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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气科学（D05）

大气科学是研究地球和行星大气（包括大气圈及其相关圈层）中

发生的各种现象及其变化规律，进而服务于人类社会防灾减灾和可持

续发展的学科。大气科学主要运用不同学科的新思想、新方法以及新

技术，研究各种尺度大气现象的成因及理化机制，并基于数学方程的

描述以及关键过程的参数化表达，实现定量化模拟、预测及影响评估。

大气学科重视现象发生、发展背后的基础性问题，重视直接服务于机

理认识和预测、预报的模式发展，也重视以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交叉

融合理解天气气候变化的影响、适应和应对，从而为民生和社会的可

持续发展提供有力的科学支持，具有鲜明的科学前沿和服务社会的特

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主要按照“分支学科”、“支撑技术”以及“发

展领域”三大方面 15个二级学科代码进行资助。相关二级学科代码的

内涵和具体资助方向如下：

D0501 天气学

代码分类类型为稳定的学科。重点研究大气中各种天气系统和天

气现象的物理本质、演变规律以及预报方法。主要研究对象为时间尺

度在约两周以内的风、降水、气温变化、雷电、沙尘等天气现象（特

别是灾害性天气），以及与其相关的、空间尺度在数千公里以内的高低

压、气旋、大气波动、急流、风切变、锋面、对流等天气系统。揭示

相关天气过程的触发、演变规律和机理；研究其演变过程中的动力、

热力、微物理、电磁等的结构和特征；理解关键物理过程、多尺度和

多过程相互作用以及外强迫影响；考察其可预报性、预报理论和方法

等。拟资助的主要研究方向包括：1）大尺度天气系统；2）中小尺度

天气系统；3）灾害性天气；4）结构和演变机理；5）关键物理过程；

6）预报理论与可预报性。

D0502 气候与气候系统

代码分类类型为稳定的学科。重点研究气候及极端气候事件的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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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特征及其机理，为气候变化应对提供科学支撑。主要研究内容包括：

季风演变特征、变异规律及物理机制；极端气候事件的变化特征及其

形成演变机理；热带大气海洋的耦合过程、相互作用机理及其对全球

气候的影响；极地和中高纬度海-陆-气-冰过程的多尺度变化特征、机

理及其气候效应；多圈层相互作用机理、耦合过程及其对气候系统的

影响；人类活动对区域和全球气候的影响及机理；气候变异的可预测

性及预测理论和方法等。拟资助的主要研究方向包括：1）季风变异及

影响；2）极端气候变化与机理；3）热带海气相互作用；4）中高纬气

候系统变异及影响；5）气候系统能量、物质循环与多圈层相互作用；

6）人类活动对气候系统的影响；7）气候预测。

D0503 古气候模拟与动力学

代码分类类型为稳定的学科、拟重点发展的前沿领域。基于地球

科学相关分支学科的交叉，从大气科学的视角和研究手段出发，充分

利用大气科学的学科特长，研究地球大气圈层形成与演化及其机理，

为理解当代和未来气候变化提供支撑。研究内容包括：使用单独或者

多种代用指标，研究过去不同时间尺度上全球或者区域气候与环境演

化的事实与规律；使用不同复杂程度的数值模式，模拟过去不同时间

尺度上气候与环境变化的宏观格局及其内在驱动因子；集成分析国内

外已有的大规模古气候模拟试验资料，研究过去气候与环境变化的动

力学机制；从古气候重建、模式模拟角度，研究过去几千年以来不同

时间尺度上气候与环境变化的事实、规律和机制等。拟资助的研究方

向包括：1）古气候重建；2）古气候模拟与分析；3）历史时期气候与

环境变化。

D0504 大气动力学

代码分类类型为稳定的学科。利用数学、物理学和计算科学等原

理和方法，通过观测、理论和数值模拟研究等手段，揭示地球流体特

别是地球大气的各种时间和空间尺度运动规律和机理。重点研究大气

内部的动力学、热力学和能量学以及大气与其相邻圈层间相互作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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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线性和非线性过程，从理论上阐释天气系统和气候现象中不同时空

尺度大气运动形成和演变的基本规律、动力学机制和可预报性，从而

为天气预报、气候预测和气候预估以及大气科学各分支学科提供动力

学基础。拟资助的主要研究方向包括：1）地球流体动力学；2）非线

性动力学和可预报性；3）热带大气动力学；4）热带外大气动力学；5）

中层大气动力学；6）气候动力学。

D0505 大气物理学

代码分类类型为稳定的学科。研究大气的物理现象、物理过程及

其演变规律，为大气科学各分支学科的发展提供基础支撑。研究不同

下垫面的大气边界层结构、湍流特征以及地-气之间物质和能量交换过

程、云/雾和降水中的物理过程、气溶胶基本物理特性和气溶胶-云相

互作用等过程、大气光学过程和辐射传输开展研究、大气中的各种电

学和声学现象及其生成、演变和传播规律，以及中高层大气中的物理

过程（含直接影响物理过程的化学组分及其辐射过程等）。拟资助的主

要研究方向包括：1）边界层大气物理学与大气湍流；2）云降水物理

学；3）气溶胶物理及气溶胶-云相互作用；4）大气光学与大气辐射；

5）大气电学与大气声学；6）中高层大气物理学。

D0506 大气化学

代码分类类型为稳定的学科。研究大气中化学成分的变化特征及

其规律，认识影响大气化学成分变化的不同相态的化学反应机制及控

制过程，揭示其对天气、气候和大气物理过程的影响及其相互作用机

制，为理解自然过程和人类活动对全球与区域气候变化、生态环境演

变及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支撑。研究对象既包括对流层和平流层过程，

也包括痕量气体(气相化学)、云雾过程（液相化学）和气溶胶（多相

化学）等。研究手段包括了外场观测试验、实验室模拟以及数值模拟

等。拟资助的主要研究方向包括：1）反应性气体与气相化学；2）气

溶胶物理化学及多相过程；3）大气成分排放、输送与沉降；4）大气

化学与大气物理相互作用；5）大气化学数值模拟与量化计算；6）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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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化学外场试验与实验室模拟。

D0507 生态气象

代码分类类型为拟重点发展的前沿领域。重点研究气象要素及大

气成分变化与生态系统组成、结构、功能及生态过程等相互作用，为

理解自然过程对于天气、气候和大气环境的影响，以及大气过程对于

生态系统的影响提供基础支撑。研究的空间范围包括大气圈、生物圈、

水圈、土壤圈等重要圈层，涉及到个体、群落、生态系统、景观、区

域、大洲、全球等不同空间尺度上的气象要素及大气成分与生态要素

之间的相互作用及其反馈的过程与机制。生态气象学是生态学和大气

科学的重要分支学科，实质是大气科学和生态学的有机融合。拟资助

的主要研究方向包括：1）微生物的大气过程；2）大气变化的生态效

应；3）生态系统对大气的影响；4）生态气象的监测与模拟。

D0508 行星大气

代码分类类型为拟重点发展的前沿领域。重点研究太阳系内、系

外行星和卫星的大气圈层的特征、规律及其形成和演变机理。通过地

球与系内外行星的比较研究，加深对地球大气圈层形成、演变以及系

外行星宜居性的认识。主要研究对象包括行星大气探测、行星大气物

理、行星大气化学、行星大气动力、行星大气模式发展与模拟、行星

气候与环境、行星海洋、行星冰冻圈、行星宜居性、地外生命等。研

究手段包括地基和星载探测、实验室实验、理论探究和数值模拟等。

拟资助的主要研究方向包括：1）行星大气物理与化学；2）行星大气

动力学；3）行星大气探测；4）行星大气模拟与模式发展；5）系外行

星大气与行星宜居性等。

D0509 大气观测、遥感和探测技术与方法

代码分类类型为通用的研究技术与方法。主要研究大气中各种参

数测量相关的原理、技术、算法和仪器研发，旨在为大气科学以及地

球科学相关学科量化、验证和发现科学事实提供基础技术支撑。主要

研究方法包括原位探测和主被动遥感等，研究对象包括：大气温、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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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风和辐射等状态参数；大气中重要的气体和气溶胶化学成分及其

物理与光学属性；云和降水的动力、热力和微物理特征以及相关的能

量收支过程；与大气过程密切相关的陆地表、海表状态参数和通量等。

拟资助的主要研究方向包括：1）大气观测基本原理和反演方法；2）

大气探测与遥感技术和手段；3）大气观测仪器研发和定标；4）大气

和地表状态参数观测；5）大气成分与气溶胶观测；6）云和降水观测

等。

D0510 大气数据与信息技术

代码分类类型为通用的研究技术与方法。主要研究大气科学中数

据与信息分析相关的理论与技术，以支撑大气过程与机理的科学认知

以及大气现象的预测、预报。研究内容包括：大气科学多源数据获取

方式和分析技术；再分析资料和数据产品；多时空尺度、多变量大气

科学数据的现代统计学方法；融合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创新预报预

测的新理论、新模型和新方法；前瞻性信息技术方法在大气领域的颠

覆性应用；新型数据可视化和人机交互技术等。拟资助的主要研究方

向包括：1）多源数据融合与再分析；2）大气数据分析；3）人工智能

与大气科学大数据；4）新型信息技术发展与应用；5）大气数据可视

化技术。

D0511 大气数值模式发展

代码分类类型为通用的研究技术与方法、共性研究平台。主要立

足于大气数值模式的研发和改进，重点研究模式系统关键科学技术和

基础理论，以支撑不同尺度大气过程的数值模拟和预测、预估。研究

内容和对象主要包括：大气模式动力框架相关方程组的高精度、高效、

可扩展离散化算法和求解器；离散化方程组动力学特性；物理化学过

程参数化相关的尺度自适应、物理过程不确定性；同化理论及传统和

AI资料同化算法、同化技术开发及应用、多圈层耦合资料同化，中小

尺度资料同化等；模式动力-物理耦合、大气模式与同化系统集成等。

拟资助的主要研究方向包括：1）大气模式动力框架；2）大气模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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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参数化；3）大气资料与数据同化；4）大气模式评估和集成。

D0512 地球系统模式发展

代码分类类型为通用的研究技术与方法、共性研究平台。重点针

对地球系统模式发展相关的基础技术方法研究和模式开发，以促进地

球系统科学的发展。研究内容主要包括：地球系统不同分量模式（大

气、海洋、陆面、海冰、冰盖等）中的网格设计、动力框架、动力物

理耦合技术；各分量模式中具体物理和生物地球化学过程的表达和参

数化；不同分量模式之间的耦合和动量、能量与物质交换；多功能耦

合器的发展、应用以及耦合和耦合同化框架和技术的发展；综合评估

模型的发展及其与地球系统模式的双向耦合；模型运算效率提升及高

性能计算支持和平台开发等。拟资助的主要研究方向包括：1）物理气

候系统模式发展；2）生物地球化学模型发展；3）综合评估模型发展

及耦合；4）耦合和耦合同化技术；5）高性能计算支持。

D0513 气候变化及影响与应对

代码分类类型为拟重点发展的前沿领域、国家经济社会需求。重

点研究气候系统与气候变化的基本特征、演变机理及其预测问题，为

制定气候变化减缓和适应措施提供科学支撑。主要研究内容包括：季

风系统的演变特征、物理机制及其影响；极端气候事件的变化特征及

机理；热带大气海洋相互作用机理及其对全球及区域气候的影响；极

地和中高纬海-陆-气-冰过程的多尺度变化特征、机理及其气候效应；

气候系统能量、物质循环的关键过程与多圈层相互作用；人类活动对

区域和全球气候的影响及机理；气候变异的可预测性及预测理论和方

法等。拟资助的主要研究方向包括：1）气候变化信号的检测和归因；

2）气候变化预估；3）气候变化的影响与适应；4）气候变化减缓；5）

极端天气气候事件风险、防范与应对。

D0514 大气环境和健康气象

代码分类类型为国家经济社会需求、拟重点发展的前沿领域。主

要研究大气环境问题及环境和气象因素对人体健康的影响，为生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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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建设、保护人体健康和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支撑。主要研究内容和

对象包括：以颗粒物和臭氧为代表的大气污染成因和机制；大气污染

暴露与人体健康的关系及其致病机制；基于室内环境监测及微气候调

控的空气污染与微气候特征，及其对人体健康的影响研究；气候异常

变化、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对人类健康的影响与机制及应对策略；大气

环境、气候变化和城市化等因素导致人体健康危害的经济损失的定量

评估；能源-经济-环境-气候变化之间的联系等。拟资助的主要研究方

向包括：1）大气环境与大气污染防治；2）室内空气污染；3）大气环

境流行病学与毒理学；4）健康经济损失评估。

D0515 应用气象学

代码分类类型为国家经济社会需求。主要立足于研究如何基于大

气科学基础性科学问题的认识和技术方法的发展，直接服务于相关行

业部门，从而为国家社会经济的发展趋利避害。主要研究内容和对象

包括：以天气学和大气物理的基础认识支撑人工影响天气的业务应用；

影响农业和林业生产活动的主要气象过程及其定量评估；天气气候事

件（特别是灾害性天气）对水文过程和水利行业的影响及其应对技术；

影响太阳能、风能、水力发电等的气象过程及其预测与定量评估；影

响民航、航海和陆（水）路交通的气象过程；以及其他不属于上述范

畴的应用气象相关行业和领域。拟资助的主要研究方向包括：1）人工

影响天气；2）农林气象；3）水文气象；4）资源气象；5）交通气象；

6）其他应用气象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