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6 www.xinminweekly.com.cn

全球气候“发脾气”

上海科学智能研究院院长、复旦大学教授漆远告诉《新民

周刊》，全球气候风险严峻，需要找到更有效的技术创新路径

来应对。此番发布的“伏羲”次季节气候大模型通过对强高温、

强降温、强降水等主要天气过程的次季节预测，实现了传统技

术手段无法达到的高精度，可以助力更好地应对气候变化。

国际权威机构欧洲中期天气预报中心（ECMWF）评测，

由人工智能驱动的伏羲气候气象大模型可以提前 15 天预测全球

天气变化，比如气温、风速和气压等天气参数，在多个评测指

标上超过 ECMWF 和主流大模型结果，同时计算速度也比传统

模型快千倍。

在此基础上，研究团队对伏羲气候气象大模型进行进一步

优化，终于推出预测周期长达 45 天之久的伏羲次季节大模型。

相较于伏羲中短期模型，三倍的预测周期时长充满变数。伏羲

大模型先把随机采样引入与 ChatGPT 类似的 Transformer 架构，

再通过集合预报来反映次季节预测的不确定性。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伏羲次季节模型的工作原理不同于传

统的天气模型。传统的天气预报，比如由位于英国雷丁的欧洲

中期天气预报中心运行的“欧洲”模型，是借助数学公式来描

述大气和海洋中空气和水运动的物理原理，以预测天气系统的

时空变化。由于这类数值天气模型对计算能力有着极高要求，

传统模型不仅运行昂贵且耗时，精度也常常受到限制。

而人工智能天气模型则不必为数学公式“发愁”。漆远介

绍道，这类模型首先需要接受训练，即识别大量历史气象数据

中的模式。当接收到最新气象数据时，人工智能天气模型通过

应用从历史模式中习得的知识来完成预测。该过程的计算强度

要小得多，并且可以在小型计算机上于几分钟甚至几秒钟内完

成预测。     

事实上，伏羲次季节模型并不只以天气预报为主要目的。“我

们最近的工作，一方面是延长预测周期，另一方面是预测极端

天气事件。”漆远说，气候灾害预警正是该模型的另一重要价

值所在。研究团队将预测期限进一步增加，以期尽早地预测潜

在的极端天气事件，为应对和减缓措施争取到更多时间。

漆远进一步指出，人工智能在气候变化风险管理领域有诸

多可利用空间，不仅能够改变气候科学的基础研究范式，突破

气候复杂系统模式预测的局限性，在更长时间范围内实现对气

候风险的精准刻画，而且在产业经济领域中有诸多深化应用的

方向，可降低绿色低碳转型中面临的多种风险。

助力更多行业发展

自伏羲气象大模型亮相以来，科研团队不断提高模型的精

度，推进它在不同行业中的应用。上海科学智能研究院地球科

学负责人、复旦大学研究员李昊介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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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风、暴雨、干旱、洪涝……气候变化的加剧导致极端天

气事件频发，威胁多个行业的稳定与发展。在海运过程中，洋流、

风向、台风、航线选择等对航海安全、成本等影响巨大。通过

高精度的全球天气预报，远洋气象导航对降低航行成本及规避

恶劣天气具有重要意义，但长期以来，航海中的气象导航被日本、

荷兰等国外厂商垄断。

在与中远海运的合作中，“伏羲”2.0 进行优化升级，首个

面向气象导航优化的全球气象大模型应运而生，为国家航海安

伏羲系列气象大模型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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