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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 ：纪念
“

双清论坛 创办 期

百期
“

双清论坛
”

感想

吴 国雄

中 国科 学 院大 气物理研 究 所 ， 北京

欣闻 由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基金委 ）主办 题”
，围绕领域 的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 聘请国 内外

的双清论坛即将迎来 百期 ，致 以热烈祝贺 ！ 双清论 专家做主题发言 。 通过不 同学术 观点 的碰撞和交

坛是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 会确定优先投资领域 的 流 凝练和提出我国在该研究方向上急需关注和解

重要途径之一 ，针对论坛主题整合不 同学科资源是 决 的重大基础科学 问题 ， 为制定相关的研究计划提

双清论坛的优势 。 它为国 内学者提供了一个很好的 供 了科学基础 。

交流平台 ，

一些优秀国外专家的参与也为国 际交流 为了更好地弘扬双清论坛
“

科学与 民主
”

、

“

正本

和合作创造 了有利条件 清源
”

的科学精神 ，提出 以下几点建议供参考 ：

我多次参与主持双清论坛 ，在涉及的领域 中 ， 中 论坛应 由基金委相关学部和论坛主席在充

国有的在国际上较为领先 ，有 的较为落后 ，深感 有 分调研 、集思广益的基础上提出具有前瞻性的 主题 。

的放矢
”

去组织论坛是非常重要的 。 论坛主题应集中 ， 以便基金委在前沿 、基础 、交叉研

直至本世纪初 ，我国的海洋和大气的研究交叉甚 究方向上确定优先资助领域 ；

少 ，远不适应气候系统多園层相互作用的发展 。 在 中 论坛应有宽松 的讨论氛 围 ， 鼓励各抒 己 见 、

国科学院学部和基金委的联合支持下 ，我和苏纪兰先 畅所欲言 。 尤其要鼓励和包容青年学者发表不同见

生先后主持了第 期论坛
“

海气相互作用与东亚气 解 ，不唯权威为是 ；

候变率
”

年 月
—

月 日 ）和第 期论坛 论坛的报告人应是活跃在相关研究领域第
“

多尺度 海气 相互作 用研究
”

（ 年 月
— —

线的科研人员 ，注意选拔中青 年科学家 。 参会人

曰 ） 。 这两次论坛着重
“

学科发展战略研讨
”

。 其 自 由 在论坛召开前须对报告和发言认真准备 ， 报告与讨

和热烈的氛围使得大气和海洋科学界的学者深感相 论须围绕论坛主题展开 ， 以利于提炼科学 问题和研

互交叉 、联合研究的重要性 。 他们紧密围绕海气相互 究思路 ；

作用的主题展开激烈 、深入和充分的讨论 所碰撞出 报告数量不宜太多 ， 围绕每个主题要有集中

的火花为交叉研究提供了灵感和思路 。 和充分的讨论 ，讨论时间不宜少于报告的时间 ；

另一方面 ， 自从 叶笃正先生在 世纪 年代 论坛可邀请部分 国外优秀专家 ， 以便了解国

开创青藏髙原气象学 以来 ，我 国在该领域的 研究基 际最新动态 ， 同时为加强 国 内重大项 目之 间 的联系

本上处于国际前沿 。 但是观测资料 的稀缺 、资料 同 和国际重大项 目之间 的协作提供一个有效的平台 。

化的不足和高原数值模拟的误差制约着研究 的进一 祝愿双清论坛在未来 的实践中不断深化和丰富

步深人。 在组织第 期论坛
“

青藏高原地 气耦合
“

双清
”

的含义 ， 为国家 自 然科学基金的 资助提供更

过程及其全球气候效应
”

（ 年 月 日 至 月 好 的科学支持 ， 为我国基础科学研究的深人发展做

曰 ）时 ，我们则侧 重
“

基础研究前沿 的重大科学问 出更大的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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