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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简介 

目前主要从事热带海洋多圈层过程间相互作用及对全球变暖的响应。旨在认识和理解海洋物理与生物过

程间相互作用的机理，提高地球系统模式对热带海洋的模拟能力。主要研究成果包括：（1）系统研究了叶绿

素多尺度变率对热带太平洋气候的调制效应及其机理；（2）揭示了淡水通量等盐度效应和与叶绿素的共同作

用对 ENSO 的非线性调制效应及机理；（3）揭示跨洋盆海气耦合过程对热带太平洋生物地球化学过程的调制

效应；（4）探明了全球变暖情景下穿透性太阳辐射的响应规律及其潜在影响。已发表高水平 SCI 论文十余篇，

主持或以骨干形式参加多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中科院先导专项 B 等项目。。 

 
 

教育背景 

2014/09 - 2019/06 中国科学院大学 物理海洋学 理学博士 

2009/09 - 2013/07 中国海洋大学 海洋科学 理学学士 

 
 

工作经历 

2022/09 - 至今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副研究员 

2021/09 - 2022/09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助理研究员 

2019/08 - 2021/09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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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课题 
 

1.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热带太平洋海气耦合在叶绿素影响气候中的作用及其数值模拟研究（项目编号：

42006001），2021/01-2023/12，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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