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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科大个人主页： https://people.ucas.ac.cn/~yanxiaomei 

 
 

个人简介 

主要从事北太平洋西边界流动力学和涡-流相互作用研究。利用台湾东北 PCM-1 潜标观测资料与卫星高

度计数据，构建了黑潮入流的一个最优流量指数，分析了黑潮流量的低频变异规律与影响因素，进而研究了

台湾岛以东中尺度涡对黑潮流量及其分支结构的影响，并给出了一个系统的机制解释；利用卫星高度计数据

和 OFES 模式资料，系统研究了北太平洋西边界流区涡-流相互作用的气候态能量特征、以及台湾岛以东西传

中尺度涡的能量演变过程，明确了涡旋能量的衰减途径。已发表科研论文 10 余篇，主持或参加了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等多项课题。 

 
 

教育背景 

2006.09 - 2011.07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物理海洋学 理学博士 

2002.09 - 2006.07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数学与应用数学 理学学士 

 
 

工作经历 

2017.01 - 至今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副研究员 

2017.12 - 2018.12 美国新泽西州立罗格斯大学 访问学者 

2011.07 - 2016.12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助理研究员 

 
 

招生专业及方向 

招生专业：物理海洋学（物理海洋/数学/物理等相关专业背景） 

招生方向：海洋环流与气候环境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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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课题 

1. 山东省自然科学基金，“台湾以东中尺度涡三维结构的演变过程与机制研究”（项目编号：

ZR2021MD092），2022-2024，主持 

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台湾以东中尺度涡的时空特征及其对黑潮流量与分支结构的影响”（项目编号：

41606016），2017-2019，20 万元，主持 

3.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课题，“南海中尺度涡观测”（项目编号：2021YFC2803104），2022-2025，参加 

4.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课题，“海洋物理环境关键参数观测数据处理方法和产品研制”（项目编号：

2017YFA0603200），2018-2022，参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