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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贾朋群

2017年4月14日出版的《科

学》杂志，在特写栏目里推出

了题为“天气大师”的文章，介

绍了华人气象学家Shian-Jiann 
Lin在开发统一的天气和气候

预报模式方面的杰出贡献。这

份国际科学界顶尖期刊，用整

整4个页面刊载了这篇特写文

章，特别是占了半个页面的押

题图——文章的主角在全球大

气环流图前的淡定、自若，让读

者感觉到气象学家的胸有成竹，世界风云尽在其掌控中。押题

图和特大号的简明题目相呼应，令人难忘，更让全球气象界同

仁多了些期待和祝福。

1958年出生的华裔科学家Shian-Jiann Lin博士（同事们

都叫他S. J.），自小就有很深的气象情结。在中国台湾长大的

他，目睹了太多台风登陆带来的巨大风暴，并在他脑海里留下

很深的印记。这样的风暴能量来自哪里是他很小就思考的问

题，用S. J.自己的话来说，就是“飓风已经融入我的血液”。而

S. J.在《科学》杂志文章里被称为天气大师，很大程度上基于

其领导的大气动力核心模式——FV3，在美国下一代模式研

发过程中，在激烈的模式竞标活动中胜出。

S. J.在台湾读大学的主要专业是微处理器，他连带学习

气象和流体动力学。这两个课程打下了未来他用不连续的计

算机0或1的语言，解读大气中连续流场的基础。1983年，他

赴美留学，选择他可以支付学费的奥克拉荷马州大学航空工

程系学习，曾经想成为火箭专家的他，却得到指导老师的点

拨：具有计算流体动力学天赋的他，应该转向与地球物理流

体动力学实验室（GFDL）关系密切的普林斯顿大学。

于是，不忘少年初衷的S. J.于1985年在俄克拉荷马大学

获得宇航和机械工程硕士学位后，1989年在普林斯顿大学

获得大气科学博士学位。获得博士学位后，S. J.回到俄克拉

荷马大学，作为博士后研究模拟龙卷风。然而，气象研究的第

一步并不顺利，那时计算机还无法模拟如此小尺度的大气运

动。这样令人难以接受的失败，却在S. J.脑海里留下了这样的

教训：面对特殊问题选择合适的复杂度，而且在掌握资源时

再试图解决问题。而这时NASA试图解决南极臭氧洞的问题

而苦于缺少模式模拟研发人员，S. J.等来了合适的问题和机

会，1992年他加入NASA，开始走向天气模拟大师的成功之

路。2003年，他携FV模式来到GFDL，实现了20年前他的研

究生导师的主张。

2016年3月30日，S. J.在宾州大学演讲时指出：“美国下一

代全球预报系统项目让不同的模拟哲学之间的强烈对比昭然

天下，这种对比发生在科学界内部和外部（例如，通过流行

的博客）。”在这次题目为“区域天气和全球气候模拟中的教

条和行规”的演讲中，他介绍了FV3模式研制过程中，如何向

阻碍创新的不同“教条”和“行规”宣战的抗争过程，而他的

团队做这些的目的，是试图统一天气和气候应用的区域和全

球模式。基于FV3的预报系统，未来不仅能告诉市政部门明

天是否要准备扫雪机械，还能告知未来海平面上升的幅度。

中标后的S. J.团队，还在努力完善FV3模式，其中一项重

要的改进，就是让模式增加强大的“聚焦”功能，因此可以很

好地“瞄准”主要天气系统。改进后的模式网格能够在主要天

气系统周围生成边长为2～3 km的高分辨率的嵌套网格。拥有

这一功能的模式，在面对飓风等天气系统时，可以和全球预

报同步完成对飓风的预报，而不是像现在，先要完成全球模

式的预报，再用区域模式进行飓风预报。FV3模式的成功开

发以及进行中的改进，无不践行着S. J.最早开发龙卷风模式

失败所汲取的教训而得到的研发规则：掌握合适的复杂度和

选择好解决问题的时间。

（作者单位：中国气象局气象干部培训学院）

																			当今天气大师风采
——记美国FV3模式主要研发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