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月23日是第64个“世界气

象日”，主题为“走在气候行动最

前线”。在全球气候变化日益严

峻的当下，针对大气与海洋的研

究愈发重要。大气科学、海洋科

学都是综合性、交叉性极强的基

础学科，围绕大气与海洋中的各

种现象以及支配其变化的数学、

物理、化学问题开展研究，旨在

发现大气海洋现象变化背后的

机制原理。

在复旦，有一群“80后”科研

人员，运用各类前沿理论和工

具，走在大气与海洋研究最前

线，只为破解“老天爷”和“海龙

王”出的各种“难题”。一起来听

听他们的故事吧！

预测天气变化，探索极端气候

如何才能更精准地描摹云

的形成，从而预测天气变化？大

气与海洋科学系青年研究员陈

国兴引入了人工智能工具。通

过利用机器学习技术，训练神经

网络，该模式能更好地表达云，

更好预测云在不同条件下会如

何分布，进而更加准确反映云对

天气和气候变化的影响。

“用计算机代替传统的经验

总结法，可以极大提高模式预测

的准确度。期待这项研究未来

实际应用于天气预报业务中，带

来新的突破。”陈国兴说。

就在去年，我校人工智能创

新与产业研究院联合大气与海

洋科学系，基于学校自有的云上

科研智算平台CFFF，训练出拥有

45 亿参数的伏羲气象大模型。

这一模型能成功预报未来 15 天

的全球天气，每次预测耗时 3 秒

以内，是复旦 AI for Science 的代

表性成果之一。

为了深入了解PM2.5如何影

响大气变化，大气与海洋科学系

青年研究员赵德峰将带领团队

前往云层密布的区域进行研究

——从青岛出发，横跨中国的黄

海、东海和南海，进行为期一个

多月的观测。这些宝贵数据为

认识气溶胶的气候效应和环境

效应及政府部门制定减排方案

提供了参考。

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

大气与海洋科学系特聘教授穆

穆曾说，“老天爷”是急性子，“海

龙王”是慢性子。快速变化的大

气与缓慢运动的海洋不断进行

着物质和能量交换，气候研究则

需要通过数学和物理结合的方

法同时“猜”两位的心思，可谓难

上加难。他的团队也正努力利

用自己发展的条件非线性最优

扰动（CNOP）方法，探索提高极

端天气气候预报的水平。

“发现问题所在，‘知其所以

然’，是我们学科的使命。”复旦

大学大气与海洋科学系副教授

周震强说。不同于天气预报，气

候研究需要预测的时间周期更

长，因此更需要关注海洋对大气

的影响。周震强正是聚焦海洋

与大气的相互作用，研究极端降

水事件背后的发生和演变机理。

迎难而上，做“附加题”是复

旦大气海洋人的魄力。在太平

洋“厄尔尼诺”现象备受关注的

背景下，周震强在导师张人禾院

士的指导下，发现2020年夏季长

江流域的“超强梅雨”事件最早

可以追溯到 2019 年秋季的印度

洋偶极子事件，而不是像往常一

样主要受到太平洋厄尔尼诺事

件的影响，该研究为东亚夏季降

水带来了新的可预测性。

观测海平面，探究温室气体

海洋的变幻莫测让人着迷，

但考察观测却并非易事。“出海

做研究很苦，有的同学上船时非

常兴奋，过了半天就晕船了。”大

气与海洋科学系教授陈长霖说。

入职复旦以来，陈长霖和团

队走过了一条自主研发海洋观

测仪器的道路。他们研发出了

一款智能化海气界面浮标，具备

海洋-大气多参数同步采集能

力，并借助国产卫星传输数据，

整链路完全自主可控。“海洋科

学 是 一 门 非 常 依 赖 观 测 的 科

学。”陈长霖再次强调观测的重

要性。前不久，大气与海洋科学

系教授王桂华及其研究团队正

是利用海洋浮标观测，反演出了

海面上空台风的强度，发现过去

30年占全球70%的弱台风存在明

显的增强趋势，相关成果发表于

Nature杂志。

“应对气候变化，中国承担

着重要责任。”大气与海洋科学

系研究员姚波说。中国作为温

室气体排放大国，近年来积极参

与国际合作，努力实现碳中和、

碳达峰的目标。

在这个背景下，研究温室气

体的来源变得尤为重要。以往，

各国普遍采用温室气体清单统

计法进行排放核算，而姚波则采

用了一种新的温室气体排放计

算方法。他通过监测大气里温

室气体的浓度，结合大气传输模

型，反演这些气体的量以及从何

而来。“大家都认为温室气体的

来源很清楚，但实际上仍有很多

科学问题需要解决。”

“天意”诚难测，但复旦人

从未认输，如同探险家般踏上

一个又一个新的征途。提高应

对气候变化的能力，共同保护

美丽的地球家园。气候行动最

前线，你我都是实践者！

系列科普活动别开生面

为发挥学科优势和专业特

色，传递关注气候变化的紧迫

性，以实际行动践行党的二十大

精神，大气与海洋科学系延续传

统，开展了第八届复旦大学“323

世界气象日系列活动”，打造了

系列内容丰富、生动有趣的科普

活动，呼吁全校师生关注气候变

化，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在学雷锋日当天，“气象知

识我科普”与“学雷锋日义卖”活

动于江湾校区生活园区开展。3

月9日-3月17日，“观云识天”三

行诗征集活动举行，同学们在忙

碌的生活中感悟自然的诗意，体

会生活中被忽略的美好。3月11

日，第二届“入梅出梅竞猜活动”

线上举行，同学们参与预测今年

的入梅和出梅时间，体会气象预

报的重要与不易。

3 月 19 日下午，上海市气象

博物馆参观活动举行，在气象

博物馆的讲解员带领下共同了

解了上海市气象探测的不断发

展过程。

为增进我校师生对大气海

洋科学、生态文明知识及中国应

对 气 候 变 化 之 治 的 认 识 与 了

解。3月22 日，大气与海洋科学

系于邯郸校区举办“世界气象日

科普游园会”，并开设“气象日草

坪思政微课堂”，将有趣的游园

活动与专业知识相结合，为大家

科普、宣传关于气象日、气候变

化等相关知识。同日下午，大气

与海洋科学系教授高艳红老师

带来气象前沿讲座。

3 月 23 日，由复旦大气与海

洋科学系与上海气象学会指导

的科普科创核心校联合组织，

面 向 中 小 学 生 开 展 开 放 日 活

动，邀请 42 名对气象学感兴趣

的中小学生参加，旨在通过实

地参观、学习交流等方式，增强

他们对气象学的认识与理解，

普及气象知识，提高防灾减灾

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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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天爷与海龙王”的心思，复旦人这样解

日前，在复旦大学出土文献

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的规划和支

持下，“贯联汗青：简牍缀合信息

库（西北汉简之部）”依托出土文

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网站正式

发布。该信息库有助于全面总

结简牍缀合成果，进一步推动简

牍材料整合和学科发展。

简牍缀合信息库由复旦大

学 出 土 文 献 与 古 文 字 中 心 开

发，主体工作由中心硕博士生

康博文（2022 级博士生）、沈思

聪（2023 届 博 士 生）、林 秉 销

（2021级硕士生）合作完成。

信息库是简牍缀合信息的

汇 编 。 目 前 推 出 较 为 完 善 的

西 北 汉 简 分 部 ，此 分 部 包 括

1906 年 斯 坦 因 在 新 疆 尼 雅 遗

址发现汉简以来，西北边塞地

区 遗 址 中 出 土 汉 代 有 字 简 牍

（附个别帛书）的缀合成果信

息，涵盖公开出版物、学术网

站 等 来 源 。 目 前 库 内 共 有 缀

合信息 2100 余条，并将持续更

新。每条缀合信息包括著录、

简号、释文、缀合者、来源、备

注六项内容。

简牍缀合信息库于 2024 年

3 月 1 日试运行，并邀请十余位

专家学者进行了内部测试，在

吸纳相关意见和建议的基础上

作了进一步优化，即日起正式

发布，免费供学术界及社会大

众使用。

本信息库是复旦大学出土

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古文字

数字化计划项目之一，“缀玉联

珠：甲骨缀合信息库”为信息库

开 发 提 供 了 优 秀 的 框 架 与 模

板。中心将继续完善战国、秦

简牍，以及其他汉代简牍的缀

合信息库，适时推出“贯联汗

青：简牍缀合信息库”的其他分

部，敬请读者关注。

信 息 库 网 址 ：http://www.

fdgwz.org.cn/GuanLianHanQing/

Home

来源：出土文献与古文字
研究中心

这一信息库发布，助力简牍缀合

▲科研人员开展野外观测和大气采样 ▲“世界气象日科普游园会”活动现场

近日，微电子学院孙正宗和

李巧伟课题组通过范德华外延

的方法，在毫米级单晶晶畴石墨

烯表面外延生长了长程有序的

MOF 结 构（LR-epi-MOF），其

具 有 30° 的 外 延 生 长 角 度 和

2.8%的晶格错配度。研究成果

发 表 于 美 国 化 学 会 志 J. Am.

Chem. Soc.。

来源：微电子学院

外延电子器件取得进展

近日，物理学系张远波教

授、阮威教授课题组和郑长林

教授课题组合作，实现了直接

在绝缘衬底上大面积生长黑磷

纳米带。相关成果发表于 Na-

ture Materials 上。研究结果展示

了黑磷纳米带在纳米电子器件

方面的潜力，也为研究黑磷中

的奇异物理提供了平台。

来源：物理学系

探索黑磷纳米带的潜力

日前，生命科学学院黄广

华 课 题 组 发 现 耳 念 珠 菌 在 宿

主 体 内 能 快 速 进 化 出 一 种 高

致 病 性 的 多 细 胞 聚 集 形 态 。

这 种 聚 集 态 菌 株 在 临 床 感 染

中非常常见，通常是由于细胞

分 裂 不 完 全 所 导 致 的 。 相 比

单细胞的酵母态，聚集态细胞

的耐药性和致病性都更强，而

且 能 逃 避 宿 主 体 内 巨 噬 细 胞

的 吞 噬 作 用 。 这 些 发 现 将 为

临 床 上 耳 念 珠 菌 感 染 的 诊 断

和治疗提供新的思路。

来源：生命科学学院

助力耳念珠菌感染治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