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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摘要 
TPOS 2020 项目是加强和重新设计国际热带太平洋观测系统 (TPOS) 的千载难逢的机会。

从应对2012-2014年TAO和TRITON锚系阵列危机开始，世界各地的许多机构、相关人员和

研究人员都付出了巨大的努力，这反映了热带太平洋变异的全球影响以及进行充分观测以

支持研究和预测的必要性。 

TPOS 2020重新设计的目的是充分利用当今可以利用的多种远程和现场调查技术，将它们

组合在一起作为一个集成式系统。我们力求加快技术进步、进一步了解和预测热带太平洋

变异，进一步提高TPOS对支持机构以及各种数据及相关产品的其他用户的价值，扩大相关

人员的基础。该项计划已经认识到，利用模式及其同化产品的广泛使用是实现集成式系统

的基本要素。 

我们的第一次报告（Cravatte 等，2016；以下简称R1）和第二次报告（Kessler 等，2019b；
以下简称R2）详细阐述了这种重新设计和改进的依据和计划，并提出成功实现这些目标的

海洋和大气变量要求。本次报告（第三次报告，即最终报告，简称R3）没有重复提供前两

次报告的结果或分析过程（总结建议详见附录B）。R3只是一份简短的报告，是对相关信息

的更新，解决现在可能存在的相关问题，并为我们的继任者定义了相关问题。本报告没有

重复提供前两次报告的内容，但引用了相关章节。这三份报告的内容都需要进一步进行审

查，以便代表更广泛群体的观点，并共同构成一个整体。 

本报告更新了自上次报告以来在生物地球化学观测（第2.1节）、预测建模（第2.2节）、数

据管理和访问（第2.3节）、骨干锚系阵列（第2.4节）和通过西边界流与副热带的海洋联系

（第2.5节）方面取得的进展。 

除了TPOS 2020重新设计和改进之外，在世界气象组织整合全球观测系统（WIGOS）内，

持续提出科学建议有助于阵列的进一步发展。作为“WIGOS运行前区域试点”，本项目的

下一步工作重点为继续加强与政府间实体的联系。第3章提出2020年后的治理结构（第3.4
节），以有助于对潜在变化（第3.2节）和所需的政府间联系（第3.3节）进行科学评价。最

后一节（第4节）提供了工作的经验教训。 

前两份报告提出的建议体现的是TPOS 2020的主要结论。详见本报告的附录B。以下对此作

了补充和改进，在本报告的相关章节作了详细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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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地球化学、生物学和生态系统 

本报告对先前报告提出的含氧量观测的建议作出澄清，对未来在东太平洋进行锚系设备含

氧量观测进行试点研究作了说明，并提出开发衍生产品和进行生态系统观测的方向。 
 
R3/建议1 我们重申了95°W（用于高时间分辨率）和BGC-Argo（用于更广泛的采样）锚系

上含氧量观测之间的互补性。[2.1.1]1 
 
R3/建议2 需要每年对TMA服务容器进行CTD O2和生物地球化学采样。鼓励每年两次采样，

包括额外无机碳变量（如果可以获得的话）。[2.1.1] 

R3/建议3 需要用于进行传感器的独立确认的BGC-Argo策略，例如通过TMA服务航次的离

散瓶样本。[2.1.1] 

R3/建议4 加强通过锚系设备和船舶进行生态观测（可包括对浮游动物和鱼类的声学观测、

监听标记的鱼类、环境DNA）。建议就渔业和生态系统问题咨询相关的国际组织。[2.1.2] 

R3/建议5 鼓励通过加大TPOS观测（叶绿素、碳、硝酸盐、O2、pH、pCO2）开发格点化的

生物地球化学产品。[2.1.3] 

建模研究和进展 

本报告介绍了模式和预测中心的最新发展情况，并就如何充分利用这些机会提出具体的建

议。 

R3/建议6 鼓励预测中心之间加强协调，更好地记录模式偏差，监测S2S预测系统使用的观

测结果的有效性。包括使用多种预测系统对跨运营中心、协调的OSE或OSSE实验进行

定期评估。[2.2]  

R3/建议7 鼓励进行过程研究，改善过程参数，减少降低观察初始化效率的模式偏差。[2.2] 

TPOS数据流和访问 

R3/建议8 通过GOOS观测协调小组，改进数据的互操作性和整合。[2.3] 
 

1[]括号内的数字是指本最终报告/R3的相关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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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干锚系设备 

在R1和R2中，针对热带锚系阵列（TMA）提出的几项建议不精确；在本报告对此进一步作

了澄清，明确说明如下： 
前两次报告建议向北和向南延伸，但没有说明具体位置。 
前两次报告建议提高盐度，但没有明确其深度和位置。 
前两次报告建议在每个站位观测近海表的流速；本报告对相关优先级作了详细说明。 

R3/建议9 在10°N上110°W、170°W、165°E需要布置新的锚系设备。建议向极地方向布置锚

系设备，但需要进一步研究，详细说明所需的观测及具体位置（图2）。[2.4.1] 

R3/建议10 在提出具体站位建议之前，需要试点布放可进行SPCZ研究的锚系设备（图2和
图4）。[2.4.2] 

R3/建议11 TMA盐度观测最优先站位如图5所示：在暖池及其东部：锚系设备沿赤道西部从

137°E到170°W，以及沿165°E经度断面从5°S的SPCZ开始，跨赤道至5°N。此外，还包括

两个长期的历史站位(0°，140°W和0°，110°W)，以及ITCZ以南（8°N，110°W）的站位。

[2.4.3] 

R3/建议12 TMA盐度观测第二优先站位（很有必要）主要为位于暖池的其地地点（及靠近

其东部边缘区域）：位于2°N和2°S，137°E至170°W内。同时包括赤道上其它站位，如

SPCZ以南（8°S，165°E），以及140°W断面上的2°S和2°N两个站位（图5）。[2.4.3] 

R3/建议13 盐度观测深度（1m；1-30m为5m间隔；30-80m为10m间隔；以及100m）。此外，

应考虑短周期Argo浮标的互补作用。[2.4.3] 
 
R3/建议14 最重要的近海表单点流速仪布放地点见图8上图的红色区域，包括：赤道站位上

的长期次表层ADCP已经布放；将会在140°W断面上2°S-2°N之间新增次表层ADCP；以

及所有第2梯队锚系设备（包括140°W断面上5°S和5°N两个点位）。[2.4.4] 

R3/建议15 第二优先的近海表单点流速仪布放地点见图8中的蓝色区域：所有其他的赤道站

位，以及沿110°W、140°W、170°W、165°E断面上2°S-2°N之间的位置。同样包括ITCZ
以南140°W，9°N的站位。[2.4.4] 

R3/建议 16 我们建议在未来几年内在多个地点轮换第2梯次布置点（鉴于混合层ADCP流
速剖面在上60m），有助于在提供最终建议之前积累更多经验。图8（下图）为建议试点

的大致位置。[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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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纬度西边界流/印度尼西亚贯穿流系统 

北太平洋和南太平洋的低纬度西边界流（LLWBC），包括印度尼西亚贯穿流（ITF），在

区域和全球尺度上对海洋动态和气候变异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R1和R2中，我们建议

在该领域进行试点研究。在最终报告中，我们报告了该试点工作取得的进展以及需要进一

步关注的尚未解决和正在处理的问题。 

R3/建议17 鼓励开展各种研讨会（例如，在CLIVAR PRP的主持下），将三个区域的工作

（WBC的北部和南部，以及ITF）整合在一起，制定有组织的联合采样方案。[2.5.3] 

R3/建议18 鼓励参与建模工作，解决复杂的测深、混合和潮汐以及表征该系统的强烈狭窄

的近岸流等难题。[2.5.3] 

未来工作方向 

R3/建议19 开发对TPOS研究和预测系统目标的整体和持续有效性进行滚动评估的方法。

[3.1] 

R3/建议20 开发一个明确、独立的结构，以评估纳入骨干网的可能性的能力、作用和准备

情况。[3.2] 

R3/建议21 鼓励GOOS考虑采取最佳措施，在研究层面和具体操作层面吸引更多的相关人

员参与本项目。[3.3] 

R3/建议22 我们建议建立一个由三个部分组成的主要管理结构，该结构以科学咨询委员会

为中心，负责为参与机构和政府间机构提供科学建议，并整合研究界的新成果。相关人

员小组将负责整合资源并评估研究成果。实施协调小组负责一个论坛，旨在为分享技术

意见和问题，协调现场作业、取样规范和测试提供支持（图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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