ／

地域置任者徐祥德 中国氦象科学研究院研究晨博士指尊教官

区域数值毛子／Ｐ｝乙拈｝寸石丁一力丫夕子一夕忘用

技衔腮宪研究担当

中国氦象科学研究院副研究昌博±

数值毛子／Ｐ同化技衔研究担当

中国氦象科学研究院研究晨

数值毛子儿理髓七技衔研究担当

中国氦象科学研究院博±

数植毛子／ｐ及诬子一夕虑用阴癸研究担当

中国氦象科学研究院助理研究晨博士

境界屑子－夕毛子／Ｐ廊用技衍阴宪担当

认≥′《一狠膀罩

下鹏霉

施小英

姚文清

５．衡星了／Ｐ红９式▲子一夕处理ｋ店用研究

地域寅任者割玉漂国家衡星氦象中心副捻二≥谚二了研究员
衡星了／ｌ／互９六▲子一夕＾－又ｋ毛ｏ店用担当

认≥／≤一强佳荤中国氦象科学研究院研究昌博±指尊教官
衡星了儿二『Ⅱ×么子一夕分析研究担当

√ 刁，≥ ‖／｀■ 
～＿ 



郸照罩国家衡星氦象中心助理研究晨

衡星了／ｌ／或〗六么子－夕高原稻雪变化分析担当

锡昌罩国家街星氦象中心助理研究员博士
衡星子骸夕儿延理担当

６。霉南地区橇测又子一汝曰≥不’卜∏一夕建殷、遮行及Ｕ底研究

地域置任者孺赖荤霉南省氦象局科研所副所是高极工≥荡二了
霉南省氦象捻合橇测又于＝≥曰≥不’卜口ˉ夕管理、

．通行及江研究担当

贰≥＾－段旭霉南省氦象局科研所所畏研究晨高极＝≥沪二了
天氦氦候研究担当

锡明霉南省氦象局氦象台台畏高极工≥彭二了
天氦氦候予测予辗担当

翻勤松霉南省氦象局大理国家檄椿橇象台台侵
天氦氦候予测予辗担当

铡建干雪南省霉南省氦象科学研究所数值壬子儿技衔研究中心
主任二≥彭二了

壬子／ｌ／及加通信技衍担当

趟梅珠霉南省霉南省氦象科学研究所数值壬子／Ｐ技衔研究中心
工≥沪二了修士

子彭夕／Ｐ处理及诬通信技衔担当

强万械霉南省霉南省氦象科学研究所高般工≥谚二了
天氦氦候研究担当

７。四川地区橇测又于ˉ汤曰≥不’卜口－夕建殷、通行及Ｕ《研究

地域寅任者李跌清中国氦象局成都高原氦象研究所所畏研究晨
四川省氦象捻合橇测×于一讶曰≥不’卜口一夕管理、

通行及诬研究担当

何光碧中国氦象局成都高原氦象研究所副研究晨头≥′《一

数值天氦予辗毛子′ｌ／嗣凳及小棠耪担当

虚萍中国氦象局成都高原氦象研究所助理研究晨博±
高原天氦及诬数值壬子′〗／研究担当

周畏鲍中国氦象局成都高原氦象研究所助理研究晨修±
高原氦候及Ⅸ炎害珍断分析担当

趟舆炳中国氦象局成都高原氦象研究所助理研究曼修±
橇测殷儒雄持及ｄ子爱夕几伍送、处理担当

铡新荤中国氦象局成都高原氦象研究所副研究晨

介逻



子沪夕／Ｐ通信及诬宁一夕＾一又管理担当

中国氦象局成都高原氦象研究所副研究晨

子＝夕分析担当

中国氦象局成都高原氦象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修±

子ˉ夕分析担当

彭俊

李英

８。于＾彭卜自治区撬测×于一＞曰≥不’卜口一夕●建殷、通宫及江日研究

于＾’卜自治区氦象局蓝测藕罐处

处畏汝二了工≥荡二了

于＾’卜地区氦象捻合撬测又于－≥曰≥●管理、遮宫

具施宏地域寅任者

及Ｕ〈研究担当

于＜沏卜自治区氦象局蓝测辆罐延

副处侵＞二了工≥荡二了

×于一≥曰≥遮营管理担当

于＾’卜自治区氦象局科学研究处

讶二了二≥谚二了博±

数值予测担当

于＾渺卜自治区氦象局氦候七≥夕－

主任汐二了工≥沪二了

氦候分析担当

于＾彭卜自治区歹寸市氦象局

副局畏汝二了二≥谬二了

虑用氦象担当

于＾ｚ卜自治区氦象台副台是研究员

天氖氦候担当

于≤’卜自治区氦象匿测辐耀灿

姐侵工≥彭二了

大氦探测担当

于＾’卜自治区氦象台蓝测辐罐处

副处畏≥二了工≥彭二了

群觉认≥／《一

卓嘎

旦增顿珠且

杜罩

假拉

王建殷

属永缸

；；≥ 
－ ｀７｛／｀八



露子工事担当

于≤’卜氦象局研修研究曼

通信担当

王太赐

９·，口谚＝夕卜管理力百≥卜／←卜尊阴家

地域黄任者喻耙新中国氦象局国隙合作司司是

周恒中国氦象局磕测霜露司司是

认≥＾－ 巢清谨中国氦象局科技癸展司副司是

李峰·中国氦象局蓝测箱罐司处畏

中国氦象局予测减炎司迅畏

于＾彭卜自治区氦象局科技延延畏

四川省氦象局隘测箱耀处副处是

霉南省氦象局科技宪展处处侵

田翠英

锡造

苑跟

高安生

１０．贡口荡＝夕卜孰潞室担当官

副研究晨

≥二了工≥爱二了

研究晨

研究曼

中国氦象科学研究院

中国氦象科学研究院

中国氦象科学研究院

中国氦象科学研究院

中国氦象科学研究院

中国自称科学研究院

干淑秋

静济武

丁国安

王耀志

猾桃

宋平

７／｜／｀／ ２ 



别添瓷料６－２

中国侧ｏ投入烃

ｄｌｏＭ００７年９月篙替ｐ一卜８‖元＝‖５·３５７曰‖ｕＳ＄≡７°５３５元〗ｕｓ＄＝‖０５．７３∩

｀／｀／｀ˉ ｊ≥ 
～ 

年度 项目七内酿 金额

２００５年９月～

２００７年８月

（｜》地上酿测酬ｓ、尸ＢＬ、巾丫≥卜’口司了丫亏《ｗ『∏ｄｐｍ∏‖ｅ『）｜二阴扣苍口－力
儿口又卜

《２ｏ０６年翅ｍ７年》

内配：攒材鞠入通囤菜者委托Ⅲ｀通阴罚用、国内输送贸｀据付贺保陵

叠、事前圈宜贸用、下梭分贸｀股肘贸用｀土木工事叠（涩测用筒易建屋、避

雷施股壹含心》｀圈遮股偷贸用；γ－弓一′”子叭ｕ尸Ｓ砸源、′《γ回≥及Ｕ

毛扛上七锣卜｜邑扛已掇材｀通倡施股七”卜巾工丁技衡者占管理者出眠吸七交

通费《夕夕彰＝代》枣凸

台叶：６５↑。Ｓ万元

（∩ＭＢ》

（豹：‖００ｏ０９７干闪》

《２》高空跟测檄材《巾丫≥卜乡口’丁丫亏、ＧｐＳ可降水量叶测装固、Ｇ尸ｓ亏莎

才ｙ≥宁》

内叹：檄材输入通圈巢者委肝叠｀通圈烫用｀国内翰送贺、保陵费、耶前圈

查蜜用｀下检分费、股叶费用、土木工耶贺《基礁工耶口≥夕‖－卜柱避雷

施股忿凸去含宅）、圈翅股磺贺用：Ｕ尸ｓ讯源√《γ口≥歹Ｄ－▲杠凸、据付变

用｀Ｇｐｓ可降水且叶测装田、ＧｐＳ亏爹才ｙ≥宁去用Ｌ｀亡宁毛≥×卜ｐ－钞司≥

实施贸用、出强费、酸聚裂作｀∏解殷愉｀技衡卜Ｄ－二≥伊及Ｕ菜猫箩又于

▲宁毛≥×卜ｐ－影曰≥（出强费、北京它ｏ卜ｐ－二＞伊｀各省它●卜〃－二≥

伊》檄材股画『二谐手Ｌ亡Ｌ｀尤圈傈技衔者上管理者『二圈扣悉出强贺抬生Ｕ交

通变《夕夕≥－代）杠凸

台阶：８４４２．ｏ万

元（∩Ｍ日》

（豹：６７β７８干目》

《ａ》」ＩｃＡ歹口谬工夕卜北京本部皿赏轻费 台针：２ＳＯ。ｏ万元

（ＲＭＢ） 

（钓：４３，０００千∏）

（ｑ》咖６年通堂轻费及诬特殊罚！测粱稻贺用 合针：４９４Ｚ万元

（ＲＭＢ》

〔鞠：７５°８９４干曰）

《巳）２００７年‖月～８月慨测所七日！测又子→钞曰≥ｏ题琶轻费 台叶：４５６．］万元

（日ＭＢ）

《豹自７α０ｑ３干闪）

〖（‖》＋《２》＋《∏》＋《４》＋（５》〗上肥台阶：２Ｓ２４．‖万元（日Ｍ日）
『的·ｎ佣Ｒｑ０９干回）

注８上肥贸用｜二‖或ｄ！ｏＡ寸□箩工夕卜态担当Ｌ它‖′｀苟中国侧●又夕”●粕与｜或盒束札它Ｌ｀准０｀°



间 别添置料７

口彭工夕卜翻测蜒点建殷造掺状况２００６年～２００７年（中圃砰俩踌末它）ｄＩｏ∧歹

匣瑟≡垂≡〕新想ｐ日Ｌ
大氦填界用日翻沙又子▲

幽
回
□
□
□
匣
广

ˉ［回渊……

→巨司删……

→匠回《腐聪……

山回蹦…

【■０ｈＨ

毁画完丁

面６筒丽２００７平已月ａ圈∏

了Ｉ】■

《辊度钮测》

愈攫材｜求文科窗《京大》予算．霸规迈用‖求ｃ＂∧

■】

飞

新辊自励氦象瓤
州‖Ｓ

测影又子▲

捶
新想Ｇｐｓ可降水且
水蒸氦翻测梦；

律



别添资料８ˉ‖

匝测又于－沙曰≥ｏｐＳ涅堂状沉

介『ｚ≥
— 

地域 翘测又子－彭曰≥名称 Ｎ／Ｅ 檄材供籍先 殷谴、翅笆 通篱状况

子代γ卜

那曲

申札

隆子

丁青

林芝（八－）

昌都

改则

Ｎ 

Ｎ 

‖ 

Ｎ 

Ｎ 

Ｎ 

＂ 

ｄ‖ｏＡ歹口箩工夕卜

｀』ＩｏＡ歹口莎工夕卜

ｄＩｏ∧歹口箩工夕卜

ｄＩｏＡ歹口谬工夕卜

中国科学院

」‖ｏＡ可口谬工夕卜

｀』‖ｃ∧引口诊工夕卜

中国氦象局

中国氦蹿局

中国氦象局

中国氦象局

中国科学院

中国氦象局

中国氦象局

伍送状憋良好

通堂阴始、蹈源镀材ｏ圃题去解诀寸愚必要

２００７年８月力｀ｅ又夕一卜睡堂正常

睡堂Ｔ常

趣宫阴始，宁－夕－伍送圈题解诀

通堂Ｔ常

匝堂Ｔ常

霉南

盟江

腾冲

昆明

随滔

蒙自

德敛

大理

Ｎ 

‖ 

Ｎ 

Ｎ 

Ｎ 

Ｎ 

Ｎ 

｀』Ｉｏ∧歹口诊工夕卜

ｄＩｏＡ歹口箩工夕卜

」Ｉｏ∧歹口箩工夕卜

ｄｌｏ∧歹口爹工夕卜

」‖ｏＡ试口箩工夕卜

ｄ〗ｏ∧动□箩工夕卜

ｄｌｏＡ刮口沙工夕卜

中国氦镶局

中国氦象局

中国科学院

中国氦象局

中国氦象局

中国氦象局

中国氦象局

皿堂正常

趣堂正常

砸堂正常

翅堂正常

题堂Ｔ常

２００７年７月股脸完了｀通宫正常

通宫正常

四」｜｜

滞甭董

甘孜

西昌

逮州

成都（新津）

理塘

九寨灌

Ｎ 

‖ 

‖ 

Ｎ 

Ｎ 

‖ 

《Ｎ）

」ＩｏＡ荡口谬工夕卜

」Ｉｏ∧歹口箩工夕卜

」！ｏＡ歹口箩工夕卜

ｄ！ｏ∧勃口荡工夕卜

ｄ！ｏ∧歹口谚工夕卜

ｄｌｏ∧歹口诊工夕卜

ｄＩｏ∧歹口箩工夕卜

中国科学院

中国氦象局

中国氦象局

中国氦象局

中国氦象局

中国科学院

中国氦象局

逝堂正常

通堂Ｔ常

堑堂正常

堑堂正常

皿堂正常

匝堂正常

２００７年８月股缸完了、题琶正常

店西 百色 ‖ 」ＩｃＡ，口谬工夕卜 中国氦象局 通堂正常

馒州
威罩

北砖

Ｎ 

Ｎ 

」ｌｃ∧可□爹工夕卜

」ｌｃ∧就□箩工夕卜

中国氦象局

中国氦象局

翅宫正常

翅宫正常

】＝

＝ 

＝勺＝
＝ 

＝ 

＝０＝‖＝｀占

２■］■０＝５＝６＝７■８■９■０ 
２■３ 
≡↓■ 



别添查料８＝２

各撬测地点ＡＷｓ遮营状祝

＼′｀／｀／ 〈乏ˉ

ＮＯ． 地域 撬测地点名称． ］‖′Ｅ 檄材挺供 殷匠、涅营 起哲状祝左ｇ

蜜泉河 Ｅ 中国氦象局 中国氦象局 理行正常 宁≡夕＝伍送正常

班戈 Ｅ 中国氦象局 中国氦象局 逮行正常 子≡夕≡伍送正常

那曲 Ｅ 中国氦象局 中国氦象局 理行正常 子＝夕－伍送正常

申札 Ｅ 中国氦触局 中国氦象局 理行正常 宁＝夕≡伍送正常

日喀则 Ｅ 中国氦鲤局 中国氦象局 迈行正常 铲＝夕－伍送正常

亏甘 Ｅ 中国氦象局 中国氦象局 遮行正常 子＝夕＝伍送正常

隆干 Ｅ 中国氦象局 中国氦象局 速行正常 宁ˉ夕ˉ伍送正常

＾夕里 Ｅ 中国缸象局 中国缸蛾局 逮行正常 铲≡夕＝伍送正常

索Ｒ Ｅ 中国氦象局 中国氦象局 逗行正常 铲－夕－伍送正常

丁讶 Ｅ 中国氦象局 中国氦象局 理行正常 宁＝夕＝伍送正常

定日 Ｅ 中国氦象局 中国氦象局 理行正常 铲＝夕≡伍送正常『

林芝〔八－》 Ｅ 

中科院高原研究所 中科院高原研究所
迎行正懒宁＝夕＝伍送正常砸

源、股偏『±阔阻莎茹ｐ、解诀中

昌都 Ｅ 中国氦触局 中国氦象局 通行正常『宁＝夕－伍送正常８

改则 Ｅ 中国氦象局 中国氦象周 理行正常８铲≡夕≡伍送正常‖

措勤 《Ｎ》 ∏ＣＡ贡口谚＝夕卜 ∏ＣＡ了□骸≡夕

卜

通行正常０子一夕－伍送正常８

日土 《Ｎ） ∏ｃＡ贡口萝二夕卜 ⅢｃＡ了口箩＝夕

卜
涅行正常０子＝夕＝伍送正常８

言逮 《Ｎ》 ∏ＣＡ贡口谚＝夕卜 ∏ＣＡ了口彰＝夕

卜

逮行正常８子一夕－伍送正常『

至柬 《Ｎ》 ∏ＣＡ歹口骸二夕卜 ⅪＣＡ了口骸＝夕

卜

迈行正常８铲≡夕＝伍送正常８

谢通阁 （Ｎ》 Ｊ】ＣＡ歹■彭＝夕卜 Ｊ】ＣＡ乡口谚＝夕

卜
速行正常８子＝夕＝伍送正常８

元布江遗 〔Ｎ》 ∏ＣｕＡ夕口箩＝夕卜 』ＩｃＡ了口骸＝夕

卜

理行正常０铲＝夕一伍送正常『

朗限 〔Ｎ》 ∏◎Ａ歹口萝＝夕卜 ∏ＣＡ贡口谚二夕

卜
逮行正常『子＝夕－伍送正常０

Ｄ“ Ｅ 中科院高原研究厨

（中科院寒早雨

中科院高原研究所

（中科院寒旱所》

理行正常『子≡夕－伍送正常８

ＴＴＨ Ｅ 中科院高原研究所

（中科院寒旱所

中科院高原研究所

（中科院寒早所
远行正常『宁＝夕＝伍送正常８

Ｄ】０５ Ｅ 中科院高原研究所

《中科院寒旱所》

中科院高原研究所

《中科院寒早所）

逮行正常０子＝夕≡伍送正常８

Ｍｓ３４７８ Ｅ 中科院腐原研究所

（中科院寒早所

中科院高原研究所

（中渭院寒早所

逗行正常『子－夕＝伍送正常；

那曲《ＢＪ） Ｅ 中科院曲原研究所

〔中科院寒早所》

中科院峦原研究所

《中科院寒旱所）
逮行正常８宁＝夕＝伍送正常８

Ｍｓ３６０８ Ｅ 中科院商原研究所

《中科院寒旱所

中科院高原研究所

（中科院寒旱所

远行正常０铲＝夕＝伍送正常０

２８· 

２９· 

囊南 匝江

腾钟

Ｅ 

Ｅ 

中国氦象局

中国氦象局

中国氦缺局

中国氦象局

远行正常＄手＝夕＝伍送正常『

迎行正常０手＝夕＝伍送正常『



别添置料８＝２回■一■一一■■■■■■■■■■■一■■－■一■■■■■回■■■■■■■一一一回一■■■回回
■■ⅧⅧ■ⅧⅧ回■Ⅷ■Ⅷ■Ⅷ■■Ⅷ回Ⅷ■■■■Ⅷ■■ⅧⅧ■■■Ⅷ■Ⅷ

＼」｜＼／＼一’≥ 
＿ 

３０· 

３１． 

３２． 

３３· 

３４· 

３５· 

３６· 

３７° 

昆明

匝谊

‖巳ＮＧ山Ａ

庄南

泉干

德乞儿

大理

思茅

Ｅ 

Ｅ 

Ｅ 

Ｅ 

Ｅ 

Ｅ 

Ｅ 

Ｅ 

中国氦象局

中国氦象局

中国氦象局

中国氦象局

中国氦象局

中国氦象局

中国氖象局

中国氦象局

中国氦象局

中国氦象局

中国氦象局

中国氦象局

中国氦鲤局

中国氦象局

中国氦象局

中国氦象局

诬行正常〗子≡夕＝厉送正常；

理行正常 子ˉ夕－任送盂常

逗行正常 子一夕－伍送正常

逮行正常 子－夕－伍搓下常

迈行正常 子＝夕≡伍送正常

起行正常 子＝夕＝伍；差正常

理行正常 予＝夕＝医盖盂常

通行正常 予＝夕＝伍送正常

３８． 

３９° 

４０． 

４【．

《卫ｏ

４３． 

剐冯·

４５． 

ｑ６． 

４７． 

４８． 

四川 腊雨蓬

甘孜

色迫

周雨康

松藩

唾都（裂∏》

九陋

宜贸

西吕

逮州

成都《新津）

Ｅ 

Ｅ 

Ｅ 

Ｅ 

Ｅ 

Ｅ 

Ｅ 

Ｅ 

Ｅ 

Ｅ 

Ｅ 

中国氦象局

中国氦象局

中国氖象局

中国氦象局

中国氦象局

中国甸缺周

中国氦象局

中国氦象局

中国氦象局

中国氦酿局

中国氦象局

中国氦象局

中国氦象局

中国氦象局

中国氦象局

中国缸象局

中国氦象局

中国氦象局

中国氦象局

中国氦象局

中国氦潍局

中国氦酿局

涅行正常

理行正常

理行正常

理行正常

迎行正常

迎行正常

迎行正常

逮行正常

逮行正常

遮行正常

迈行正常

子≡夕＝伍送正常

子≡夕≡伍送正常

子＝夕＝ｆ云莹歪常

子－夕－伍送下常

子＝夕＝伍送定常

子≡夕≡任送正常

子－夕ˉ伍送正常

子＝夕＝伍磋正常

子＝夕－伍送正常

铲ˉ夕＝伍送盂常

子≡夕－伍送正常

４９． 

５０° 

５１． 

５２· 

５３· 

５４． 

５５． 

５６． 

５７． 

５８． 

５９· 

６０· 

６〗．

宵海 茫座

命湖

大柴且

旦；察

格莆木

都蓟

酉牢

托托河

辕多

曲麻莱

玉攒

々多

逮日

Ｅ 

Ｅ 

Ｅ 

Ｅ 

Ｅ 

Ｅ 

Ｅ 

Ｅ 

Ｅ 

Ｅ 

Ｅ 

Ｅ 

Ｅ 

中国氦象局

中国氖触局

中国氦蛾局

中国氖象局

中国氖象局

中国氮象局

中国氦象局

中国氦象局

中国氦象局

中国氦象局

中国氦象局

中国氦象局

中国氦象局

中国氦象局

中国氦象局

中国氦象局

中国氦象局

中国氦象局

中国氦象周

中国氦象局

中国氦象局

中国氦象周

中国氦象局

中国氦象局

中国氦象局

中国氦象局

逮行正常

逗行正常

迈行正常

理行正常

通行正常

迎行正常

理行正常

逗行正常

理行正常

迎行正常

逐行正常

理行正常

逮行正常

子－夕－伍送正常

子≡夕＝伍送正常

≠＝夕＝医莹正蠢

子＝夕＝岳莹正紫

子＝夕＝伍送正常

子－夕＝伍莹盂僧

子≡夕≡伍ｉ差正常

≠＝夕＝伍盖正常

子＝夕＝伍送汞常

子＝夕＝伍送拒堂

铲＝夕＝伍莹歪常

铲＝夕≡伍送歪嫩

＝＝夕ˉ伍送正常

６２· 

６３。

“． 

６５． 

６６° 

６７· 

６８． 

应酉 桂林

河池

百色

梧州

胞州

南牢

北海

Ｅ 

Ｅ 

Ｅ 

Ｅ 

Ｅ 

Ｅ 

Ｅ 

中国氖象局

中国缸象局

中国氦象局

中国氦象局

中国氦象周

中国氦象周

中国氦象局

中国氦酿局

中国氦蛾局

中国氦象局

中国氮象局

中国氖象局

中国氦象局

中国氖象局

逗行正常

速行正常

理行正常

通行正常

迈行正常

通行正常

逗行正常

子＝夕＝伍送盂常

子＝夕－伍送正常

子≡夕＝伍送正常

铲＝夕一任送正常

≠＝夕＝岳送正常

子≡夕一伍送正常

子＝夕≡伍送正常

６９． 

７α 

７〗．

齿州 威牢

负踢

舆仁

Ｅ 

Ｅ 

Ｅ 

中国氦缺局

中国氦象局

中国氦象局

中国氦象局

中国氦象局

中国氦象局

迎行正常

理行正常

迎行正常

铲＝夕＝伍送Ｔ常

子＝夕一伍送正常

≠＝夕＝伍送歪常

７卫 Ⅲ鹰 ｓ肌Ｐ】』‖Ｇ趴 Ｅ 中国氦象局 中国氦象局 通行正常 子＝夕－伍送正常

新规《Ｎ》钒测地点数 ７ 

既存《Ｅ》撬测地点数 ６５ 

合叶 ７２ 



别添瓷料８ˉ３

各掇测又子一≥曰≥Ｇ尸ｓ亏箩才ｙ≥宁－翅鳖状况

别添资料８－４

各便测又于＝沙目≥ｏ尸日Ｌ迈鳖状况

别添资料８ˉ５

各橱测又于ˉ≥曰≥◎γγ尸＋ＲＡｓｓ逮鸳状沉

｛小＜乙

Ｎｏ． 地域 舰测又子＝箩曰≥名称 Ｎ／巨 搬材供蛤先 股腿｀通宫 远宫状况等（阔题点｀镍题）

ｌ 

２ 

于慰锣卜
狮泉河（又子－彭曰≥未硷定〉

改则（又子＝沙曰≥未碴定）

（Ｎ） 

（＂） 

」ＩＯＡ歹口箩工夕卜

ｄｌｏ∧前口爱工夕卜

中国氦象局

中国氦象局

檄材未到蔚

檄材未到着

３ ｏ∧州Ｓ管理

移勋式Ｇ尸Ｓ亏诊才ｙ≥子一

移勤式ＧｐＳ亏谚才ｙ≥宁－

移勋式Ｇ尸Ｓ弓彭才ｙ≥子＝

Ｎ 

Ｎ 

Ｎ 

ｄ‖ｃ∧歹口谬工夕卜

」ｌｃＡ歹□谬工夕卜

ｄＩｏ∧寸□谬工夕卜

中国氦象局

中国氦象局

中国氦象局

通富正常（既‖二新津、西昌、甘孜、逮累｀北
≤↓｀｀昆明｀腾冲、盟江｀大理｀蒙自｀百色｀
林芝、昌都、改则、那曲又子＝≥三≥上Ｇ尸Ｓ水
蒸氦上Ｇ尸Ｓ弓箩才ｙ≥宁－｜二亡宁毛＝又卜ｐ－
≥曰≥态寞施Ｌ尤

Ｎ◎． 地域 褪测×子－≥曰≥名称 Ｎ／旧 檄材供始先 殷缸、通宫 通宫状沉等（周题点｀霹题〉

２ 

３ 

于＾γ卜

林芝（鲁朗〉

改则

那曲（日ｄ）

‖ 

Ｅ 

旧

中国科学院

ｄ！ｏ∧歹口箩工夕卜

中国科学院

中国科学院

中国氦象局

中国科学院

（中国科学院）

ｍ堂正常

（中国科学院）

４ 鲤南 大理 Ｎ 山‖ｏ∧歹□尹工夕卜 中国氦象局 颓堂丽常

５ 

６ 

四川
成都（温江）

理塘

Ｎ 

Ｅ 

山［ｏＡ可口影工夕卜

四川省

中国氦象局

四川省

通堂Ｔ常

殷趾中

新规〈Ｎ〉又子＝箩司≥●数 ３ 

既存〈巨〉颧测又子＝≥司≥●数 ３ 

台酚 ６ 

Ｎ◎° 地缄 恨测×子－箩曰≥名称 Ｎ／巨 檄材供蛤先 殷逻、趣宫 趣宫状况等（固题点、镍题）

于＾以卜 那曲 巨 ｄ［ｏ∧云口荡∑夕卜 中国氦象局 ２００７年６月日本侧尊阴家力《现塌它腮整鼓遁
耘力《正常、挨驭待它

２ 望南 大理 （Ｎ） 」ＩｏＡ〕口彭工夕卜 中国氦象局 ２００７年‖０月｜二据付予定

３ ∏ｐ管理 巨
中国科学院高原研究

所｀寒旱所
中国科学院高原研究

所｀寒旱所 ∏ｐ、ｏＡ∩Ｅ巨ＲＩ管理，集中舰测期间｜二遮富

新规〈Ｎ〉又于－≥曰≥●数

既存＜巳〉翘测×子－≥曰≥●数 ２ 

台叶 ３ 



关于中日气象灾害合作研究中心项目

联合评估会谈纪要备忘录

关于中日气象灾害合作研究中心项目’中日双方对目前为止的技

术合作实施情况及确认今后的实施计划为目的’由日本国际协力机构

渡边雅人和中国气象局喻纪新为团长组成的联合评估调查团，于２００７

年９月１２日至２００７年９月２６日期间实施了中期评估°

联合评估调查团实施了中日两国相关人员的访谈提问回答及意见

交换’其结果为对于附件的中期评估调查联合评估报告书的内容双方

达成一致意见’同时分别向双方政府汇报评估调查结果°

本会谈纪要正本同时以中文、日文各做成两套·

中国北京市

２００７年９月２５日

—」上盂三仁
尸乌

；霄｜Ｌ孤人
喻纪新

中期评估调查团团长

中国气象局国际合作司

司长

渡边雅人

中期评估调查团团长

日本国际协力机构

中华人民共和国事务所副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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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缩语表

自动气象站

中国气象局

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

∧ｕｔＯⅢａｔｅｄ『ｅａｔｈｅｒＳｔａｔｊｏｎ

Ｃｈｉｎａ＂ｅｔｅｏｒＯ１Ｏｇｊｃａ１ａ血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ｃａｄｅⅢｙＯｆ＂ｅｔｅｏｒＯ１ｏｇｉｃａ１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ｃａｄｅⅢｙｏｆＳｃｊｅｎｃｅＳ 

ＣＯⅢⅢｕｎｊｔｙｃ１ｉⅢａｔｅ】Ｏｄｅ１

ＴｈｅＣｏｍｉｔｔｅｅＯｎＥａｒｔｈ０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Ｓａｔｅ１１ｉｔｅＳ 

ＣＯｕｎｔｅｒｐａｒｔ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ｃｅｎｔｒｅｆｏｒⅡｅｄｉｕⅢ＝ＲｍｇｅⅥｅａｔｈｅｒ 
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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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章中期评估调查概要

１＝１中期评估调查团派遣目的

（１）根据项目内容对照Ｒ／Ｄ以及ＰＤＭ’对实际情况、活动的实际情况、计划的完成程度进行确认，整
理存在的课题与问题·

（２）参照ＪＩＣＡ项目评估指南，基于评估５科目（妥当性、有效性、效率性、影响、独立发展能力）
实施评估，为取得成果验证项目是否得以顺利实施°

（３）根据需要’在与中方会谈的基础上，修改ＰＤⅡ。

（４）根据上述调查结果，对今后的活动计划提出建议°

１＝２中期评估调查团成员

１ 

Ｅ≡ 
）／／｀＾ 

１２３ 
喻纪新

应宁

徐祥德

总负责人（团长）

副总负责人

评估分析

中国气象周国际合作司司长

中国气象周国际合作司双边处处长

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中方〉

１２３ 
渡边雅人

大久保晶光

间富ＳＨＩＮ０Ｂ０

总负责人（团长）

合作企划

评估分析

ＪＩｃ∧中国事务所副所长

ＪＩＣＡ中国事务所所员

Ｇ山株式会社社会发展部研究员

〈∩方〉

七■■坚户＝！！电毛学二气＝兰二二←司□∏γ…ｂ甲调己□Ｔ』！□０■Ｈ口飞□□Ｐ口电昏Ⅷ目‖】】唾】ｈＰ］初卢于弓

翻镶撼！围圈

９／１２ 

ｊ镶赣蕊｛
－＿ 

一

一

－ 

撼撼；髓翻罐篙！｜膳趟翻！固瞩撼 戳撼戳撼醚鳃鳃獭蹦撼翻添〗〗撼〗睡ｑ鹏凹‖鳃｜｜撼删蹦翱§螺燃融蕊翻撬瓣蹦

（以下为间富的日程）

成田１０８３５（Ⅷ９０５）－＞北京１３：１５
ＪＩＣＡ中国事务所磋商相关事宜

９／１３ 四 访谈（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

９／１４ 五 访谈（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
＝＝≡——＝＝≡＝≡二二苦Ⅲ可』巫→＝≡己尸＝■≡→乙刁勺冗引≡司尸■←凸广■＝→止＝□■■■□∏＝号□□！＝…平□＝□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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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ˉ～＝≡ 

罐
１７ 

— 

§撼｝…霍蹿醚蹦露
安徽省黄山市
第５届气象科
对□专家访谈

学研讨会／项目中期评估

｛！ｉ撼撼｝罐

９／１８ 
｜■■■■ 

一 安徽省黄山市
第５届气象科学研讨会／项目中期评估
对□专家仿谈

９／１９ 
－ 

一

＿ 安徽省黄山市

第５届气象科学研讨会／项目中期评估
伶旁中期评估结里概要（中期评估报告）以及讨论

‖ˉＱ；目杏口壬巳



１ˉ４中期评估的方法

该中期评估调查团（以下称“调查团”）对本项目的中方对口专家、日方专家以及项目相关机构

的有关人员进行了问卷调查以及直接访谈．调查团参加了在安徽省黄山市召开的第５届中日气象灾

害合作研究中心项目科学研讨会，考察了项目的进展和技术合作的＿线°调查团对这些在当地获得

的信息资料进行分析’按照项目周期管理（ＰｒＯｊｅｃｔｃｙｃ１ｅＭｍａｇｅⅢｅｎｔ：Ｐ刚）评估方法，基于评估

５科目进行了评估。基于ＰⅧ方法的评估按下述流程进行：＠根据将项目各要素进行逻辑陈列的项

目计划概要表（ＰｒｏｊｅｃｔＤｅＳｉｇｎⅨａｔｒｉｘ：ＰＤ‖）’进行评估设计·＠以项目进展情况为核心，收集所

需资料。◎从项目实际情况、现状以及基于评估５科目（妥当性、有效性、效率性、影响、独立发

展能力）的角度’对收集的资料进行分析·＠修订ＰＤＭ°◎根据分析结果，提出建议以及找出经验

和教训，并进行报告°

该评估调查中运用的评估５科目定义如下·

表１－４评估５科目定义

２ 

Ｚ≡ 九

移动黄山２１：４０（ＣＡ１５５２ －＞北京２３：５０

９／２０ 四 撰写联合评估报告书以及收集相关资料

９／２１ 五 撰写联合评估报告书以及｜文集相关资料

赣 叭■Ｇ叶例猛坠＝Ｆ户怔‖凶柑…汛唾～
９／２４ 协商各忘录草案

９／２５ 
一

一 联合评估会／发表评估结果并签署备忘录

９／２６ 
一

－ 

一
北京１４：４５（Ⅻ９０６）－＞成田１９８１０

妥当性 评估时，项目目标、总体目标是否妥当？与中国政府的政策、中国气象局、
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项目区的社会以及居民需求、日本政府的合作政策是否
吻合？

有效性 工厕口ｏｏ旧匣乡畏’′Ⅲ弓君』可圃简〗‖ｄ、以Ｄ足县亏与ˉˉ」驯！曰曰‖吓ˉˉ万己」巩∏酉！冗β刚＞忌』拭伯副又°

效率性 从项目“投入”中产生的“成果”，其时间、质童、数童等是台安兰？

影响 项目实施所产生的正面和负面影响（包括当初未预见的效呆）°

独立发展能力 合作结束后，项目取得的成果和发展的效果是否可以持续？或看为坝测坝日

是否具有扩大的可能性，从组织层面、财政层面、技术层面展望项目实施机
构的独自发展能力°



第２章项目概要

２＝１项目实施背景

在中国，拱水、干旱、台风、冷害等气象灾害频频发生，每年都遭受了很大的人员和经济损失·
中国一直在推进包括多普勒雷达、卫星观测系统等在内的气象观测网络建设’但目前的情况是，相
对于东部地区而言’西部地区的气象观测站数量非常少·尽管中国政府一直设法提高气象观测系统
的总体水平，但西部地区尤其高原观测密度仍较低，因此天气预报、气象灾害预测的准确率和可信

度提升受到制约。在这－情况下’基于改进大气综合观测系统，提高天气预报以及气象灾害预报的
准确度为急需解决的重要课题这－认识’中国政府向日本政府提出合作建议，具体合作内容包括：
提供ⅧＳ（∧ｕｔｏⅢａｔｉｃⅥｅａｔｈｅｒＳｔａｔｉＯｎ）观测（青藏高原）、ＧＰＳ观测（云南省、四川省、西藏自治区
等）以及开发数值模式（北京）所需器材、软件、派遣大气观测领域的专家以及接收赴日进修人员·
２００３年度，ＪＩＣＡ中国事务所通过与实施单位进行会谈以及确认观测站点情况’掌握了气象观测设备

的情况以及实施体制的概要，对包括紧迫程度在内的中方建议内容进行了确认，２００４年９月’本项

目得以立项·其后，ＪＩｃＡ于２００５年实施了２次事前调查，中日双方对项目概要达成共识，“中日气
象灾害合作研究中心项目′’于２００５年１２月开始实施°

２＝２项目实施目的

本项目拟充分利用现有设备以及项目提供设备，提高青藏高原及其东部周边地区气象观测数据
的数量和质量，通过开发有效应用这些观测数据的数值预报模式，加强气象预报业务系统。

总体目标：ｌ

“减轻包括中国区域与日本在内的东亚地区的气象灾害”

项目目标：２

“通过开发有效利用青藏高原及其东部周边地区高质高量的观测数据的数值预报模式，强化中国区
域的业务化气象预报系统″

成果：

１）在青藏高原及其东部周边地区建立水汽实时观测网络°

２）建立青藏高原及其东部周边地区的综合气象观测网络。
３）在青藏高原及其东部周边地区陆＿气相互作用的基地观测网络实施加密观测·
４）建立卫星综合利用系统·

５）建立可有效利用青藏高原及其东部周边地区观测数据的数据系统。
６）提高对影响中国区域及东亚气象灾害和水资源的青藏高原及其东部周边地区气象和水循环变化机
理的认识·

７）开发有效应用青藏高原及其东部周边地区观测数据的中尺度及区域尺度数值气象预报模式．
８）对提高暴雨预报精度有利于社会公益进行对比分析°

２ˉ３项目实施体制的特点

〗总体目标在本中期评估中进行了部分修改°ＰＤＭ０以及ＰＤＭｌ谓参照附录资料１以及２。
２项目目标原来设定了两个，本中期评估中基于ＰＣＭ方法将其汇总为－个·

３ 

Ｚ＝ ）／｜＾ 



在各阶段开展了阶段性活动

本项目把整个项目期分为３个阶段，建立了分阶段实施技术合作的项目实施体制·各阶段的实施
计划如下所示·本中期评估调查是在第１阶段（建立观测系统）即将结束，第２阶段即将开始之前
进行的°本项目实施概念图请参照附录资料３。

项目的业务实施体制

１）技术合作的形态

本项目按照与常规技术合作不同的项目实施体制开展了活动。截止到中期评估的第１阶段主要
目的是在项目区建立观测系统，与观测系统的设施及器材安装有关的日方专家与中方对口专家
＿同主要在项目区一线开展了活动·除此之外，日方专家以及中方对口专家通过每年参加两届
（春季和秋季）科学研讨会、定期举办电话会议以及ｅˉｎａｉ１等方式进行沟通，开展技术合作活
动．

２）项目区体制（四川省、云南省、西藏自治区）

本项目将四川省、云南省、西藏自治区作为建立综合观测系统的项目区。这些地区的省级气象
局以及气象科学研究所等有关机构、中国气象局等有关部门以及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为本项目的主
要合作机构°项目业务实施体制图请参照附录资料４°

４ 

２＝ ）／｝＾ 

阶段 期间 主要的项目目的

第１阶段 ２００５年１２月～２００７年９月 观测系统的建立与预报模式的开发

第２阶段 ２００７年１０月～２００８年８月 观测系统的实际运用与预报模式的

改进

第３阶段 ２００８年９月～２００９年６月 观测系统和预报模式性能评价



第３章项目的实际情况和现状

３＝１活动的实际情况

通过项目实施方的自我评估、相关的报告书以及对相关人员直接访谈等，确认了活动的进展状

况·确认结果表明’截至中期评估，以第１阶段的活动为主，所有活动均按计划得以实施°迄今为
止活动的实际情况汇总为下表３ˉ１°

表３ˉ１迄今为止活动的实际情况

５ 

〉／叭乙

活动内容 〔 活动的实际情况

霹霉撼撼！；；｛瓣！！瓣赣镶蹿爵席‖！！蕊ｌ赃匣国叶｜龋睡涧罚『剂撼憋腾酗勒雌滥趣醒鲤箩载弹灌墨些』埋望堕鲤圭琶些兰兰兰望三兰兰当苫垒
Ｔ把些田皿

－ 
爵Ｔ把些田皿
－ 
爵！｜｛｝！｝｜｝！｛！｛｝｛｜！！｛！｜！｝｛｝！撼‖撼赣；撼｛瓣撼臻Ｔ把些田皿

－ 

Ｔ把些卓．Ⅱ〗．品〗立！ｌ０』饥‖日ˉ〗坠ｍ』二ˉ几．出ˉ％丝上胆ˉ正上出哺呻仙；目０冯；■＝Ｊ坐且户刁ｌ∏■凸Ｔ■ｖ－■≡咀尝≈二～．■■■．≡＝＝■～＝．ˉ

ˉ 

１＝１ 资计和开发水汽观测系统 面【Ｖ『汛」’十刀Ｚ」刀Ｑ＝飞）此‖腮｜巧怠勤Ｕ

１＝２ 在云南省、西藏自治区、四川省、重庆币、
贵州省、广西自治区安装设置水汽观测系
统并进行试运行·

面向项目观测站点操作人员及分中心负贸人举

办了培训班°对事前调查提供了支持′对新建
２４个站点的安装与试运行提供了支持’采购了
ＧＰＳ数据分析软件并投入使用°

１ˉ３ 对云南省、西藏自治区、四川省、重庆市、

贵州省、广西自治区的水汽观测系统的业
各运行提供支持°

收集了现有水汽观测系统的实时资料°

１＝４ 开展从水汽观测站点向北京的数据传输
试验。

对项目观测站点操作人员进行了技术指导，进

行了水汽观测站点向北京进行数据传输的试
验● 

１＝５ 实施将水汽观测实时数据应用于数值狈
报模式的同化试验·

进行了水汽观测实时数据应用于数值预报模式

同化试验研究工作。实施了中国对□专家的赴
日进修。

１＝６ 建立水汽观测数据档案库，进行与其他数
抿的统合°

计划在第２阶段进行。

．°苹虫醒电ｂ之…日喀！睡ｋ盘牟舞‖．．．监醚鲤‖：出．占串．世Ⅱ延飞斟谐些Ｅ丛田止』户ｂ坚户＝ｐ…笋色‖．岂半』乓二哇＝些°毡４■÷已≡．巫芍≡岂浊…片；
嚣撼赣｛
崇≡粪篙莹言≡司

２＝１ 设计和开发青藏高原及其东部周边地匹
综合气象观测系统。

赶打Ｊ淀Ⅵ开播Ⅵ习旧砚测阴汁及和叹订，币‖７「」

器材资料信息初稿°

２＝２ 新设大气边界层观测系统并进行试运行· 新建３个站的大气边界层观测系统，开始了调
试及试运行。

２＝３ 进行现有自动气象观测系统和大气边乔
层观测系统的维护°

运行了现有自动气象站·修复了现有的风廓线
仪（那曲） 并投入试运行°

２＝４ 对现有以及新设气象观测系统的业务运

行提供支持。

进行了接收提供器材的准备工作（办理免税手

续等） 完成了接收器材后的临时保管、国内
运输、安装计划。在当地政府部门的协助下，
完成了大理、温江观测站的征地手续°

２＝５ 建立综合气象观测系统获得数据的档栗
窿·讲行与其它数据的统合。

建立了综合气象观测系统°数值同化活动计划
在第二阶段进行°

！赣霉瓤｜｜｜！｝；｜｜｛｜｝｛！；｛｜｛｝｛撼！｜ ｛瓣！！！撼｜蠕ｌ哩鳃醚蹿翰哩滥龋型卸鲤鲤鱼甄
｜｝｛瓣｝赣！｝
酗！泄｜曲…］』ｊ§」健蝉蹿籍攀警警崇兰警缉蹭舅譬当尝碧警慧管譬兽：莹带盖割

３＝１ 拟订加密观测计划。 汪弟４庙科字吭闪莹上砸』‖饵狐伙‖刚＝午树子

目标进行了讨论。并在第５届科学研讨会上就
具体的实施计划进行了详细的协商°

３＝２ 开展冬季观测° 计划在第２阶段（２００８年３月）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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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ˉ３ 进行季风前加密观测试验· 计划在第２阶段（预计２００８年４～５月）进行·

３ˉ４ 进行季风期加密观测试验° 计划在第２阶段（预计２００８年６～７月）进行。

３ˉ５ 进行加密观测采集数据的档案库制作，以

及与其他数据的统合作业°

］丁〕巳‖』ｔ上易弓乙＂「棺兄卫上↑Ｊ·

型；！掣螺墨鳃鹏獭｜‖躯：蝗搜霉裂驱鲤藤割蹦撬鲤哑掣鳃蹈围驾哗幽＝灿攀递肄山……嘶；鹤笋梁莹尝兰舅掣笋粪学等尘兰匿兰尝二碧宇莹苇莹慧巴嚣富营壹冒莹司

４＝１ 进行卫星遥感反演技术的开发和验证。 在科字饥门会『上，甲口从力呵卫星卫旦′毖叹拽双

术的开发和验证发表了研究报告。

４＝２ 锚｜作ｐ星ｉ舀感产品． ］丁〕己‖』ｔ上身弓乙Ⅳ『枉［卫∑‖Ｊ°

舔吊

蹿镭｝
－ 

！赣慧！撼镶赣撼！！戳赣赣撼镶赣
鳞瓣‖；腮臻塞铡制翅唾幽堕戳娜戳攀醚』霞慈！ｊ霖鳞睡｜蹿ｊ孽渔警蹦幽醚

～ 

蕊
〗｜雪６盂ｌ
－ 

■～产‖凹词啪型呵《■０■≈闻勺→〗耐甫刁团．≈汗≈了ｎ■伐惮÷ˉ．．‖：‖泪Ｔ仁午■Ｙ』抿∏ˉ出■■Ⅷ

Ｎ■■■＾二罗吁蹿四Ⅷ一冉奇■－二罕■一＝■■记Ⅷ■甭·－■丁－■－－＝ˉ一ˉˉˉˉ－－－－—－ˉˉˉˉˉˉ

５＝１ 

５＝２ 

进行数据质量检验、数据档案库和检累乐
统建设方面的开发合作和技术合作·

制定数据共享政策·

汪不斗字０！）『呵乞；工’甲口从〃羽犁拓』贝墨饵目皿、

数据档案库和检索系统发表了研究报告·就项
目相关方之间的的数据利用（内部共享）共享
政策方案达成了共识°

５＝３ 开造数据共享技术· 计划汪弟２阶钱ｊ迁打°

；橇擂 霉霹｛撬！霉！疆撬赣！赣撼赣
‖尖曰泻｜囚启鞋定鳃ｐ岭鳃＝『§

占己巴坠…■□山Ｆ俱甲碎ｐ←…二＝■司■←凸轴毋■锣∏睁□】□丙Ⅷ产■■尸』－～罕～□－～＝■ˉ厂厅■守ˉ～干干ˉ

ｉ≡１ 开展共同分析研究 汪不斗字《！′↑］Ⅵ乞亨工’甲口从〃仅刁乙』雨「』心肝口Ｊ凹『

究成果°

爵

； 铡削镶
产■五吊≡『

— 

≡山墨冗…二田■■■■▲～片』～■■百■△■

７＝１ 开发青藏高原区域热源和强对流中心地

区以及水汽辐合地区的陆＿气相互作用

的中尺度模式°

汪习斗字｛！）↑门乞；上’甲口从〃用［惶孔汀′乙仅衣」

研究报告·实施了１名中国对口专家关于陆—
气相互作用模式、数值同化的的赴日进修·

７≡２ 开发包括青藏高原和东亚在内的区域尺
度模式·

研究了现有模式的适用性°计划在第２阶段进
行改进°

７＝３ 开发中尺度以及区域尺度模式、水汽观测

值以及卫星观测值相结合的数值同化系

统’开发改进数值气象预报初始场的方

法＠ 

研究了现有模式的适用性。计划在第２阶段进
行改进·

７＝４ 将这些模式以及数值同化方法纳入业务

数值气象预报，进行质量管理和性能评
价◎ 

研究了现有模式的适用性。计划在第２阶段道

行改进．

赣撼赣攘骤螺瓣霉！｜｛撼撼
鞘【靴蜗眶蜒唾趣剧腿鳃谨塌幽世浊山躁】锄蝇宝鸳鲤趣柴翅螺翅趾幽Ｌｌ；

霉撼！｛
空二至堂当苫兰兰当滑岂它…国壁患避钥』』蹭目些ｄ叫鸟】≡汪垂晋 ←←＝≡≡≡＝≡≡≡≡三



３ˉ２投入的实际情况

日方、中方投入的数量、质量、时间均按计划进行·

３＝２＝１日方投入

派遣专家、接收进修生、提供器材、负担运行经费等所有投入内容均按计划得以实施°

（１）派遣专家

截至中期评估，共派遣了１３名专家在１１个专业领域进行了技术合作°鉴于第１阶段的主要内
容为建立观测系统基础，因此’到目前为止主要派遣了负责观测与信息系统的调试和观测系统器材
采购监理领域的２名专家°其他领域的技术合作主要通过科学研讨会及远程交流的方式进行·派遣
专家的详细情况请参照附录资料５ˉ１。

（２）Ｃ／Ｐ赴日进修

２００６年度４名Ｃ／Ｐ参加了赴日进修。计划２００７年度实施４名Ｃ／Ｐ赴日进修（其中１名在中期
评估期间正在日本参加进修）。关于ｃ／Ｐ赴日进修的详细情况请参照附录资料５－２·

（３）提供器材

截止到实施中期评估的２００７年９月，主要提供了ＧＰＳ观测和分析器材、大气边界层观测器材、
车辆等。到目前为止，这些器材全都处于正常运行状态。提供器材的总金额为３０２，４０３千日元·详
细情况请参照附录资料５＝３·

（４）负担运行经费

截止到第３年度的运行经费负担总额为５２，８６２千日元，均按计划得到了充分利用°详细情况请
参照附录资料５ˉ４°

３ˉ２ˉ２中方投入

（１）配备Ｃ／Ｐ

截至项目执行协议调查时，中方选定了５７名ｃ／Ｐ。在评估阶段有６２名正在开展活动。Ｃ／Ｐ详细
名单请参照附录资料６＝１°另外，除这些Ｃ／Ｐ外，本项目还有很多中方气象工作者（特别是项目观

７ 

》／｀＾互＝

８＝１ 调查项目期内暴雨事例，验证暴雨预报的

准确率以及提取用于计算损失减少额的

合理事例。

在科学研讨会上，研究了聘请项目外专家迸打
亚洲水循环研究计划相关对比分析计划方案。
同时考察了候选地区·

８≡２ 对应用与不应用所开发模式和初始场推

算方法时的暴雨预报精度进行比较°

计划在第３阶段进行。

８＝３ 对提高暴雨预报精度在多大程度上有利
干社会公益进行计划。

计划在第３阶段进行°



测站点的技术人员）接收了Ｃ／Ｐ的技术指导·

（２）设施的提供

中方在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的办公大楼内为日方专家提供了可以办公的房间以及中方对口专家

的办公室（项目办公室）°良好的办公环境对项目的顺利实施发挥了作用°另外，观测基地—成都

（四川省气象局成都高原气象研究所／四川省气象科学研究所）、拉萨（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

昆明（云南省气象科学研究所）均为本项目提供了办公场所。

经费的分配

截至２００７年８月，中方投入了２３２４·１万元（３５６，９１２千日元）’均按计划得到充分使用，

（３〉

详细内容请参照附录资料６－２°此外’中方的财政年度为１月～１２月。

８ 

Ｚ一 〉／叭



第４章项目的评估

调查团对于成果的取得情况和项目目标的完成情况，按照ＰＤ‖１记载的指标进行了验证°验证结
果如下°

４ˉ１成果的取得情况

截至中期评估为第１阶段’因此，主要对成果１、２和３的取得状况进行了确认°此外，ＰⅧ个
层面的指标方案在项目开始后通过中日双方有关人员的协商得以明确，本调查中按照各指标方案对
完成情况进行了验证°

成果１：

“在青藏高原及其东部周边地区建立水汽实时观测网络°”

基于下述理由，可以认为已经取得成果１°

关于指标１＿１，在２４个观测站新设了ＧＰＳ可降水量计量装置水汽观测系统’确认了北京可以收到
其中约８成观测站采集的水汽每小时观测数据。西藏自治区个别观测点因当地的电源、通信状况不稳
定，存在观测数据传输有时无法连续进行的情况。对此，当地气象局正在采取积极措施，利用太阳
能板解决电源问题，利用引进宽带等解决通信问题°６ＰＳ观测点的建设进展情况以及ＧＰＳ观测数据传
输情况请参照附录资料７与８←１·关于指标１ˉ２，通过访谈及问卷调查，确认了各观测站点均正在培养
各２名总计５０名左右的技术管理人员。另外，在终期评估调查之前’需实施问卷调查，以确认观测站
点技术人员能力提高的成果。

成果２：

“建立青藏高原及其东部周边地区的综合气象观测网络°”

成果２的指标

２ˉ１所公开的气象观测档案库的内容、质量、数量、时间和频率
＠现有观测系统：在６５个站点约８成站点采集累计２年的地面气温、湿度、风向、风速、降
量的每小时观测数据·

＠在新设ⅫＳ的约８成站点（５处左右）’采集累计２年的地面气温、湿度、风向、风速、降
量的每小时观测数据。

２ˉ２可以进行气象观测系统管理的人才数
新设』ⅧＳ各观测站点２名，共培养１５名左右技术管理人员。

基于下述理由’可以认为已经取得成果２°

关于指标２ˉ１＠，现有的６５个站点已经采集到了每小时观测数据°请参照附录资料８ˉ２·关于指
９ 

〉／叭乙

１ˉ１远程监控系统可实时提供的水汽观测数搪的顶童、
在新设２４个站点设置ＧＰＳ观测点，在约８成站点
积算水汽量的每小时ＧＰＳ观测数据

观测息叙】互、呵问邪飘竿

（１７－１９个站点）采集累计２年的用于计算

１＝２可以进行水汽观测系统管理的人才数
桓浑延颧ｍ右ⅦⅦ‖让占９立ˉ箕擦筹ｍ窒芹右的枯术管理人员·

能Ｅ且‖的芽兽士云



标２ˉ１＠，新设了７个Ａ鹏，已经开始试验性采集数据，请参照附录资料８ˉ３·关于指标２－２，根据本调
查访谈的结果，确认实施了器材运行有关的培训，正在培养各设置点２名、共１５名左右的管理人员。
另外，在终期评估调查之前，需实施问卷调查以确认观测站点技术人员能力提高的成果·

成果３：

“在青藏高原及其东部周边地区陆－气相互作用的基地观测网络实施加密观测°”

成果３的指瓶

所公开的加密观测档案库的内容、质量、数量、时间和频率

…测…霸谩』…………采集风…露直分…ｏ
１０分钟观测数据、气温垂直分布和地表通量的适时观测数据。

＠风廓线仪＋ＲＡＳＳ系统：

在新设１个、现有１个加密观测站点，用暖季的约８成时间连续采集风向和风速垂直分布的每
１０分钟观测数据、气温垂直分布的适时观测数据。

可以进行基地观测网络加密观测管理的人才数

＠ＰＢＬ观测系统：各新设观测点２名，共培养６名左右技术管理人员°
°风廓线仪：各新设及现有观测点２名，共墙养４＿名互茧述宣星△垦：

３＝１ 

３＝２ 

成果３，２００８年计划实施的加密观测筹备工作已经完成。

关于指标３ˉ１＠，在３个新设站点（西藏自治区、四川省、云南省）安装了大气边界层观测系
统，并开始了试运行°同时’第５届科学研讨会上对现有２个站点的运行情况进行了汇报°关干指
标３ˉ１＠，对现有的风廓线仪（那曲）进行了修理’待故障备件到达（２００７年１１月）后开始试运行°
详细内容请参见附录资料８ˉ４以及８ˉ５·关于指标３ˉ２＠，２名对□专家通过赴日进修学习了ＰＢＬ观
测系统方面的技术°关于指标３－２＠，对１名人员进行了ＯＪＴ（实地培训）°另外，加密观测分别计划
于２００８年初实施冬季观测，于４月～５月实施季风前观测以及６月～７月实施季风期观测。

成果４：

“建立卫星综合利用系统°”

成果４将在第２阶段取得。
截至目前为止召开的科学研讨会上，中日双方对卫星遥感反演技术的开发和验证发表了研究报

告，并对制作卫星遥感产品的的实施计划进行了协商°

成果５：

“建立可有效应用青藏高原及其东部周边地区观测数据的数据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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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ˉ１卫星遥感数据的内容以及卫星遥感产品的种类和数量

ｏ制作２年的对象领域土壤水分、积雪、 植被和降水量（每５～１０天）卫星产品
∩生‖｜作Ｏ生的叶鱼颂盐★气泪庶和水汽分布（每夫）卫尾产品

啦星』的梧标



成果５的指标

５ˉ１数据访问量（来自项目内部、外部）

实现全球数据共享时，达到平均１００次的日访问量。
５ˉ２利用数据系统的人才数

卖现圣球数搪共享时′１００名左右（观测８０名、模式１０名、卫星遥感１０名左右）利用数据．

在此前的科学研讨会上，中日双方对数据质量检验、数据档案库和检索系统发表了研究报告。
就项目相关方之间的数据利用（内部共享）的数据共享政策方案达成了共识·继之，通过数据外部
共享政策达成共识，有望取得成果５°

成果６：

“提高对影响中国区域以及东亚气象灾害和水资源的青藏高原及其东部周边地区气象和水循环变化
机理的认识°”

成果６将在第３阶段取得°在科学研讨会上，中日双方发表了新见解的研究报告°

成果７：

“开发有效应用青藏高原及其东部周边地区观测数据的中尺度及区域尺度数值气象预报模式。”

成果７将在第２阶段取得°在科学研讨会上，中日双方就模式开发发表了研究报告°１名中方
研究人员参加了陆—气相互作用模式、数值同化的的赴日进修°

成果８：

“对提高暴雨预报精度有利于社会公益进行对比分析。”

成果８将在第３阶段取得°在科学研讨会上’讨论了聘谓项目外专家进行亚洲水循环研究计划相关
的对比分析计划方案°同时’对候选地区实施了实地考察·

４ˉ２项目目标实现的可能性

本调查对成果的取得状况、外部条件的现状等进行分析，就项目目标实现的可能性进行了下述确
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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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ˉ１发表新见解的研究论文数
’∩∩Ｒ年庶以后．每年蹬表高水平论文５篇左右·

戌舆６的指标

７ˉ１通过案例分析所获得的数值气象预报模式预报攀雨的稍度

精度提高到可作为洪水预测信息的水平·

７－２可以进行数值气象预报模式开发的专家数
只～∩父方右专家可以讲行数值气象预报模式开发·

戌里７的指标

８ˉ１通过对比分析估算出的通过减少受灾产生的经济效益
担虫田辆蹿而减′ｂ的人吊伤亡和经济损失的大小°

戌奥８的指标



项目目标：

通过开发有效利用青藏高原及其东部周边地区高质高量的观测数据的数值预报模式，强化中国区域
的业务化气象预报系统”．

项目目标的指标

●
●
 

１有助于数值气象预报的实时数据的内容、质量、数量、时间及频率
在约８成的新设ＧＰＳ观测点采集累计２年的用于计算积算水汽量的每小时ＧＰＳ观测数据，

在ＡⅥＳ观测点（５个站点）采集累计２年的地面气温、湿度、风向、风速和降水量的每小时观测
数据°

２有助于模式开发的数据内容、质量、数量

在新设３个ＰＢＬ观测站点用暖季的约８成时间采集风向和风速垂直分布的每１０分钟观测
数据、气温垂直分布和地表通量的适时观测数据°并制作累计２年的大气垂直结构、降水量空
间分布、土壤水分分布的卫星遥感产品（平均５天左右）。

３所开发的数值气象预报模式的暴雨预报精度
预报精度提高到可作为洪水预报信息的水平·

４ＧＰＳ观测、ＰＢＬ观测等高水平气象观测网络的业务化建设进展情况

５在业务化水平上利用数值同化技术进行数值气象预报模式开发利用的进展情况

截至中期评估’计划的活动全都按照预定的计划得到实施，项目进展顺利。项目提前完成了任
务，并取得了成果。通过分析中日双方的合作和实施体制等现状，可以认为项目目标实现的可能性
很大°另外，项目目标指标的完成情况如下。

关于指标１，在２４个观测站点设置了ＧＰＳ观测点’其中约８成左右已经可以向北京传输实时观
测数据。另外，新建７个ＡⅥＳ站点’已经开始试验性采集数据。关于指标２，新建了３个大气边界
层观测系统，并开始了试运行。同时，对现有的风廓线仪（那曲）进行了修理，待故障备件到达（２００７
年１１月）后开始试运行°在科学研讨会上，中日双方对卫星遥感反演技术的开发和验证发表了研究
报告，还就卫星遥感产品的制作进行了讨论·关于指标３，在科学研讨会上中日双方对模式开发发
表了研究报告，通过赴日进修、电话会议等形式推进了模式的开发。此外，本调查建议追加指标４
与指标５，并得到认可。

４＝３项目的实施过程

如３ˉ１项所述’迄今为止的活动均按计划得以实施并已完成°就实施过程特描述如下·

检查体制：活动的进展通过定期召开的电话会议、一年２届科学研讨会、以及ｅˉⅢａｉ１等方式切实得
以检查°第１阶段主要是基础建设阶段，因此涉及器材的采购、运输及安装的相关手续很多·在遇
见器材采购手续、观测器材安装场地征地问题等困难时，中方相关人员齐心协力积极应对使问题得
到解决°

技术合作情况：中日技术合作得以顺利实施°但是，中日双方均指出在技术指导与合作之际，根据
不同的领域，中日负责研究的人员之间需要相互确认°今后，在向第２阶段过渡（模式开发）之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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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待实施更为具体、更为深入的研究、讨论以及进修·
另外，在对中方观测人员进行技术指导方面’举办了培训讲座以及编制了器材操作中文指南，

计划实施中方举办的培训。

业务实施体制：确认了科学研讨会体制、地区分中心体制作为本项目的实施体制发挥了卓越的成效’
保障了项目整体活动的开展°通过召开科学研讨会，中日双方研究人员发表的研究成果成为双方共
享研究经验和开展更深入研究的基础·地区分中心体制使各级（各观测站、省级中心、气象局相关
部门等）的分工明确，低成本高效率地实施了数据传输以及分析研究。另外，不再需要办理事务上
的手续各分中心之间就可以共享数据也成为该体制的正面因素°

通过电话会议进行业务运营以及开展研究合作：作为项目的检查以及技术交流的平台，定期召开的
电话会议发挥了显著的效果。电话会议之所以发挥显著的效果，在于中日双方相关人员的精心准备、
中日双方的领导能力以及通过制作、翻译会议备忘录实现准确的资料共享等°电话会议内容通常由
日方项目人员整理成备忘录，翻译成中文后，作为与中方共享的资料进行确认。可以说这样细致的
工作为双方切实共享知识和经验以及加强中日双方的信赖关系发挥巨大作用°此外，第２阶段以后，
更需要中日双方就各个领域的课题，分别进行专业的沟通和技术交流，因此，需要共同探讨下＿阶
段以后的更有效的交流和沟通方法·

４ˉ４基于评估５科目的评估结果

调查团基于妥当性、有效性、效率性、影响、独立发展能力的５个观点（评估５科目）对项目
的实际情况进行了分析，对面临的课题进行了研究·

４ˉ４ˉ１妥当性（Ｒｅ１ｅｖ皿ｃｅ）

本项目基于下述理由，认为即便是现阶段项目也具有极高的妥当性°

与中国政府发展政策的吻合：根据中国第１１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５年规划纲要（２００６～２０１０年）
“第６篇、第２６章合理利用海洋和气候资源”’中国政府提出“发展气象事业，加强气象卫星应
用、天气雷达等综合监测，建立先进的气象服务业务系统。增强灾害性天气预警预报能力’提高预
报准确率和时效性。”，所以，本确保了中国政府发展政策的吻合°

目标群体的需求：在中国自然灾害（拱水、干旱等）频繁发生。掌握气象状况可以预防灾害，继而
有望对改善项目区居民的生活以社会、经济状况发挥作用，因此，本项目与中国项目区的社会（居
民）需求相吻合·

与日本合作政策的吻合：本项目的总体目标为减轻包括中国区域与日本在内的东亚地区的气象灾害，
该总体目标在阐明日本政府对华技术合作方针的《对华经济合作计划》以及ＪＩＣＡ国别事业实施计划
中，与技术合作重点领域—一“对环境问题等全球规模的课题提供合作”相对应，确保了与日本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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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政策的吻合·

合作方式的恰当性：青藏高原地区是气象观测体制薄弱的区域，加强这些地区的观测体制可以提高
观测数据的数量和质量°本项目是在以往中日合作研究基础上建立的中日双方研究人员之间友好信
赖关系的背景下开展的技术合作，在致力于尖端水平合作研究的中方对口专家（研究人员）的选拔
及业务体制下项目区站点的技术合作人员的选拔可以说均是恰当的。进而’在包括中日两国在内的
东亚地区，实施本项目所获得的相关资料是有用的，公益范围广，本项目的合作方式是恰当的·

充分利用日本的技术：可以认为处于世界顶级水平的日本科学技术和丰富的经验（６ＰＳ观测、模式
同化等）通过本项目被有效地应用于中日技术合作．

４ˉ令２有效性（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本项目基于以下理由可以说具有很高的有效性·

项目目标实现可能性：地方站点的观测数据顺利传输，其质量、站点数、时间｀频率等都很顺利。
从中日双方的合作情况、积极的工作态度、富有成效的实施体制等考量，如果今后也按计划开展活
动，则本项目目标实现的希望很大。

各成果的贡献情况：本项目的８项成果分别都与项目目标的实现密切相关·成果的构成具有阶段性，
经过第Ｉ阶段的基础建设，进行模式开发、以及模式的性能评估，并最终与项目目标即强化业务化
气象预报系统发生关联°各成果作为目标实现的构成要素都是必需的，并且各自的时序关系性也都
很明确°本项目实施概念图请参照附件资料３°

实现项目目标的主要障碍

西藏自治区等的供电情况、通信情况在部分地区很不稳定，可能会对采集观测数据产生影响’所以
本项目决定将其设定为ＰⅧ上的外部条件进行监测°另外，还针对此采取各种措施克服难题，比如
在观测站点使用太阳能电池、引入宽带等°

４ˉ４－３效率性（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本项目基于以下理由可以说效率性极高°

日方的投入

在专家派遣、中方对口专家培训、器材提供、本地成本负担等所有项目上，都在恰当的时间在质和
量上进行了恰当的投入。中方对口专家培训的效果很好’但为了进－步提高培训效果，有人建议最
好在事前送附培训资料，促进培训前与负责教师的沟通°现在正在开展的２００７年度培训已经采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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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述堑议。器材设施的设置方面遭遇了种种困难，但中方的气象人员（Ｃ〗ｌＡ、地方站点气象局、观测
站、以及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同心协力开展合作′可以说也与效率的提高紧密相关·另外，日方
的灵活处理（ＪＩ叭事务所对日本采购用模式的改善使用、为增加科学研讨会举办频率提供支持等）
也可以说为提高效率、实现成果做出了贡献。

中方的投入

项目开始时配备了５７名ｃＰ（中方对口专家）。中期评估时，有６２名得到了确认°大都是Ｃ肌Ｓ、气
象方面研究所的前沿性研究人员、省级业务部门的气象工作人员等，都非常热心业务，为中日技术
合作做出了贡献°中方投入了比日方更多的预算，推进本项目活动的开展°

项目运营管理体制

项目运营管理充分利用１年２次的科学研讨会、１年１次的ＪＣＣ、定期电话会议、ｅˉ∏】ａｉ１等’可以
说开展得非常地有效、有系统°在其背后，是承担科学研讨会运营管理的中方项目办公室、和承担
定期电话会议整理的日方项目事务局双方有关人员的共同努力。另外，中日双方的研究人员、业务
部门的技术人员都对气象领域的许多研究课题抱有共同的关心，所以都对促进项目开展非常热心，
这也可以说促进了项目的顺利开展°

另外，本项目是在以往中日合作成果的基础上开展，遵循中日学术前辈在以往建立的信赖关系和研
究合作体制推进项目的开展·正因为有这－基础，所以利用电话会议、科学研讨会、ｅˉⅢａｉ１等交流
手段的技术合作才成为可能。可以说是得以非常有效地发挥中日双方高水平技术能力的宝贵的案例。

４ˉ４ˉ４影响（Ｉｍｐａｃｔ）

在中期评估时对项目实施所产生的最终影响即总体目标的实现进行预测比较困难，但对于迄今为止
的项目实施所产生的波及效果明确了以下几点。

２００７年１月９ˉ１０日’在东京举办的第２届亚洲水循环学术研讨会上，整理了根据气象预报信息进
行洪水预测和提供水资源有效利用信息的实际验证实施计划的基本思路，由中国等１８个国家各提出
了１个河流域作为候选河流流域。

政策方面：根据本次调查的访谈调查结果’本项目对于中国政府设计或正在实施的西部大开发、青
藏铁路、南水北调（将南方的水输送往北方）项目、长江流域防洪相关决策、长江水资源的调整、
洪水预测和西部地区重点气象业务的构建、气象部门防灾减灾决策体系等新技术的发展提高等具有
重要的现实意义°另外调查还发现’通过本项目的实施，中国气象部门相关机构间（中央与地方、
气象研究机构与业务机构等）的信息交流、意见交换更为顺畅·

技术方面：本次调查的访谈调查发现，本项目的综合观测系统在其他省已经由中方在独自进行推广·
推广时，Ｃ∧ｌ【Ｓ研究人员作为内部顾问进行技术指导，本项目的技术交流成果已经开始对中国其他地
区产生影响°另外还发现，在四川省、云南省，本项目的中方对口专家已经培养成为项目实施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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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测技术的关键人物，他们己经开始在对其他观测站点、其它地区的观测站点的技术人员进行指导，
技术推广体制正在逐步建立·

社会方面：本次调查的访谈调查中有观点指出’通过本项目的中日合作在世界屋脊“青藏高原”及
周边地区建立新的气象综合观测系统’对于在大气科学研究领域占据国际领先地位和防灾减灾具有
很大意义，还会促进气象业务化系统和水资源评估技术的发展，从而产生国际影响。另外，亚洲季
风年（２００８年）在即’本项目获得了相关方面广泛的期待。本项目相关人员３名（ＣＡ］‖Ｓ、ＩＴＰ、东
大）将担任亚洲季风年科学运营委员会委员等，本项目的指导意义正在国际上得到发挥°国际会议
上的研究成果发表引起世界关注，ＪＩ队项目的贡献获得国际承认，在这一点上也可以说波及效果很
大°

经济方面：现阶段尚未发现特别的事例，但如果因本项目实施而使气象灾害预警能力得到提高，实
现气象防灾，则很有可能会在较长时间内对中国（甚至日本以及整个东亚地区）的社会、经济产生
正面影响·

负面影响：现阶段没有发现负面影响。

４＝４＝５独立发展能力（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１ｉｔｙ）

本项目基于以下理由预计具有极高的独立发展能力。

政策方面：中国在第１１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５年规划（２００６ˉ２０１０年）中，重视强化气象部门，
努力提高气象灾害预警能力，提高气候变化的监测、预测｀预报的精度和及时性°并在推进“建立
全国气象综合观测系统”长期规划。

组织方面：Ｃ哪是中国气象领域的重点研究机构’可以说是反映本项目实施所获成果、强化业务化
气象预报系统的最佳机构。

财政方面：本项目的预算已经编入气象局的业务体制’本项目正在中方的长期展望下得到实施·根
据今后项目的开展情况，估计预算还会增加。

技术方面：已安装器材（ＧＰＳ，ＡⅥＳ，ＰＢＬ等）正在本项目观测站点得到有效利用，同时观测站点的
技术人员也在努力学习掌握本器材的使用技术和知识·有意见指出，在西藏地区需要针对已安装器
材的使用技术提高当地观测人员的技术水平，对此调查发现，本项目正在努力采取措施克服难题，
比如制作中文版器材使用手册、由本项目其他地区的人才提供建议和指导等。另外，四川省、云南
省已培养了观测站点运营管理的骨干人才，并建立了由他们向其他人才进行培训指导从而实现技术
推广的体制，本项目的技术指导将不断落实可以说是确实的·另外，本项目中’已安装器材的维护
管理都由当地观测站点的人才在处理°在器材使用上有问题时，则通过向器材制造商（当地厂家）
咨询等方式独力解决问题·

１６ 

）／｛＾ Ｚ≡ 



第５章Ｐ皿修改

本次调查的结果’对以往的ＰＤ‖！０追记了外部条件，同时对总体目标、项目目标和部分指标进行了修
改°调查团对在今后的项目期内利用Ｐ皿１达成了共识°ＰＤ‖的修改内容总结见下表·

１７ 

Ｚ一 ‰ 

项目 修改内容 修改理由

蘑獭瞳慧鹅嚣蔑鳃壤翻撼瓣蹿蕊§撼』蕊蕊露嚣燕撼瓣翻罐磷翱撼霹 爵瓣撂鳞耀露；霹蹿鬃撼螺蕊巍罐霹磷蕊舞

总体目标 删除“水资源的有效利用′′，修改力·．赋拄已佰十四

区域与日本在内的东亚地区的气象灾害’’°

“水资源的有效利用”作为本项目买
施效果的因果关系要进行验证被认
为比较困难，所以从总体目标中删除
了 ◎ 

项目目标 将２个项目目标合并成１个，修改刀·。通辽汁反伺
效利用青藏高原及其东部周边地区高质高量的观测
数据的数值预报模式，强化中国区域的业务化气象
预报系统’′°

本项目要实现的最终目标是“强化中
国区域的业务化气象预报系统”’所
以决定将２个项目目标合并成了１
个°另外，Ｐ刚方法在原则上项目目
标为一个°

溯 瓣；霉赣撼辫恿霉鳃撼鹅蕊瞬∑蕊；撬蹿藤絮瓣撬翻镣龋瞒瓣磷鞍翻簿蹿 爵罐戳撼嚣鳃瓣！！鳃蕊翻鳃撼龋爵鳃瞬赣攀｝箩

＜成果＝＞项目目标＞

追加了以下外部条件。
１）确保预算，对器材进行适当的维护管理°
２）西藏等地区的供电状况不会对项目活动实
施产生大范围负面影响°

＜项目目标＝＞总体目标＞
追加了以下外部条件。

奉而垒雨针赫＝囊防旋开屠合作°

１）要实现项目目标，已安装的器材设
备需要得到有效利用，所以决定将相关
预算保障和维护管理情况设定为外部
条件°

２）西藏等地区供电状况不稳定被认为
会对观测数据的收集产生影响，所以决
宗设定为外部条件°

总体目标将整个东亚作为对象，所以决
定设定为外部条件·

憋髓鳃慰鳃赣融静骂鹏镭撼棍；鳞鳃骡攀！融瓣瓣翻印腮：围翻躺赡巍龋

］龋０闸圆０亿皿凸盎诺龟Ⅶ趟虱鄂鲤遥蜒鳃鳞塑攀缝擎樊蜜攀挚警警警警警警譬警兽需
≡由．尸Ⅱ二弓ｕ山贮卫码出出冯江ｋ■●行刁……■≈

■▲一■一＝＝

总体目标 对“根据中国国内和乐业气肆狈雅↑百总淀伏瞒小趴

报信息和提供有效利用水资源信息的实例”进行部
分删减和追加修改，修改为“根据中国国内和东亚
气象预报信息提供洪水预报信息和气象减灾的实
倔｜”ˉ

』画ˉ「＋曰０呢‖ｂ尸∩』凹『贸〗Ｖ』夕』、乒巳〗凸旬、间■∏〃】≈．０■′·■°

所以本指标也删除了“水资源有效利用
信息”，修改为“气象减灾”。

项目目标 指标１

在约８成的新设ＧＰｓ观测站点采集累计２年的用于
计算积算水汽量的每小时ＧＰＳ观测数据’在删Ｓ站
点（５个站点）采集累计２年的地面气温、湿度、
圃向凤嘘ˉ降水慑的每小时观测数据·

指标２

在新设３个ＰＢＬ观测站点用暖季的约８成时间采集
风向和风速垂直分布的每１０分钟观测数据、气温垂
直分布和地表通量的适时观测数据·并制作累计２
年的大气垂直结构、降水量空间分布、±壤水分分
布的徊垦谣感产吊（平均５天左右）。

为更具体地体现目标实现情况变换了
说法

奎匡—Ｔｐｍ∩至‖｜ｐ∏Ｍ］的修改内穷§



Ｚ≡ 
１８ 

〉／｜＾

指标３

所开发的数值气象预报模式的暴雨预报精度：预报
精度提高到可作为洪水预报信息的水平·

指标４

ＧＰＳ观测、ＰⅢ观测等高水平气象观测网络的业务化
建铅洪霹情况

指标５

在业务化水平上利用数值同化技术进行数值气象预
辊撞古卉洽利用的进展情况

为特别强化中国区域业务化气象预报

系统，在上述３个指标之外进行了追
加。

ｈ果 １一１在新设２４个站点设置ＧＰＳ观测点，汪绚Ｂ取甄

点（１７＝１９个站点）采集累计２年的用于计算积算
水汽量的每小时ＧＰＳ观测数据．

１ˉ２各新设和现有观测站点２名，夹墙乔ｂ０扫立桓

的技术管理人员°

２＝１ 

１）现有观测系统：在６５个站点约８成站点采集累
计２年的地面气温、湿度、风向、风速、降水量的
每小时观测数据·
２）在新设删Ｓ的约８成站点（５个），采集累计２
年的地面气温、湿度、风向、风速、降水量的每小
时Ⅷ捆‖｜凿０才层乓

２ˉ２新设Ａ】『Ｓ各观测站点２名，夹墙乔１ｏ扫≡徊汉

术管理人员·

３＝１ 

１）ＰＢＬ观测系统：在新设３个ＰＢＬ观测站点用暖
季的约８成时间采集风向和风速垂直分布的每１０
分钟观测数据、气温垂直分布和地表通量的适时观
测数据°

２）风廓线仪＋ＭＳＳ：在新设１个、 现有１个加密观

测站点，用暖季的约８成时间连续采集风向和风速
垂直分布的每１０分钟观测数据、气温垂直分布的适
时顿Ⅶ‖｜戮抿＾

３＝２ 

１）ＰＢＬ观测系统：各新设观测点２名，共培养６
名左右技术管理人员。
２）风廓线仪：各新设和现有观测站点２名，
桑４父方右枯术管理人员。

共培

４ 

１）制作２年的对象领域土壤水分、积雪、植被和
降水量（每５～１０日）卫星产品·
２）制作２年的对象领域大气温度和水汽分布
子》而里产品．

（每

５＝１实现全球数据共享时，达到干均１００伙田口功
门↑哥－

５＝２实现全球数据共享时，１００名左石（观测６０挡、
撞含‖∩名｀ｐ星遥感１０名左右）利用数据。

６ˉ１２００８年度以后’每年发表高水干论又ｂ扁△但·

为更具体地体现成果完成情况变殃

了说法。

为更具体地体现成果完成情况变殃

了说法·

为更具体地体现成果完成情况变换

了说法

为更具体地体现成果完成情况变殃
了说法

为更具体地体现成果完成情况变换
了说法

为更具体地体现成果完成情况变殃
了说法



ｌ９ 

乙
沪

７ˉ１精度提高到可作为洪水预报信息的水平。

７＿２５～６名左右专家可以进行数值气象预报模式

开发°

８－１指出因预警而减少的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的大

小°

为更具体地体现成果完成情况变换

了说法

为更具体地体现成果完成情况变换

了说法

活动

１ˉ１设计和开发水汽观测系统

１ˉ２在云南省｀西藏口治区、四川省、重庆市、贵

州省、广西自治区安装设置水汽观测系统并进行试
运行 ◎ 

１ˉ３对云南省、西藏□治区｀四川省、重庆市、贵

州省、广西自治区的水汽观测系统的业务运行提供

支持 □ 

１ˉ５实施将水汽观测实时数据应用于数值预报模

式的同化试验·

２ˉ１设计和开发青藏高原及其东部周边地区综合气

象观测系统·

为明确时间顺序，将“开发和设计”

修改为“设计和开发，’°

由于在“重庆市、贵州省、广西自治

区，′也设置了水气观测系统，因此这

３个地区°

为了更加具体体现内容，将“录入试验”

修改为“同化试验”°

为明确时间顺序，将“开发和设计”

修改为“设计和开发”°



第６章结论

评估５科目的各评估科目结果都为良好°特别是效率性方面，动员了代表中日两国气象领域的
专家，日方专家尽管只是短期派遣，项目提前完成了任务’并取得了成果，可以说效率非常高°这
一结果的背后，项目开始以前就已经建立的中日合作关系发挥了正面作用，同时中国气象局在管理、
预算安排等方面积极支持也可以说是重要原因。另外在独立发展能力方面，同样中方对本项目的预
算在项目结束后仍可保障，同时在技术方面中方对口专家也都很积极努力，并且从中国气象局与西
藏自治区、四川省、云南省气象局之间的技术支撑体制己经建成这一观点看’也可以说独立发展能
力非常高°

影响方面，如中方对口专家对其他业务人员进行技术指导等，有一部分己经显现出来，所以即
便是现阶段也可以予以积极的评价。

第７章建议和经验

７＝１建议

１）本项目在第２阶段，项目重点由数据观测的基础建设焦点移向模式开发研究。今后也播要不同领
域开展更密切的交流，建议与第１阶段一样，不断完善有效的实施体制。

２）通过本项目的中日合作在世界屋脊“青藏高原’’及其周边地区建立新的气象综合观测系统，这在
国际大气科学研究领域也非常引人关注。实际上与亚洲季风年（咖）、ＧＥ０ＳＳ等国际气象观测网络开
展合作，并在近期国际会议等上进行了介绍°因此，为展现和宣传本项目的国际贡献，建议积极地
向世界报导。

３）本项目由于涉及非常专业的课题，所以尽管社会意义重大’但要赢得ＪＩＣＡ内外对项目内容的理
解并不容易。现在ＪＩｃＡ作为专家工作的＿环，正在制作日文版的项目介绍宣传册，同时Ｃ雌也在
付出努力，比如制作本项目宣传册等，今后还需要利用上述材料开展举办演讲会等宣传活动°另外，
还建议在目前日方提供器材，双方共建’中方运行的观测网及其站点，接受日本纳税人直接考察０ＤＡ
现场的“０ＤＡ民间考察”’或组织中日两国媒体进行实地采访等，向一般社会大众广泛进行宣传·

７＝２经验

本项目通过充分发挥研究人员之间的长期合作机制，实现了项目的高效实施．

２０ 

Ｚ≡ ‰ 



附录资料

１°ＰⅧ０ 

２·Ｐ叫１（修订后）

３．项目实施概念图

４．项目实施体制图

５·日方投入的实际情况

５－１专家派遣实际情况

５ˉ２接收赴日进修的实际情况

５ˉ３日方提供器材及使用情况

５ˉ４日方负担运行经贺情况

６．中方投入的实际情况

６－１对口专家名单

６－２项目实施经费

７．２００６年～２００７年ＪＩＣ∧项目观测计划建设进展情况

８．各观测站点观测系统的运行情况

８－１ＧＰＳ运行情况

８－２删Ｓ运行情况

８－３ＧＰＳ无线探空运行情况

８ˉ４ＰＢＬ运行情况

８ˉ５ｗ＋ＲＡＳＳ运行情况

Ｚ＝ 咖



伊 附录资料１

项目计划概要表（ＰＤⅢ）

项目名称：中日气象灾害合作研究中心项目
盯目实施单位：中国气象局、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陨 凹期２２００５甸邑月［

】‖０ｑγ∏锰群‖本８气蜀酬丁』叹瓣 司～２００９句三６目３０匠守个旧］弧‖丁则』８盟００

７ 

项目概要 指标 获取指标数据的手段 外部条件

总体目标
减轻包括中国区域与日本在内的东亚地区的气象灾害与有效
利用水资源·

根据中国国内与东亚气象预报信息提供拱水预报信息、提供有效利用
水资源信息的实例

根据中国气象局向有关部署

提供的悄报中记载的报告

项目目标
１°青藏高原及其东部周边地区的气象观测数据得到数量与

质量上的提高·
２°通过开发有效应用青藏高原及其东部周边地区观测数据

的勤俏葡根檄式，加强中国国内的气象预报业务系统·

１．有助于数值气象预报的实时数据内容、质员、地点数、期间、频
率

２．有助于模式开发的数据内容、质量、数觉
３．利用所开发的数值气象预报模式，实现暴雨检验的精度

１·项目报告书

２·项目报告书

３·项目报告书

中国关于气象防灾业务的政
策不发生变化

成果
１．在青藏高原及其东部周边地区建立水汽实时观测网络·

２·建立青藏高原及其东部周边地区的综合气象观测网络·

３·在青藏高原及其东部周边地区陆－气相互作用的基地观
测网络实施集中观测°

４°建立综合的卫星利用系统·

５．建立可有效利用青藏高原及其东部周边地区观测数据的
数据系统．

６°提高对影响中国区域以及东亚气象灾窖和水资源的青藏
高原及其东部周边地区的气象、水循环变化机理的理解°

７．开发有效应用青藏高原及其东部周边地区观测数据的中

∩ˉ 

尺度、区域尺度的数值气象预报模式·

立械棍商暴雨预根精麻为社会公益做出贡献的对比分析°

ＬＬ可远程监控系统实时提供的水蒸气观测数据的质量、地点数、
期间、频率

Ｌ２．能够管理水汽观测系统的人才数

２．１．被公开的气象观测数据档案库的内容、质遗、地点数、期间、
频率

２。２．能够管理气象观测系统的人才数

３。１．被公开的集中观测数据档案库的内容、质凰、地点数、期间、
频率

３．２·能够管理在基地观测网络实施集中观测的人才数

４ｏ使用卫星的数据内容与产品的种类和数量

５°１．数据访问次数（来自项目内部、外部）
５．２。利用数据系统的人才数

６．公开发表新见解的研究论文数量

７ｏＬ根据案例分析，利用数值气象预报模式实现暴雨检验的精度
７。２，能够开发数值气象预报模式的专家人数

８°根据对比分析估算减少受灾损失金额

１．Ｌ项目报告书

１．２。项目报告书

２·Ｌ项目报告书

２ｅ２°项目报告书

３．１．项目报告书

３·２°项目报告书

４．项目报告书

５·１．项目报告书

５。２。项目报告书

６，论文检索系统

７．Ｌ项目报告书

７．２°项目报告书

８．项目报告书

信息传输系统正常发挥作用

、≤

项目实施单位：中国气象局、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
受益群体：气象行政领域的工作人员与研究人员

制作日期；２００５年月日
合作枯行蛔２２００５年１２月１日～２００９年６月３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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舌动
°１．开发和设计水汽观测系统·

·２·在云南省、西藏自治区、四川省设置水汽观测系统０进行试运行·
裕３·对云南省、西翻自泊区、四川省的水汽观测系统的业务运行提供技术支援·
捏４·开展水汽观测实地向北京传输数据的试验．
咀５·实施水汽观测实时数据用于数值预报模式试验·
…６．建立水汽观测数据档案库，进行与其他数据的组合·

！，１．开发和设计青藏高原及其东部周边地区的综合气象观测系统．
！·２．设盟新的大气边界层观测系统，进行试运行·
！．３．对现有自动气象观测系统以及大气边界层观测系统进行维护管理·
！．４．对现有以及新设气象观测系统的业务运行提供技术支撑·
！．５·建立综合气象观测系统获得数据的档案库′进行与其它数据的组合·

］．１·拟订集中观测计划．

］·２·实施冬季观测·

３．３，实施季风前的集中观测试验．
３．４．实施季风中的集中观测试验·
３．５．建立集中观测获得数据的档案库’进行与其他数据的组合·

４．１°开发卫星遥感反演技术．
４摩２．制作卫星观测产品·

５．Ｌ针对数据质趾检验、数据档案库和检索系统的建设，进行开发协议与技术合作·
５．２。制定数据共享政策·

５·３．开发数据共享技术·

６．开展共同的分析研究·

７·１． 

模式．

开发青藏高原地区热源、强对流中心地区以及水汽辐合地区的陆－气相互作用的中尺度

７．２．开发包括气藏高原与东亚的区域尺度模式·
７。３．开发组合了中尺度、区域尺度以及水汽观测数值和卫星观测数值的数据同化系统′ 开发

改进数值气象预报初值的方法·
７·４·在数值气象预报中采用上述改进的棋式与数据同化技术０调整模式参数’进行性能评价．

８·１°对比调查项目执行期内的暴雨实例，研究暴雨预测的
准确率与估算减少受灾损失经济效益．
ａ２．对比分析使用开发的模式和改进的初值估算法与没有
』ｔｌ〗用的悄况下暴雨预测效果·
见评估敖瓣墨雨预根箱庶对社会公益的贡献程度·

＼ 

《日方）

派遣专家（领域、人数）
＜短期专家＞

《１》总负贸《１名）
（２）边界层观测和分析《１名）
（３》ＧＰｓ观测和分析（１名》
〔４）降水观测和分析《１名）

（５）大气观测和分析（１名》
（６》陆地水文观测和分析（１名）
（７）冻土、积雪观测和分析（１名》
《８）卫星观测（１名》

（９）数据整合系统《１名）

（１０）陆－气中尺度结合模式（１名）
（１１）区域气候模式（１名）

《１２）气象预报模式（１名）

（１３）观测和信息系统调整《１名）
（１４）观测系统采购计划监理（１名）
（１５）整体业务协调（１名）

提供观测器材

接收进修人员

（中方）

提供项目办公场所

配备对口人员

运营维护管理经费

提供信息

障受技术指导的人员不在短
Ⅱ内减少以及出现人事变动

时

ｈ集数据能够获得有关机构的
已合

（之）

～≤ｌ 

附录资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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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计划概要表（Ｐ酗１》

页目名称；中日气象灾害合作研究中心项日
页目实施单位：中国气象局、中国气象科学研；
晋捕群体：气象行政领域的工作人员与研究人」

彦订日期：２００７牛９月乙◎
｜’日〗『］～２００ｇ年６月３［丸行期８２Ｏ０５丘

项目概要
指坛 获取指标数据的手段 外部条件

总体目标

减轻包括中国区域与日本在内的东亚地区的气象灾瞥· 根据中国国内和东亚气象预报信息提供洪水预报伯息和气象减灾的
实例·

根据中国气象局向有关部署
提供的情报中记载的报告

项目目标

通过开发有效利用青藏商原及其东部周边地区高质高量的观
测数据的数值预报模式’强化中圆区域的业务化气象预报系
统

１． 

２． 

在约８成的新设ＧＰｓ观测站点采狼累计２年的用于计算积算水汽
凰的每小时０Ｐｓ观测数据，在删ｓ站点（５个站点）采集累计２
年的地面气温、湿度、风向、风速、降水ｎ的每小时观测数据。
在新设３个ｐＢＬ观测站点用暖季的约８成时间采集风向和风速垂
直分布的每１０分钟观测数据、气温垂直分布和地表通趾的适时
观测数据．井制作累计２年的大气垂直结构、降水盘空间分布、
土壤水分分布的卫星遥感产品（平均５天左右）．

３．所开发的数值气象预报模式的暴雨预报稍度：预报精度提高到可

４． 

５． 

作为洪水预测信息的水平
ＧＰｓ观测、ＰＢＬ观测等高水平气象观测网络的业务化建设进展情
况

在业务化水平上利用数值同化技术进行数值气象预报模式开发
蔼ｌ田献】；＃睡棍『源［

１·项目报告书

２．项目报告书

３．项目报告书

４．项目报告书

５．项目报告书

中国关于气象防灾业务的政

策不发生变化

东亚各国针对气象防灾开展
合作 ● 

成果

１。 在青藏高原及其东部周边地区建立水汽实时观测网络·

２．建立青藏高原及其东部周边地区的综合气象观测网络．

３。 在青藏高原及其东部周边地区陆－气相互作用的基地观
测网络实施加密观测．

４°建立卫星综合利用系统·

Ｌ１．在新设２４个站点设置ＧＰＳ观测点，在约８成站点《１７ˉ１９个站
点）采集累计２年的用于计算积算水汽盘的每小时ＧＰｓ观测数
据·

１．２．各新设和现有观测站点２名，共培养５０名左右的技术管理人员．
２。１．＠现有观测系统：在６５个站点约８成站点采集累计２年的地面

气温、湿度、风向、风速、降水ｎ的每小时观测数据·
＠在新设嘛的约８成站点（５个）’采集累计２年的地面气温、
湿度、风向、风速、降水篮的每小时观测数据·

２．２°新设Ａ鹏各观测站点２名，共培养１５名左右技术管理人员·
３。１·ｏＰ６Ｌ观测系统：在新设３个ＰＢＬ观测站点用暇季的约８成时间

采集风向和风速垂直分布的每１０分钟观测数据、气温垂直分布
和地表通Ⅲ的适时观测数据．

＠风廓线仪＋趴ｓｓ：在新设１个、现有１个加密观测站点’用暖季
的约８成时间连续采集风向和风速垂直分布的每１０分钟观测数
据、气温垂直分布的适时观测数据·

３．２·ｏＰＢＬ观测系统：各新设观测点２名ｐ
人员·

＠风廓线仪；

共培养６名左右技术管理

各新设和现有观测站点２名，共培养４名左右技土

Ｌ１．项目报告书

１．２．项目报告书

２ˉ１．项目报告书

２．２．项目报告书

３·ｌ°项目报告书

３°２°项目报告书

信息传输系统正常发挥作
用 ● 

确保预算，对器材进行适当
的维护管理·

西藏等地区的供电状况不会
对项目活动实施产生大范围

负面影响·

手

项目名称；中日气象灾害合作研究中心项目
项目实施单位：中国气象局、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
等捕群体：钝象行政领域的工作人员与研究人员

修订日期：２００７年９月２５日
合作轴拧蛔°ｍ０５年１２月１Ｈ～２００９年６月３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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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人员·

４．ｏ制作２年的对象领域土壤水分、积雪、植被和降水趾（每５～
１０日》卫星产品·

＠制作２年的对象领域大气温度和水汽分布〔每天）卫星产品·
５。１·实现全球数据共享时’达到平均１００次的日访问趾·
５·ａ实现全球数据共享时，１００名左右（观测８０名、模式１０名、

ｎ星谣感１０名左右》利用数据·
６·２００８年度以后、每年发表高水平论文５篇左右°
７．１·精度提高到可作为洪水预报棺息的水平．
７·２．５～６名左右专家可以进行数值气象预报模式开发·
８．指出因预警而减少的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的大小．

４．项目报告书
５。建立可有效应用青藏高原及其东部周边地区观测数据的
数据系统·

６．提高对影响中国区域以及东亚气象灾害和水资源的青藏
高原及其东部周边地区的气象和水循环变化机理的认识·

７·开发有效应用青藏高原及其东部周边地区观测数据的中
尺度、区域尺度的数值气象预报模式·

８·对提高暴雨预报稍度有利于社会公益进行对比分析．

５·１．项目报告书

５·２．项目报告书

论文检索系统

项目报告书
项目报告书

项目报告书

６· 

７·１· 

７．２． 

８。

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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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ｒⅢ■

Ｂ〔八

日方 中方

１。设计和开发水汽观测系统·
２．在云南省、西藏自治区、四川省、 里庆市、贵州省、 广西自治区安装设置水汽观测系统

：进行试运行·

３·对云南省对云南省、西藏自治区、四川省、重庆市、贤州省、广西自治区的水汽观测系
『的业务运行提供支持·
４°开展从水汽观测站点向北京的数据传输试验·
５°实施将水汽观测实时数据应用干数值预报棋式的同化试验·
６·建立水汽观测敷据档案库，进行与其他数据的统合．

０１· 设计和开发青藏高原及其东部周边地区综合气象观测系统·
，２·新设大气边界层观测系统并进行试运行．
°３．进行现有自动气象观测系统和大气边界层观测系统的维护·
．４°对现有以及新设气象观测系统的业务运行提供支持·
°５．建立综合气象观测系统获得数据的档案库’进行与其它数据的统合．

．１．拟订加密观测计划·
｜● ２．开展冬季观测·
｝·３·进行季风前加密观测试验·
｝．４．进行季风期加密观测试验·
｜．５．进行加密观测采集数据的档案库制作，

｝．Ｌ进行卫星遥感反演技术的开发和验证·
ｌ．２．制作卫星遥感产品·

ｊ。１．进行数据顶遗检验、

ｊ．２。制定数据共享政策·
５·３°开发数据共享技术．

６。开展共同分析研究·

７．ｌ· 

以及与其他数据的统合作业．

数据档案库和检索系统建设方面的开发合作和技术合作°

开发青藏高原区域热源和强对流中心地区以及水汽辐合地区的陆－气相互作用的中尺ｇ

模式·

７．２．开发包括青藏高原和东亚在内的区域尺度模式·
７·３．开发中尺度以及区域尺度模式、水汽观测值以及卫星观测值相结合的数值同化系统’ｙ
发改进数值气象预报初始场的方法·
７·４．将这些模式以及数值同化方法纳入业务数值气象预报’

８·１·调查项目期内暴雨事例０

进行质遗管理和性能评价·

验证暴雨预报的准确率以及提取用于计算损失减少额的合理Ⅸ
例·

８·２．对应用与不应用所开发模式和初始场推算方法时的暴雨预报精度进行比较．
＝ˉ丝△面吉ｍ南箕石蛔垃…士埋÷扫盛卜右蔼‖平补全＾然饼杆计划．

派遣专家《领域、人数）
＜短期专家＞

（１》总负责（１名）

〔２）边界层观测和分析（１名）
《３》ＧＰｓ观测和分析（１名）
（４）降水观测和分析（１名）
（５）大气观测和分析（１名）
（６）陆地水文观测和分析（ｌ名）
《７）冻土、积雪观测和分析《１名》
（８》卫星观测（１名》

（ｇ）数据整合系统（１名）
《１０）陆＿气中尺度结合棋式《１名）
（１１）区域气候模式（１名）
（１２）气象预报棋式（１名）

（１３）观测和信息系统调整（１名）
（１４）观测系统采购计划监理《１名）
（１５）整体业务协调（１名）
提供观测器材

接收进修人员

邑供项目办公场所

己备对口人员

邑营维护管理经贫
琶供信息

臣受技术指导的人员不在哑时
‖内减少以及出现人事变动

曳集数据能够获得有关机构的
日合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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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包括中国区域及曰本在内的东亚地区气象灾害
凶让寻

ｊ纪

加强中国国内业务气象预报系统二ˉ＝■■■■■■■■■■■＝■■
－ˉˉˉˉ面■■■■■■■■■■■■

第３阶段

ｏ对比分析
观测系统．预测
式的性能评价计划

→凸田

划 】＝币Ｐ

嚣翔：

＠中尺度及区域尺度数值
气象预报模式的开发

度数值尺度数
的开发

＠中尺度
气象预

第２阶段２阶段第
ｏ提高气象和水循环
变化机理的认识

观测系统的运用和预
◎建立观测数据的

数据系统
据的

盅盅轴已了轴已了

ｏ建立卫星综合ｏ建立卫星综合

利用系统
】』

涎：蹿

观测系统的建立和
预测模式的开ｊ齿艺第１阶段第１阶段

露
ｏ陆≡气相互作用的基地
观测网络实施加密观测ｏ建立水汽实时观测

网络 ＠综合气象观测网络出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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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日气象灾害合作研究中心项目业务实施体制

中国气象局（Ｃ‖〖Ａ》

〔国际合作司、预测碱灾司、监测网络司、科技发展司》
国务院

∏ｃＡ中国砌务所

专家组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

ｃＡＭＳ 

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

ｃＡＭＳ 

中国气象科

ｃ』 ｉ．ˉˉˉˉ二二←ˉ己二－裙≡■

国家气恕中心

中国气象周培训中心

国家卫星气象中心

国家气象值息中心

西藏自治区气象局（西藏观测中心）

西藏高原大气环境研究所

（西藏观测中心）

境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青

藏高原研究所

心 首席顾问
正副项目执行负贺人正副项目

四川省气象周（四川省观测中心》

中国气蹿周成都高原研究所

‖｜省观测中心》

恿原研究所

云南省气象周（云南省观测中心》

云南省气象周科学研究所

省观测中心》

研究所

对口专家对口专家 各专家

‖………—ˉ………°．一…＝……ˉ～ˉ当………………计～带…～…………·…………一＝＝需帝

———」｜鳃… 实施单位

※除上述“其他相关机构励以外，在皿庆市、贤州省、广西自治区也设置了水汽观测系统·

了



＼ 
越』

附录资料５ˉ１

（１）日方专家派遣状况

≯ 

专家姓名
负贺专业

＜２００７年·８月１日悄况＞

派遗时期

《２００７年度预定）

投入人／月

２００５年度

投入人／月
２００６年度

投入人／月

２００７年度预定

（霄色文字为至８月３１日
为止的实际倘况）

派谴时所属单位

小池俊雄 日方总负贸

２００５／１２／３～２００５′１〃９

２００６／３／１２～２００６′３′１８ 

２００６／１０／１６～２００６／１０／２２ 

２ＯＯ７Ｂ／１８～２００７／３／２牟

（２００７／９／１４～２００７／９／２６） 

《２０ｏ８Ｂ／上旬、９日）

喇翻
蹦搁
瞬墨撬蕊

鼓獭敝
潞鞍骂；藩 ■ 

℃ 

囤ｍ起…登坦沼

东京大学

石川裕彦 边界层观测°分析

２００５／１２阵～２００５／１２′８

２００６／１０／１６～２００６／１０／２２ 

２００７Ｂ／１８～２００７／３／２１ 

（２００７／９／１６～２０ｏ７／９／２２） 

〔２００８／３／上旬、５日）

蹿哮撼溅脚谬；！蹿譬蒋

藕赣麓认
赣

京都大学

木村窗士男 ＧＰｓ观测°分析／领域气候模式

２００５／１２／３～２００５′１２′９ 

２００６／１０／１６～２００６／１０／２２ 

２Ｏｏ７／３／１８～２００７／３／２１ 

（２００７／９／１６～２００７／９／２２） 

（２００８／３／上旬、５日）

撼》瞬；ｐ獭瓣 〖↑，
＋Ⅱ巳
，■＋ 尸□？

筑披大学

上野健－ 降水观测·分析

２００５′１２／３～２００５′ｌ２′９ 

２００６／９／６～２００６／９／１２ 

２００７Ｂ／１８～２００７／３／２１ 

『２００７／９／１６～２００７／９／２２）

（２００８／２／下旬开始３１日

巨－【「巳舜玉
．ˉ′７４赣宁广Ｌˉˉ■干 ０；∑３ 

嫩爵
：辨辨缴！ 筑波大学

谷口健司 大气观测·分析

２００５／１２／３～２００５′１２′９ 

２００６／１０／１６～２００６／１０／２２ 

２００７／３／１８～２００７／３／２１ 

（２００７／９／１６～２００７／９／２２） 

（２００８／２／下旬于 ；始３１日）

｛蹦翻鞠ｎｊ鳃藤醚翻§

傲
■■■ 

｜≥巳 东京大学

筒井浩行
冻土／积雪观测·分析
＜观测·僧息系统协调＞

２００５／１２／３～２｜ ）０５／１２／９ 

２Ｏ０７／３／１８～２００７／３／２１ 

（２００７／９／１６～２００７／９／２２） 

『２００７／１０／下旬开始斗２日）

（２００８／２／下旬牙 ：血 日

囊０翅豁辩盟
ｒｏγ空Ｊ■．、

氓蜡７长｜ ＂：１３ 
十ｌˉ′

东京大学



障

斗

长谷川泉 卫星观测／业务协调１

２００５／１２／３～２００５′１〃９

２００６／３／１２～２００６′３′Ｉ芯

２００６／１０／１６～２００６／ｌ０／２２ 

２００７／３／１８～２００７／３／２４ 

『２００７／９／１４～２００７／９／２６）

『２００８Ｂ／上旬｀９日）

飞
Ｆｂ 

已■Ｌ

‖０屯▲』８０厂中｀迅』０’ｖ叫四
出Ｄ‖７粱…

鳃霉醚辫
赣

东京大学

玉川胜德
数据整合系统

（数据库°系统设计）

２００５／１２′３～ｚ００Ｄ′』乙／９

２００６／１０／１６～２００６／１０／２２ 

２００７Ｂ／１８～２００７／３／２１ 

『２０ｏ７／９／１６～２００７／９／２２》

『２Ｏ０８Ｂ／上旬、５日）

鞠崩灌铡趣 熟蹦《蕊
蹿
！瞬
蝉

东京大学

杨坤 陆－气中尺度结合模式

２００５／１２／３～２００５／１２′９ 

２００６／１０／１６～２００６／】０／２２

２００７／３／１８～２００７／３／２１ 

瓣戳撂魄３｝擞；
东京大学

藤井修幸 观测．信息系统调整

２００５／１２／３～２００５／１２′９ 

２００６／２／２～２００６／３／２８ 

２００６／８／２１～２００６／９／３０ 

２００６／１０／１５～２００６／１２／２１９ 

２ｏ０６／３／１２～２００６／３／２４ 

，ＯＯ７／６／６～２００７／７／１７ 

争′！藏
！』尸◇当ˉ：弓ˉ］」 赣鲸ｍ；攀 杂．罐

人冷－ˉ挥

［ 德鳃嚣１翻（）｜獭瞬嚼

日本氦象儡会

东京大学

远藤肇秀 观测系统采购计划监理

２００５／１２／３～２００５′１２′９ 

２Ｏ０６／２／２～２００６／３／２３ 

２Ｏ０６／７／１５～２００６／８／１３ 

２００６／９／Ｉ４～２００６／１０／２６ 

２００７／３／１８～２００７／３／２４ 

２０Ｏ７／６／２５～２００７／８／３ 

『２００８／１Ｏ／下旬开始２７日）

『２Ｏ０ｇ／３／上旬｀７日阉）

耀｛；｝赞 ０ 
ｐｑ七．【ˉＰ卜巳Ｊ＾卜

蹿赣蕊
ˉ刮了』ˉ－ˉ＝▲

工矽

乃５

日本气象协会

岩田总司 数据整合系统（气象倡息利用）／业
务协调２

２００５／１２／３～２００５／Ｉ２′９ 

２００６／３／１２～２００６／３／出

２００６／１０／１６～２００６／１０／２２ 

２００７／３／１８～２００７／３／２４ 

（２００７／９／ｌ４～２００７／９／２６） 

『２００８／３／上旬｀９日）

赣慧囊攘｝霹撬
露螺

日本气象协会

卢魔 ＜冻土／积雪观测·分析＞
（２００７／９／１４～２００７／９／２６） 
『２００Ｈ／３／上旬｀５日）

臻
｝？尸；‖．

碾
凸甘ˉ内ˉ

｝？尸；‖．

东京大学



＼ 
附录资料５ˉ２（２）接收赴日进修的实际情况

芒

培训人员姓名 负责专业 培训期间 培新内容及接收机构 接受培训时的职务
现在的职务及离职日期

和现所在单位

Ⅱａ，＂ｅｉｇｉａｎｇ 

马伟强
大气边界层观测和

数据分析

２００６／１０／３１ 

～２００６／１２／２６ 

■国立大学法人京都大学

＜内容＞边界层理论、放射测通、湍流测量、风廓线仪

讲仪·实习、地表热能平衡分析等
■气象厅气象研究所

＜内容＞边界层．热能平衡基础、ＰＢＬ塔观测、湖面观
测、广域热能平衡、数据分析实习等

中国科学院中科院寒冷区
干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ｔＲｅｓｅａｒｃｂｅｒ 

中国科学院中科院寒冷区

干早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
／］｀ＳＳｉＳｔａｎｔ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ｒ 

２ｈａｏ勘ｘｉｎｇｂｉｎｇ

赵星兵
大气边界层观测和

数据分析

２００６／１０／３１ 

～２００６／１２／２６ 

■国立大学法人京都大学

＜内容＞边界层理论、放射测量、揣流测量、风廓线仪
讲仪．实习、地表热能平衡分析等
■气象厅气象研究所

＜内容＞边界层·热能平衡基础、ＰＢＬ塔观测、湖面观

测、广城热能平衡、数据分析实习等

中国气象局成都高原研究
所／ＡＳＳｉＳｔａ∏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ｒ 

中国气象局成都高原研究
所／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ｒ 

ｓｈｉ Ⅺａ◎ｙｉｎｇ 

施晓浑
ＧＰｓ积算水气观测

和数据分析

２００６／１０／３１ 
～２００６／１２／２６ 

■国立大学法人筑波大学
＜内容＞ＧＰｓ可降水量的气象学性质调查·理解、由全天

延迟趾向可降水趾的转变精度的理解、影响延迟趾评估

的误差理解、降水及可降水量的统计关系、大气安定度

和饱和可降水凰的理解

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研

究员

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研

究员

２ｈａ∏ｇ，ｓｈｅｎｇｊｕｎ 

张胜军

数值气象预测模式

和数据同化手法的
开发

２００６／１０／３１ 

～２００６／１２／２６ 

■国立大学法人筑波大学

＜内容＞数值模式用计算服务器的利用方法、数值模式
‖‖ＲＦ的手册学习、‖ＲＦ的实地ＲＵＮ和特性掌握、ⅦＦ数据同

化原理的理解、及实验等
■国立大学法人东京大学

＜内容＞远隔控制基础、陆面流程模式、陆面同化系

统、陆面同化系统和大气模式的转化、青藏气象数据的

预备、陆面同化系统的应用等

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ｔ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 

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ｔ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 



偶
）０７垂瞩度９月、坟１０

手
＼ 

＜２００７年度９月、及１０月开始＞

Ｌｉ０Ｐｅｊｙａｎ 

李倍彦
ＧＰｓ数据处理

２００７／１０／１ 

～２００７／１０／３１ 

■日本ＧＰｓ’９二←ˉ汝刁≥式株式会社
＜内容＞ＧＰｓ原理．概论、０ＩＰｓγ分析实习、０Ｐｓ气象学、
实时ＧＰｓ分析演习等

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
／Ｓｅ∏ｉ◎ｒＥｎｇｉｎｅｅｒ 

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
／ｓｅｎｉ◎ｒＥ∏ｇｉｎｅｅｒ 

‖ａｎ，Ｔａｉｙａｎｇ 
王太阳

风廓线仪观测
２００７／１０／１ 

～２００７／１０／３１ 

■国立大学法人京都大学
＜内容＞边界层概论、观测手怯概论、放射·湍流测
量、风廓线仪讲义．实习、地表热能平衡分析等
■酉菱电气诛式会肚

＜内容＞风廓线仪讲义、及实习

西藏那曲气象局
／ＡｓｓｉＳｔａ∩ｔＥｎｇｉｎｅｅｒ 

西藏那曲气象局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ｔＥｎｇｉｎｅｅｒ 

Ｌｉｕ，Ｊｉａ∏ｙｕ 

刘建宇

风廓线仪观测和大

气边界层观测

２００７／９／１ 

～２００７／１０／３１ 

■国立大学法人京都大学
＜内容＞边界层概论、观测手法概论、放射·湍流测
量、风廓线仪讲义·实习、地表热能平衡分析等
■气象厅气象研究所
＜内容＞边界层·热能平衡基础、ＰＢＬ塔观测、湖面观
测、广域热能平衡、数据分析实习、气象台数据热能平
衡分析等

■住友电工株式会社
＜内容＞风廓线仪讲义、及实习

云南省气象研究所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 

云南省气象研究所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 

‖ａｎｇ０ＹＯｎｇＪｊｅ 

王永杰
大气边界层观测

２００７／１０／１ 

～２００７／１１／３０ 

■国立大学法人京都大学

＜内容＞边界层概论、观测手法概论、放射°湍流测
量、川廓线仪讲义．实习、地表热能平衡分析、卫星数
据分析等

■气象厅气象研究所

＜内容＞边界层°热能平衡的基础、ＰＢＬ塔观测、湖面观
测、广域热能平衡、数据分析实习等

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
所／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ｔ

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
所／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ｔ



｜、
附录资料５ˉ３

（３）日方提供器材及使用情况

＊８第１次联合协调委员会协议备忘录附件ˉ５、参照注释２

汇率：１元＝１５．３５７日元１０ｓ＄＝７．５３５元１ＵＳ＄＝１１５·７３日元（２００７年９月ＪＩｃＡ汇率）千

器材编号 到达现地时期 器材名称（型号、品牌）
采购价格

（千日元）
使用区分 设置（保管）场所 现在使用情况

１ 

２ 

２００６／３ 

２００６／９ 

ＧＰｓ水气探测仪（２４套）

ＧＰｓ数据分析软件（ＧＩＰＳγˉ叭ｓＩｓ∏〉

３７°９２８ 

４，９１５ 

地面观测

地面观测

西藏（７〉、云南（７〉、四川（７）、＊
广西（１）、＊贵州（１》、＊重庆（１）

使用中

使用中

３ ２００６／１０ 自动气象观测仪＂Ｓ）（７台） １９，３４８ 地面观测 酉藏 使用中

４ 

４－１ 

４＝２ 

２００６／１０ 

ＧＰｓ探空仪系统

ＧＰＳ探空接收装陋（３套）

ＧＰＳ无线探空仪（２００个）

５０，４１５ 

地面观测 （移动式） 集中观测时等

５ 

５＝１ 

５＝２ 

（预定）
２００７／１０ 

ＧＰｓ探空仪系统

ＧＰｓ探空接收装置（２套）

ＧＰＳ无线探空仪（３００个〉

４４’５９１ 

地面观测
（固定式）
西藏（２）

集中观测时等

６ 
（预定）
２００７／１０ 

风廓线仪·电波音响系统（１台） ６３，３９２ 地面观测 云南（预定设贸在大理）

７ ２００６／１０ 大气边界层观测系统（３套） ３６，７９０ 地面观测 西藏（１）、云南（１）、四川（ｌ） 使用中

８ ２００６／１０ 湖面观测装置（１套） １，２８７ 地面观测 大理

９ 

９＝１ 

９一２

２００６／９ 

２００６／１０ 

车辆

越野车（４台〉

中型越野车（１台〉

３７°５６３ 

６，１７４ 

地面观测等
西藏《１〉、云南（１〉、四川（１）、
ＩⅣ《１）

北京

使用中

使用中

合针 ３０２，４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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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资料５＝４

（４）日方负担运行经费情况
（单位：日元）

～≤ 
了

费用科目

２００５年度

（决算金额）
ｏ 

２００６年度

（决算金额）
＠ 

２００７年度（计划）

《台同金额）
ｏ 

蜘魄器度（实施中》
ｉＩ；塑＂Ⅸ腮ｌ现在）÷
赣铡噬ｏ｝！搬州！

台计

（ｏ＋＠０ｏ》
备者

‖ ＝蛆业餐费《焙训·管理以外） ａ５９４０００ ５，９ｑ‖，０００ ０１５４８，０００ ！囊翻獭鲤６５；６０９ ２！００８ａ０００ 

‖．‖ 辨务费 ‖０８０２，９０８ 』０２‖‖，｜２３ ４，５８８，０００ 鞠键撇；Ｊ媚２‖瓣‖） ！０，６‖２ｏ０７０ 

‖。２ 器材维护．管理费用 ０ ０ ０ 
ｏ．ｇｇ罗Ｑ｜司＋寸ˉ＋Ｑ午．□ˉ口
Ｌ□■■■－－－ˉ■－∏』■■』

■ˉＬ■■马

□ˉ＋什巴■「■｜ｖ∏

‖ˉ３ 消耗品费用 ３，３００ Ｏ ３，５００ 
Ｔ寸

■甘

中■

｜■守●

．ˉ建ˉ ■□丁｜ˉ中ˉ中干‖ｌ
『■十＋ˉ■

士■■

■山

ｈ■■ 

．：÷人：Ｕ ６，８Ｏ０ 

！．４ 差旅费．交通费 ０ｏｌ０ａ０５９ ‖，“ａ２６０ ｚ００４‖６０ 裁｛险掇鹏７ｂ碘！ 斗，５９５，５７９

‖·５ 通信费 ０ ０ ０ 
当ｚｂ

．翼；；瓣
ˉ．·‖…÷ˉ…皿．．ˉ了吕弓批｜｜■■■■■〗■｜』ｑ●

０ 

｜·６ 赘料制作等费用 ２２８０ｑＯ４ ｜８４，８９２ ８００００００ 塞鳞厂：｛１〈｛；媚６｛２ｇｊ ‖０２‖３，２９６ 

‖·７ 租用磨损费用 ｑ０７０２‖３ ９８』４７ ４，‖５ｚ６ｑ２ 
■■■‖〗

＋■巳Ｑ
●已

■■ ▲■０ 

０＋ 

薛‖懒；｛：｛ｉＤ ４，６５８，＂２ 

｜·８ 水电费 ０ ０ ０ 
；＋；：．｛ｏｂｉ·；·巾ˉｏ６试．尸ˉ·ˉ骂ˉ谷·』：｜！］』！？｛十０．｜；「守．〉？５·△…啡！０』｜
ˉ．·ｗ们ˉ皿．ˉ寸·ˉ＋□·０』０ＭˉｐⅡ巾０●●巾‖●中厂■‖■‖‖●中巾■

。．：°；啼；沪■『狈；』＄ｈ袖生！；；，…０
＋．·°ˉ．」！！了；〗丰？ｇ°＄ｏｊ＋□｜ｏ°心‖，…４■ｐ●●０ 

０ 

０·９ 焙养人才相关费用 ０ ０ ０ 
＋△·ｑ°，·亨．÷：亨啡．＄．船．↑宁｜己■ˉˉ．回ˉˉ…
；与巴４４与｜ｏ·＋．。，．←镭．ˉ□｜』ˉ■巾ˉ■÷９寸■９□Ｌ｜■■■■□■●■■Ｂ■中弓ｑ■●中■啡□●■■■■■甘可４ˉ

ˉ二巨乾ｔ｜可·｜ｑｉ宁！。▲管＋ｏ谚赊ˉ粤亨ˉ镭ˉˉ‖』』□｛』Ⅱ．…凸００ｏ．°．←．ｄ△』＋．：！ｑ．０宁．
卜■∏■■
－ｄ■Ｇ＋＋■‖０巾中□Ｇ』‖

Ｏ 

｜．‖ 设施．维护管理费 ０ ０ ０ ＋．．·宁０｜ｑ·Ｑ０■０·００中·｝ˉ｜．｜嘲０．｛嗽飘斡僧……′……．旷。：？．尸＋弓？朝』占‖「↑‖蹿勤｝．』｛『罗』．
０ 

０』！ 现她焙‖｜｜费 ０ ０ ０ 
ˉˉ．凸□０Ⅲ；辛■÷■■●ＬＰˉ 
ˉ－尸ｐ■■ｅ申■尸甘０卜

搏：ˉ斡〖？削丫ｏ．窜．． ４ˉ？ˉ．」ｏ△△中｜‖·，
●中■□中｝，＋．□ˉ含÷＂ˉ＋ˉˉ哗，；ｔ？ｏ．‖‖

０ 

‖．０２ 国内活动费 ０ ０ ０ 耀攀…厂！｀…救■■＋■－－Ｇˉ■■■■「‖■■仿■ˉ

０ 

‖。‖３ 国内再委托费 ０ ０ ｏ 
｜Ｐ■尸■宇■中●●甲●■十■ｂ■ˉ■

■甲‖■０■■■ｑ７■

司ˉ→■凸ˉ■←４●‖】■
０ 

！．０ｑ 杂翻 ０ Ｏ Ｏ 
可中■■厂■■≡ˉ

ˉˉˉ■．ˉˉｄ」ˉｏ７．→．仑ｂˉ．ˉ亨飞ˉｂ了＝■■－口

ｐ■■■心■‖』●‖Ｔ』｜■■■■‖‖■尸■＝仕
■■■■心‖尸■■口■－＝－

０ 

２ 栗购棍供器材费 ０ ０ ０ 臻｛广：ｊ＼潍疆韩↓爪妒郧〕０■■十■啡已‖』■＋■巳■ˉ■■Ｇ引■中＋Ｇ中＋■＋■中■‖｜‖ˉ■ˉ

０ 

３ 棍供器材运输费 ０ ０ Ｏ 
才，：啡＋５！丑十ˉ

０寸中●啡中■■■才０Ｇ＋中中Ｌ凸

＋ˉˉ可十ˉ七
■Ｑ中■●中中■啡
‖已■＋巴已↓＋‖‖■■
■｜叶ˉＧ可司■■－

ⅧＧ 

０ ０ 

４ 买购棚行器材费 ０ ０ ｏ 
寸．＾ˉ＋．＋．°＄ｔˉｏ．〗；□＝』■巾●●

ˉ■才■９＋■■甲＋·‖』■■

■·ｏ中＝．中ｏ●■ｏ＋■ｏ中．ｏ巾ｏ｜■■＝．■ⅢⅢ扩＝口■ˉ

诽，５斡Ｐ号＋＋０』Ⅱｅˉ．．、ˉ，°渺副＋°°

＋ˉ０ 

；』 剿《《ｏ Ｏ 

５ 榴行器材运输费 ５００００ ０ ０ 
．Ⅲ窜．Ⅲ宁．．审·占．ˉ→｜．■ｄ·崔｛．中÷！宁｜·令．ˉ．ⅢⅢ｜０｜Ⅲ｜０｜·｜ˉ宁｜·卜‖＋．·

蹿；攀鳃沁瞒：潍：跳〈摊‖
＋００■■→●啡ｈ●啡中‖Ｏ０□｜尸□■＝■□｜‖■

５，０００ 

６ 粟购其他器材费用 ０ ５，９６７００００ ８‖５『００Ｏ
４●｜｜｜■９Ⅷ■■ｄ－司电ˉ马■■■■■Ｌ

！熟蜘莲勤：嘶》燕鞠０ ６，７８２００００ 

７ 其仙器材运输费用 Ｏ ０ ‖２２００００ 嚼触翱｜搬司舶脚３ ４２ｚ０００ 

８ 制作报告书《印刷制本费）费用 ４５，０００ ０ ‖，９７α０００ 露蔚撼腮嘘ｆ蝇鞭辫０ ２，０‖５，０００ 

９ 制作报告书《印刷制本以外）费用 ｑ９４０００ ０７３，０００ ８０２，０００ 攀樊潞厂√『火〈′；｛土〔／〔０ ‖，净６９，０００

００ 现她咨询公司合同费 ０ ０ ０ 
Ｖ中■＋巳Ｌ

■■＝■■■□■凸ˉ■■■

厂－■－■〗
鞍：Ｕ ０ 

‖｜ 现地ＮＧｏ合同费 ０ Ｏ ０ 
‖寸．Ⅵ°了技ˉ←．丰．争ˉ．

‖Ｐ〗９ˉ－才
０■丁凸ˉ

《祁广｝；辗０ ０ 

！２ 施工赞 ０ ０ ０ 
十ˉ，０兰｜ｐ·．占『．■｜ 

．，ˉ口：〗｜↑｛｜：↑静、』＋．
Ⅷ９凸＋

０ 

合计（税前） ４‖３８，０００ ！２００８｜，０００ ０５，５５７００００ 

■■■■】中｜■‖Ｔ■■中＋■－■■马｜↓｜寸■｜〗ｑ■｜｜Ｇ中■‖中‖ˉ牛■■｜■｜ˉˉˉ早

鞠；障碉幽ｇ獭鳃
中０中□啡□■←‖‖□叫‖■■｜巾‖ˉ■｜〗〗●『｜〗‖□□＋卜｜９｜＋■｜■｜｜■０■

５２，８６‖ｏ７４８ 



附录资料６ˉ１

中方ＪＩＣＡ项目对口专家及组员名单

１．综合观测分析与信息处理

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

ＪＩＣＡ项目中方第二执行人

负责项目气象综合观测系统管理、运行与研究

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负贵项目管理与运行、大气资料分析研究

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高级工程师

负责观测系统运行管理

天津市气象科学研究所高级工程师

负责ＧＰＳ观测资料综合处理系统开发研究

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

负责ＧＰＳ观测资料处理等应用研究

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博±

负责边界层资料应用开发

国家气象中心研究员

负责资料通信传输与数据处理技术

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博士

负责区域模式技术开发

专项负责人徐祥德

成员丁国安

许济武

李培彦

刘晶森

刘辉志

王继志

施晓浑

２．气侯分析和气候模式

专项负责人张人禾 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院长、研究员、博导

ＪＩＣＡ项目中方第－执行人

负责气候分析与模式研究

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士

负责灾害天气预警技术研究

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负责气候预测技术研究

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

负责气候资料综合分析研究

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博士

负责气候模式研究

成员王亚非

魏凤英

于淑秋

温敏

１ 

切
＿ ＼／叭



附录资料６ˉ１

３．大气边界层观测研究

专项负责人卞林根 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博导

负责大气边界层观测分析研究

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研究员、博导

西藏中科院综合观测站网负责人

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导

负责冰川环境与全球变化

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研究员

负责边界层模式同化研究

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研究员、博导

负责大气降水同位素与大气环境

中国科学院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研究员

负责大气边界层观测研究与数值模拟

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副研究员ｏ

负责大气观测与数值模拟

马耀明

姚檀栋
口

贝成

阳坤

田立德

胡泽勇

刘新

４°中尺度预报模式

专项负责人徐祥德 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

负责资料数据应用于区域数值模式、技术开发研究

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博±

负责数值模式同化技术研究

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负责数值模式理论与技术研究

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博±

负责数值模式与资料应用开发研究

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博士

负责边界层资料模式应用技术开发

张胜军
口

Ｄｑ 成

王鹏云

施小英

姚文清

５．卫星遥感数据处理和应用研究

专项负责人刘玉洁国家卫星气象中心副总工程师、研究员
负责卫星遥感数据库及其应用

成员张佳华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
负责卫星遥感资料分析研究

郑照军国家卫星气象中心助理研究员

负责卫星遥感资料高原积雪和变化分析

杨昌军国家卫星气象中心助理研究员、博±

负责卫星数据处理

２ 

Ｚˉ √′ 



附录资料６ˉ１

６．云南地区观测站网的建设、运行与研究

专项负责人孙绩华云南省气象局科研所副所长、高级工程师
负责云南省气象综合观测站网管理、运行与研究

成员段旭云南省气象科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高级工程师
负责天气气候研究

杨明云南省气象局气象台台长、高级工程师
负责天气气候预测预报

刘劲松云南省气象局大理国家气候观象台台长
负责天气气候预测预报

刘建宇云南省气象科学研究所数值模式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工程师
负责模式及通讯技术

赵梅珠云南省气象科学研究所数值模式技术研究中心工程师、硕士硕士

负责数据处理和通讯技术

张万诚云南省气象科学研究所高级工程师
负责天气气候研究

｛殷’运行和研究

中国气象局成都高原气象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负责四川省气象综合观测站网管理、运行与研究
中国气象局成都高原气象研究所副研究员

负责数值天气预报模式开发与业务

中国气象局成都高原气象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博±

负责高原天气与数值模拟研究

中国气象局成都高原气象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硕士

负责高原气候与灾害诊断分析

中国气象局成都高原气象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硕±

负责观测设备维护与数据传输、处理

中国气象局成都高原气象研究所副研究员

负责数据通讯与数据库管理

中国气象局成都高原气象研究所副研究员

负责资料分析

中国气象局成都高原气象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硕±

负责资料分析

７．四川地区的观测站网的建殷’

专项负责人李跃清

何光碧员成

卢萍

周长艳

赵兴炳

刘新华

彭俊

李英

３ 

丫｜′｀逐ˉ



附录资料６ˉｌ

８．西藏地区观测站网的建设，运行与研究

专项负责人吴施宏西藏自治区气象局监网处处长、高级工程师
负责西藏地区气象综合观测站网管理、运行与研究

成员群觉西藏自治区气象局监网处副处长、高级工程师
负责站网运行管理

卓嘎西藏自治区气象局科研所高级工程师、博±后
负责数值预报

旦增顿珠西藏自治区气象局气候中心主任、高级工程师
负责气候分析

西藏自治区拉萨市气象局副局长、高级工程师
负责应用气象
西藏自治区气象台副台长、正研
负责天气气候

西藏自治区气象台监测网络处处长、工程师
负责大气探测

西藏自治区气象台监测网络处副处长、高级工程师

杜军

假拉

王建设

马永红

王太阳

负责电子工程

西藏自治区那曲气象局实习研究员
负责通讯传输

９．项目管理对口专家

负责人喻纪新

周恒

成员巢清尘

李峰

田翠英

杨进

苑跃

高安生

司长

司长

副司长

处长

处长

处长

副处长

处长

中国气象局国际合作司

中国气象局监测网络司

中国气象局科技发展司

中国气象局监测网络司

中国气象局预测减灾司

西藏自治区气象局科技处

四川省气象局监测网络处

云南省气象局科技发展处

１０．项目办公室人员

于淑秋

许济武

于淑秋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

许济武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高级工程师

强丁国安中国氦象科学研究院研究昌

王艘志中国氦象科学研究院研究量

猾桃中国氦象科学研究院

宋平中国自称科学研究院

４ 

）／》｀（乙一



附录资料６ˉ２

∏ＣＡ项目中方匹配经费概算

一。２００５年９月ˉ２００７年８月

１．∏ＣＡ项目地面观测（ＡＷｓ、ＰＢＬ、大气廓线仪）配套经费（２００６ˉ２００７）
合计６５１·８万

包括：进口设备的进口代理费和清关费、设备的国内运输、安装费、保险；调研、
勘察、设计、土建（观测简易用房、防雷设施等）费用；配套设备（太阳能电池、
ＵＰＳ电源、计算机及其配套设备、通讯设施及软件等）购置费用；建设过程中相
关技术人员与管理人员的旅差与交通费（租车）等．

２。∏ＣＡ项目高空观测（大气廓线仪与ＧＰｓ水汽、ＧＰＳ探空）配套经费（２００６ˉ２００７）
合计抖２·０万

包括：进口设备的进口代理费和清关费、设备的国内运输、保险；调研、勘察、
设计、土建（含水泥墩、防雷设施等）；配套设备（ＵＰＳ电源、计算机架等）、运
输、保险、安装；ＧＰｓ水汽观测与ＧＰｓ探空比对检测、差旅、制氢、电解设备
等费用；技术培训与业务系统比对（差旅、北京培训、各省培训）；建设过程中相

设计、土建（含水泥墩、防雷设施等）；
输、保险、安装；ＧＰｓ水汽观测与ＧＰ【
等费用；技术培训与业务系统比对（差前
关技术人员与管理人员的旅差与交通费 （租车）等°

２８０．０万３·∏ＣＡ项目北京总部运行经费

４．２００６年运行费及特殊观测业务费

５．２００７年１ˉ８月台站运行经费

４９４．２万

４５６·１万

合计２３２４·１万

乙 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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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
局
局
局

局
局
局
局

局
局
局
局
局

象
象
院
象
象
象
象
象
象
象
象
象
象
象
象
象
象
象
象
象
象
象

气
气
气
气

气
气
气
气

气
气
气
气
气

国
国

国
国

＝
＝
■
＝
＝
＝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
∏
∏
∏
∏
∏
∏
∏
∏
∏
∏
∏
∏
∏
∏
∏
∏
∏
∏
∏
∏
 

）
 

Ｎ
Ｎ
Ｎ
Ｎ
Ｎ
Ｎ
Ｎ
Ｎ
Ｎ
Ｎ
Ｎ
Ｎ
Ｎ
Ｎ
Ｎ
Ｎ
Ｎ
Ｎ
Ｎ
Ｎ
Ｎ
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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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德钦

三一
〉／以

ＮＯ· 地区 观测站点名 Ｎ／Ｅ 设备来源 建设、运行 运行情况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西藏

那曲

申札

隆子

丁青

林芝（∧一）

昌都

改则

Ｎ 

Ｎ 

Ｎ 

Ｎ 

Ｎ 

Ｎ 

Ｎ 

∏ＣＡ项目

∏ＣＡ项目

ＪＩＣＡ项目

∏ＣＡ项目

中科院

∏ＣＡ项目

∏ＣＡ项目

中国气象局

中国气象局

中国气象局

中国气象局

中科院

中国气象局

中国气象局

传输状态良好

已运行’需解决电源设备问
题

从０７年８月开始运行正常

运行正常

已运行，解决传输问题

重行良好

重行良好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云南

丽江

腾冲

昆明

临沧

蒙自

德钦

大理

Ｎ 

Ｎ 

Ｎ 

Ｎ 

Ｎ 

Ｎ 

Ｎ 

∏ＣＡ项目

∏ＣＡ项目

∏ＣＡ项目

∏ＣＡ项目

∏ＣＡ项目

∏ＣＡ项目

∏ＣＡ项目

中国气象局

中国气象局

中国气象局

中国气象局

中国气象局

中国气象局

中国气象局

重行良好

重行良好

重行良好

重行良好

运行良好

０７年７月安装完成’运行正常

重行良好

１５ 

１６ 

１７ 

１８ 

１９ 

２０ 

２１ 四川

诺尔盖

甘孜

西昌

达州

成都（新津）

理塘

九寨沟

Ｎ 

Ｎ 

Ｎ 

Ｎ 

Ｎ 

Ｎ 

（Ｎ） 

∏ｃＡ项目

∏ＣＡ项目

∏ＣＡ项目

∏ＣＡ项目

∏ＣＡ项目

∏ＣＡ项目

∏ＣＡ项目

中国气象局

中国气象局

中国气象局

中国气象局

中国气象局

中国气象局

中国气象局

巨行良好

重行良好

重行良好

重行良好

重行良好

运行良好

０７年８月安装完成’运行正常

２２ 广西 百色 Ｎ ∏ＣＡ项目 中国气象局 运行良好

２３ 

２４ 贵

威宁

北暗

Ｎ 

Ｎ 

∏ＣＡ项目

∏ＣＡ项目

中国气象局

中国气象局

运行正常

运行正常

突’－５（１）各观测站ＧＰＳ运行情况



附录资料８ˉ２

表２－５（２）各观测站点ＡＷＳ运行情况

Ｚ一 ）／（′｀ 

ＮＯ· 地区 观测站点名 Ｎ但 设各来源 建设、运行 运行俯况等

】．

２。

３． 

ｑ· 

５· 

６． 

７． 

８． 

９· 

〗０°

］〗．

１２ 

１３。

‖． 

５． 

６° 

７。

８． 

ｌ９． 

２０° 

２ｌ。

２２． 

２３． 

２ｑ． 

２５． 

２６° 

２７□ 

西藏

狮泉河

班戈

那曲

申札

日喀则

拉萨

隆子

柏里

索县

丁青

定日

林芝《八一》

昌都

改则

措勤

日±

扎达

亚东

谢通门

工布江达

朗县

Ｄ６６ 

ＴＴＨ 

Ｄｌ０５ 

Ｍｓ３马７８

那曲（ＢＪ）

ＭＳ３６０８ 

Ｅ 

Ｅ 

Ｅ 

Ｅ 

Ｅ 

Ｅ 

Ｅ 

Ｅ 

Ｅ 

Ｅ 

Ｅ 

Ｅ 

Ｅ 

Ｅ 

（Ｎ》

《Ｎ）

《Ｎ）

〔Ｎ〕

《Ｎ》

《Ｎ）

《Ｎ）

Ｅ 

Ｅ 

Ｅ 

Ｅ 

Ｅ 

Ｅ 

中国气象周

中国气象周

中国气象周

中国气象周

中国气象周

中国气盘局

中国气象周

中国气象局

中国气象局

中国气象周

中国气象周

中科院高原所

中国气象周

中国气象局

∏ＣＡ项目

∏ＣＡ项目

∏ＣＡ项目

ＪＩＣＡ项目

∏ＣＡ项目

∏ＣＡ项目

∏ＣＡ项目

中科院高原所

（中科院寒早所〕

中科院高原所

《中科院寒早所》

中科院高原所

《中科院寒早所〕

中科院高原所

《中科院寒早所）

中科院高原所

《中科院寒早所）

中科院高原所

《中科院寒早所）

中国气象周

中国气象局

中国气象周

中国气象周

中国气象周

中国气象周

中国气象周

中国气象局

中国气象局

中国气象局

中国气象局

中科院高原所

中国气象周

中国气象局

ＪＩＣＡ项目

∏ＣＡ项目

∏ＣＡ项目

∏ＣＡ项目

∏ＣＡ项目

∏ｃＡ项目

∏ＣＡ项目

中科院高原所

《中科院寒早所》

中科院高原所

（中科院寒早所）

中科院高原所

《中科院寒早所）

中科院高原所

《中科院寒早所》

中科院高原所

（中科院寒早所）

中科院高原所

（中科院寒早所》

运行正常；传输正常；

运行正常 传输正常

运行正常 传输正常

运行正常 传输正常

运行正常 传输正常

运行正常 传输正常

运行正常 传输正常

运行正赏 传输正常

运行正常８传输正常『

运行正常；传输正常；

运行正常；传输正常二

运行正常；传输正常；电源、设备有

问阻８正在解决

运行正常；传输正常；

运行正常 传输正常

运行正常 传输正常

运行正常 传输正常

运行正常 传输正常

运行正常 传输正常

运行正常 传输正常

运行正常 传输正常

运行正常 传输正常

运行正常；传输正常；

运行正常０传输正常；

运行正常８传输正常；

运行正常；传输正常；

运行正常８传输正常；

运行正常８传输正常；

２８· 

２９． 

３０． 

３〗。

３２ 

３３。

云南 围江

腾冲

昆明

临沧

勋脸

广南

Ｅ 

Ｅ 

Ｅ 

Ｅ 

Ｅ 

Ｅ 

中国气象周

中国气象周

中国气象网

中国气象周

中国气象周

中国气象周

中国气象周

中国气象同

中国气象周

中国气触周

中国气象周

中国气象周

运行正常；传输正常『

运行正常 传输正常

运行正常 传输正常

运行正常 传输正常

运行正常 传输正常

运行正常 传输正常



霉
团
团
团
回
回
Ⅲ
图
回

Ｚ一 〉／｜′｀

３ｑ。

３５。

３６· 

３７· 

跟子

檀钦

大理

思茅

Ｅ 

Ｅ 

Ｅ 

Ｅ 

中国气盘周

中国气象周

中国气象周

中国气象周

中国气盘周

中国气象网

中国气象周

中国气象周

运行正常；传输正常８

运行正常 传输正常

运行正常 传轴正常

运行正常 传输正常

３８． 

３９． 

ｑ０． 

‖〗．

々么

ｑ３。

“． 

４５。

ｑ６． 

ｑ７ｏ 

‖８° 

四川 诺尔监

甘孜

色达

马尔康

松潘

成都〔温江》

九龙

宜宾

西昌

达州

成都（新津》

Ｅ 

Ｅ 

Ｅ 

Ｅ 

Ｅ 

Ｅ 

Ｅ 

Ｅ 

Ｅ 

Ｅ 

Ｅ 

中国气象局

中国气象周

中国气象周

中国气象局

中国气象局

中国气盘局

中国气象局

中国气象网

中国气象周

中国气象局

中国气象局

中国气象同

中国气忿同

中国气触周

中国气象周

中国气象同

中国气独周

中国气象间

中国气象周

中国气象周

中国气象周

中国气象网

运行正常

运行正柑

运行正常

运行正常

运行正常

运行正常

运行正常

运行正常

运行正常

运行正常

运行正常

传输正常

传输正常

传输正常

传输正常

传输正常

传输正常

传输正柑

传输正常

传输正常

传输正常

传输正常

４９· 

５０． 

５ｌｏ 

５卫

５３。

５４· 

５５· 

５６。

５７。

５８· 

５９· 

６０· 

６ｌ。

宵海 茫崖

冷湖

大柴且

刚察

格尔木

都兰

西宁

托托河

杂多

曲麻莱

玉树

玛多

达日

Ｅ 

Ｅ 

Ｅ 

Ｅ 

Ｅ 

Ｅ 

Ｅ 

Ｅ 

Ｅ 

Ｅ 

Ｅ 

Ｅ 

Ｅ 

中国气象周

中国气鱼周

中田气象周

中国气象周

中国气象周

中国气象局

中国气象网

中国气忿同

中国气象周

中国气象局

中国气象周

中国气象局

中国气象周

中国气象周

中国气象周

中国气象周

中国气象周

中国气象局

中国气象周

中国气象周

中国气盘周

中国气象周

中国气忽厕

中国气象周

中国气象周

中国气象周

运行正常

运行正常

运行正常

运行正常

运行正常

运行正常

运行正常

运行正常

运行正常

运行正常

运行正常

运行正常

运行正常

传输正常

传输正常

传输正常

传输正常

传输正嫩

传勒正常

传输正常

传输正常

传输正常

传输正常

传输正常

传输正常

传输正常

６２° 

６３． 

６４° 

６５． 

６６· 

６７． 

６８． 

广西 佳林

河池

百色

梧州

龙州

南宁

北海

Ｅ 

Ｅ０ 

Ｅ 

Ｅ 

Ｅ 

Ｅ 

Ｅ 

中国气象周

中田气象局

中国气象局

中国气象局

中国气象局

中国气象局

中国气象周

中国气盘周

中国气象局

中国气恕周

中国气象周

中国气象同

中国气象周

中国气象周

运行正常

运行正常

运行正常

运行正常

运行正常

运行正常

运行正常

传输正常

传输正常

传输正常

传输正常

传输正常

传输正常

传输正赏

６９· 

７０． 

７〗·

员州 戚宁

贤阳

兴仁

Ｅ 

Ｅ 

Ｅ 

中国气象周

中国气象周

中国气象局

中国气象同

中国气象周

中国气象周

运行正常８传输正常

运行正常；传输正常

运行正常８传输正常

７巫 皿庆 沙坪坝 Ｅ 中田气象局 中国气象周 运行正常『传输正常；

新设《Ｎ》观测站点数 ７ 

现有《Ｅ）观测站点 ６５ 

合计 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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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ˉ

Ｎｏ． 地区 观测站点名 Ｎ／Ｅ 设备来源 建设、运行

运行情况等（包括存在的问
题、课题）

１ 

２ 西藏

狮泉河（站点待
定）

改则（站点待
定）

（Ｎ） 

（Ｎ） 

∏ＣＡ项目

∏ＣＡ项目

中国气象局

中国气象局

设备未到

设备未到

３ 

ＣＡＭＳ 

管理

移动ＧＰｓ探空

移动ＧＰＳ探空

移动ＧＰＳ探空

Ｎ 

Ｎ 

Ｎ 

∏ＣＡ项目

∏ＣＡ项目

∏ＣＡ项目

中国气象局

中国气象局

中国气象局

运行正常（已与新津、西

昌、甘孜、达县、北暗、昆
明、腾冲、丽江、大理、蒙
自、百色、林芝、昌都、改
则、那曲站已实施ＧＰｓ水汽与

ＧＰＳ探空对比观测）

表２＿５（３）各观测站ＧＰＳ无线探空运行情况

ＮＯ· 地区 观测站点名 Ｎ／Ｅ 设备来源 建设、运行

运行情况等（包括存在的问
题、课题）

１ 西藏 那曲 Ｅ ∏ＣＡ项目 中国气象局

０７年６月日方专家现场调试运

行正常，待验收

２ 云南 大理 （Ｎ） ∏ＣＡ项目 中国气象局 ２００７年计划１１月份安装

３ ∏Ｐ管理 Ｅ 

中科院高原
所、寒旱所

中科院高原

所、寒旱所

∏Ｐ、ＣＡＲＥＥＲＩ管理’在加强

观测期运行

新设＜Ｎ＞观测站点数 １ 

现有＜Ｅ＞观测站点数 ２ 

合计 ３ 

表２—５（４）各观测站点的ＷＰ＋ＲＡＳＳ运行情况

Ｎｏ． 地区 观测站点名 Ｎ／Ｅ 设备来源 建设、运行

运行情况等（包括存在的问
题、课题）

１ 

２ 

３ 西藏

林芝（鲁朗）

改则

那曲（ＢＪ）

Ｎ 

Ｅ 

Ｅ 

中科院

∏ＣＡ项目

中科院

中科院

中国气象局

中科院

（中科院）

运行正常

（中科院）

４ 云南 大理 Ｎ ∏ＣＡ项目 中国气象局 运行正常

５ 四川 成都（温江） Ｎ ∏ＣＡ项目 中国气象局 运行正常

新设ｑ‖＞观测站点数 ３ 

现有＜Ｅ＞观测站点数 ３ 

合计 ６ 

表２－５（５）各观测站点的ＰＢＬ运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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