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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气候“发脾气”

随着人工智能风潮席卷全球，天气与气候预报系统正在加

入到这场技术变革之中，人们热切地期待人工智能能够

助力解决和应对气候变化这一全球性问题。

事实上，国内的气象大模型正在这一领域不断发力。早在

去年 7 月，《自然》杂志发表了华为云盘古大模型研发团队研

究成果——《三维神经网络用于精准中期全球天气预报》。论

文显示，盘古气象大模型是首个精度超过传统数值预报方法的

AI 模型，速度相比传统数值预报提速 10000 倍以上。《自然》

评价认为：“盘古气象大模型让人们重新审视气象预报模型的

未来，模型的开放将推动该领域的发展。”

紧接着，在当年 12 月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第二十八次缔约方大会上，由上海科学智能研究院、复旦大学

和中国国家气候中心联合研发的伏羲次季节大模型在“气候风

险应对：技术创新与金融支持”的国际研讨会发布。与现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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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过去两年里，人工智能天气新模型层出不穷。除了中国发布的一系列大模

型外，包括谷歌、微软和英伟达在内的国外科技公司也在人工智能天气建模领域

取得突飞猛进的进展。

AI大模型如何助力天气预报？

际权威模型相比，伏羲次季节大模型的预报精度更准、预报周

期更长、运行速度提升千倍。

在此之前的 9 月 1 日，复旦大学 2023 级新生开学典礼在光

华楼前大草坪举行。此前，上海已接连三日雨水不断，当人们

以为第四天也如天气预报所说“今天有雨”，只得取消室外活

动时，复旦大学却反其道而行之——近 20 年来首次举办户外开

学典礼。典礼进行时阳光普照，校长金力道出缘由：“‘伏羲’

说，今天上海不下雨。”

这无疑是“伏羲”在现实生活中最生动的一次应用。经过

1 年的迭代更新，2024 年 6 月 3 日，伏羲气候气象大模型发布

了 2.0 版本，相较于去年推出的 1.0 系列，“伏羲”2.0 的中期

天气预报大模型和次季节大模型，面向新能源、航空运输等行

业取得进展。

6 月 18 日，中国气象局宣布推出三种先进的 AI 气象大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