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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

前言

目前国内外关于气候变化的专著已出版很多，但专门为大学学生使用的气候变化教科书却不多，比较
有影响的是英国豪顿（John Houghton）教授编写的《全球变暖》（Global Warming）一书。这本书的
中文版在2001年由气象出版社出版，出版后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国内大多数关于气候变化的图书
主要是专著、评估报告和科普读物，还没有一本为大学生编写的教材供有关专业的学生阅读。大学生
的教育主要在于基础知识的教育，同时也要善于提出问题，让同学们思考，启发和培养他们独立思考
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大学生的教育在某种意义上是对某一科学领域的启蒙教育，通过基础知识的学习
引领他们向更高的学术阶梯攀登。基础打得越牢固，掌握的理论方法越熟练，将来越有可能取得重要
的成果。基于此，中国气象局组织国内相关院校和研究院所的气候变化问题专家撰写了本书。为了使
同学们能对气候变化基本问题有一个全面系统的了解，本书所选的内容不仅仅限于科学问题，还包括
了与应对气候变化有关的适应、减排和国际制度及可持续发展等问题。因而，本书不但适合自然科学
专业的同学，也适合社会、经济、政治等人文科学的学生。全书的选材以基础知识为主，对于目前尚
有明显争论的问题一般不选人，这留待同学们以后去探讨。全书的论述力争通俗易懂，阐述深入浅出
。本书的出版得到了中国气象局领导和科技与气候变化司、气象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也得到了所有参
与编写的教授和专家的热情协助。他们在百忙中认真编写了此书。气象出版社张斌和郭彩丽同志做了
大量的编辑工作，在此代表编委会一并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另外，有一些图表是引自中国气象局
国家气候中心等的统计结果和所制图表，文中未给出引用文献，我们也在此表示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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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气候变化(大学教材)》是国内第一本专门为大学生编写的关于气候变化的教材。《气候变化(大学教
材)》所选的内容不仅仅限于气候变化科学问题，还包括了与应对气候变化有关的适应、减排和国际制
度及可持续发展等问题，具体内容包括气候系统、气候变化的事实、气候变化的原因、气候变化模拟
与预估、气候变化的影响和适应、减缓气候变化、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制度以及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
展。因而，《气候变化(大学教材)》不但适合自然科学专业的同学，也适合社会、经济、政治等人文
科学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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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1章  气候系统  1.1 地球的大气  1.2 气候系统的组成及各圈层间的相互作用  1.3 气候变化及其时间尺度
 1.4 气候系统观测  思考题  参考文献第2章  气候变化的事实  2.1 过去的气候  2.2 近百年全球气候变化 
2.3 全球气候系统变化  2.4 近百年中国气候变化  2.5 近五十年中国极端天气气候  思考题  参考文献第3章
 气候变化的原因  3.1 气候平衡态、敏感性和反馈效应  3.2 气候系统内部及耦合气候变异  3.3 自然的外
部强迫形成的气候变异  3.4 人类活动与气候变化  思考题  参考文献第4章  气候变化模拟与预估  4.1 气候
预测方法和气候模拟  4.2 气候模式  4.3 气候模式对现代气候的模拟  4.4 全球气候变化趋势的预估  4.5 中
国气候变化的趋势  思考题  参考文献第5章  气候变化的影响和适应  5.1 气候变化影响的检测方法  5.2 气
候变化的影响和脆弱性  5.3 适应气候变化的行动  思考题  参考文献第6章  减缓气候变化  6.1 温室气体的
来源与排放量计算方法  6.2 温室气体排放历史、现状与未来趋势  6.3 二氧化碳减排技术选择  6.4 碳吸收
汇  6.5 二氧化碳捕获与封存  思考题  参考文献第7章  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制度  7.1 气候变化问题的实质
 7.2 国际气候管理制度  7.3 气候变化的谈判与国际合作  思考题  参考文献第8章  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 
8.1 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概念与实践  8.2 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路径选择对应对气候变化的影响  8.3 
应对气候变化对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8.4 一体化的可持续发展与应对气候变化战略和政策体系  
思考题  参考文献推荐书目名词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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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虽然从19世纪中叶开始，在世界许多地方一些船舶已经开始进行系统的气象观测了，但是对这
些数据进行收集和严格的分析比在陆地固定站点要复杂得多。尽管如此，这种观测已为人们了解海上
多变的天气状况提供了许多指导和帮助。信息收集包括气温和海面温度、气压、风速、风向、浪高、
海冰范围和能见度。后来利用商船队也进行海面温度和盐分的观测。世界气象组织志愿观测船计划所
取得的资料加强了海运业务预报能力，这些资料也是进行气候系统研究的基础资料。目前在全世界大
约有6700艘商船参加了这个计划。海流的观测主要是通过一些专门的海洋观测试验进行的。另外，在
沿海及岛屿地区建立的验潮站也为海洋观测提供了长期的海平面高度的记录，对于某些欧洲的台站，
可追溯到200多年以前。所有这些信息最初是用来加强航海安全的，但是后来却成了研究气候系统的无
价之宝。1960年4月随着第一颗气象卫星升空，世界气象观测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在随后的几年里，
极轨卫星可以提供每日的全球气象状况，而静止卫星（地球同步卫星）至少每30分钟就向地面发送全
圆面图片资料。例如，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局（NO-AA）的标准极轨卫星，在大约850km的高度上运
转，它能够区分大约1km分辨率内发出的辐射，并能绘出高分辨率的图片。而地球静止卫星距地大
约36000km，目前对可见光辐射的分辨率约为3km，对红外辐射的分辨率为8km。现在，卫星能够对气
候系统的大量不同特征进行观测，包括陆地、海洋表面以及整个大气层不同高度的温度。气象卫星可
以对从极地冰和雪的范围变化、海洋风速和波浪情况以及从极地到赤道的植被状况进行日常观测，甚
至还可以用于全球污染和臭氧层变化等方面的监测。因而，气象卫星的出现使我们有可能从一个全新
的视角了解我们所居住的星球的气候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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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气候变化(大学教材)》是由气象出版社出版的。

Page 6



《气候变化》

精彩短评

1、卓越速度还是比较快的。书的质量很好，很实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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