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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珠穆朗玛大气与环境综合观测研究站

（以下简称“珠峰站”）始建于 2005年第 4次珠峰地

区科学考察期间，位于西藏自治区定日县扎西宗乡

（海拔4 276 m），距珠峰登山大本营30 km。珠峰站隶

属于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为中国科学院院级

野外台站，是“中国高寒区地表过程与环境观测研究

网络（HORN）”成员站，2021年10月获批为科学技

术部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国家站名为“西藏珠

穆朗玛特殊大气过程与环境变化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

究站”，同时也是全国科普教育基地、中国科学探险

协会示范基地、青藏高原地球科学科普教育示范基

地。珠峰站建立了覆盖珠峰地区典型生态和景观地理

特征的多圈层地-气相互作用立体综合观测研究网络，

是喜马拉雅山区大气与环境过程研究的重要平台，被

纳入国家重大工程“西藏生态安全屏障保护与建设规

划”监测网络体系，也是“第三极环境”（TPE）国际

研究计划的重要野外台站。

1 研究目标与定位

珠峰站地处地形复杂的喜马拉雅山区，针对珠穆

朗玛峰北坡地区高寒高海拔山地气候、环境、生态及

水文过程的基本特征和变化，建立了完善的高寒山区

陆面过程、生态及水文过程观测研究平台。珠峰站通

过开展喜马拉雅山区特殊大气和环境过程的长期定位

观测，研究青藏高原典型复杂山地下垫面地-气相互作

用过程与大气边界层过程及其天气气候效应，阐明喜

马拉雅山区特殊大气和环境过程与我国、东亚乃至全

球天气气候变化的关系，为开展青藏高原生态环境保

护，以及应对环境与气候变化科学研究提供持续可靠

的基础数据、理论依据与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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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成果与科学贡献

近20年来，珠峰站针对珠峰地区大气物理、大气

环境、冰川水文和生态环境等开展了系统、长期的定

位监测及分析研究，通过构建的综合观测研究平台积

累了复杂山区地-气相互作用过程的高质量观测数据，

推动了青藏高原地-气相互作用过程的研究。主要学术

贡献为：① 构建了珠峰地区多圈层地-气相互作用过

程立体综合观测网络，实现了该地区多要素-多尺度-

精细化的大气过程和环境变化梯度监测，构建了该地

区地-气相互作用综合观测数据集并实现了开放共享；

② 深入开展了珠峰地区地-气相互作用过程关键特征

参数分析，揭示了该地区地-气间能量水分交换特征；

③ 分析了珠峰地区大气边界层结构的变化特征，揭示

了高原复杂山地地形与西风大尺度环流的相互作用过

程及影响大气边界层发展的机制；④ 发展了复杂山区

地表水热通量遥感反演算法和数值模式参数化方案，

建立了卫星遥感反演地表水热通量的“点-面结合”

理论。

珠峰站始终坚持瞄准复杂山区地表多圈层地-气相

互作用研究前沿，紧密结合青藏高原地区社会经济发

展和生态环境建设的需求。几代科研人员克服严酷的

自然环境和气候条件，通过不懈努力，在高原山区大

气过程和地表过程演变、复杂下垫面特殊大气边界过

程和地-气相互作用的变化特征和内在机理、复杂山区

地-气相互作用关键地表参数、喜马拉雅山区地-气间

能量和水分交换规律、喜马拉雅山区地-气相互作用的

气候效应等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依托台站发表论文

200余篇，荣获 2021年度西藏自治区科学技术奖一等

奖，近5年承担科研任务36项，其中包括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委重大研究计划、重点项目、国际（地区）合

作与交流项目，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项目及

中国科学院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A类）等。

3 人才培养与队伍建设

珠峰站是青藏高原大气和环境过程监测与研究的

重要基地，汇聚了来自全国相关研究领域的高水平专

家和一大批年富力强的中青年科研骨干。近年来，聚

焦青藏高原多圈层地-气相互作用过程研究，建立了一

支由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国家优秀青年基金获

得者、中国科学院青年创新促进会会员为核心的创新

团队。珠峰站现有固定人员 13 人，其中研究人员 6

名，技术人员 4名。通过与科研团队共建，目前共有

16名研究人员依托珠峰站开展科研工作。团队学科配

置齐全，以中青年人才为主体，老中青三代结构合

理，自主创新能力强，野外工作经验丰富，热爱青藏

高原科学研究事业。

此外，珠峰站充分发挥野外观测平台科研支撑作

用，为大学生科创计划、研究生培养等提供了设备完

善的野外试验场地和内容全面的综合观测平台。近年

来，依托珠峰站培养了博士 15名、硕士 10名，出站

博士后 4 名，目前在站开展学位论文研究的博士生 8

名、硕士生4名，博士后3名。

4 科研能力与技术平台

珠峰站位于珠峰自然保护区核心区域，经过 18

年的建设，珠峰站从建设之初的帐篷，到昔日的活动

板房，再到如今的混泥土楼房，台站基础设施规模日

趋扩大完善。目前，珠峰站建有标准气象观测场、多

圈层综合观测基地，以及实验房、公寓楼等科研和生

活设施；观测项目也从单一的大气物理和大气环境观

测扩展到综合性地球系统科学观测，并且观测项目还

在不断丰富。珠峰站目前已建成覆盖不同海拔梯度

（4 276 m、4 500 m、4 650 m、5 200 m和5 820 m）和

不同下垫面类型（荒漠戈壁、高寒湿地、高寒灌丛草

甸、砾石和冰川末端）的科研观测样地，是高原山地

大气科学和环境科学研究的天然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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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峰站聚焦于喜马拉雅山区特殊大气过程、珠穆

朗玛峰地区特殊气候环境的观测和研究，台站主要观

测内容可分为大气物理观测、大气环境观测、地球物

理观测、水文观测和生态观测。目前，珠峰站还在逐

步开展周边地区观测组网的建设，将在现有大气、环

境、水文和生态观测点的基础上，建立以珠峰站为中

心向四周延伸的监测网，从而实现喜马拉雅山区典型

物质输送通道的南、北坡观测对比研究。同时，还将

开展针对珠峰地区降水、积雪、水文过程的综合观测

研究，为地-气相互作用过程中的能量和水分循环机理

及其气候效应研究提供基础数据。

5 开放与交流

基于独特的区位优势、丰富的野外观测研究经

验、完善的平台设施以及便利的观测研究条件，珠峰

站已成为我国青藏高原大气和环境数据积累基地，国

内外青藏高原高寒山地气象、陆面过程、生态及水文

过程研究的野外支撑平台，国内外学术交流、科普教

育实习基地。

珠峰站始终坚持开放办站、合作交流的宗旨，与

国内外多所高校和相关研究单位开展合作研究与学术

交流。珠峰站科研人员邀请澳大利亚、瑞典、德国、

瑞士、日本等国专家到站开展学术交流和合作研究，

并且联合德国、美国、英国等国科研人员在珠峰地区

开展多次野外考察活动，通过建立长期合作关系，有

效推动了青藏高原研究事业的发展。

珠峰站平台开放与服务成效显著，为 100多家国

内外科研机构、高校等提供了数据支撑和服务。同时

也积极对接地方政府机构，数据服务地方管理机构，

为珠峰自然保护区管理和当地环境保护提供有力保

障。珠峰站还积极参与组建国家野外台站联盟，面向

全国性和跨区域跨领域的重大科学问题和重大国家需

求，结合本台站的科研特色，参与组建不同层次的国

家野外台站联盟或学科网络，整合不同台站优势资

源，优势互补，协同推动科技创新。

此外，作为全国科普教育基地，珠峰站通过每年

组织大规模科普宣传活动，积极参加中国科学院“公

众科学日”活动，以及联合当地中小学开展科普教育

活动，普及环境保护知识，提高环境保护意识。并且

通过各种新媒体手段，向公众传达科学认识和科考

活动。

（相关图片请见封三）

■责任编辑：张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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