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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简介 

主要从事海洋环流与气候环境变化研究，长期在热带西太平洋开展观测调查研究，多次担任西太平洋科学

考察航次队长、首席科学家，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优秀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山东省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

中国科学院青年创新促进会优秀会员，现任中国科学院海洋环流与波动重点实验室副主任。 

主持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重大研究计划项目、面上项目、青年项目等）、中国科学院创新交叉团队

项目、中国科学院前沿科学研究重点项目、中国科学院战略先导科技专项子课题等重要研究项目。担任国际

CLIVAR 计划 TPDV 工作组成员、中国科学院青促会地球科学分会第三届委员会副会长、中国科学院海洋所青

促会执委会会长，以及《热带海洋学报》、《海洋学研究》、《中科院青促会会刊》、Frontiers in Climate、

Frontiers in Marine Science 等杂志编委。 

取得的代表性成果包括：发现了气候变暖背景下全球平均海洋环流的加速现象；提出了印尼贯穿流年际和

年代际变化的盐度效应机制；发现了次表层海洋热浪、西太平洋暖池分裂等重要海洋现象；在热带印太海洋环

流多尺度变化研究方面取得重要进展。在 Nature、Science Advances、JC、JPO 等刊物发表 60 余篇论文，

成果被 Science、《中国科学》等杂志专题点评，入选中国海洋与湖沼十大科技进展。曾荣获谢义炳青年气象

科技奖、中国科学院杰出科技成就奖、山东省自然科学奖一等奖、海洋工程科技奖一等奖、中国科学院沈阳分

院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奖、青岛市新时代最美劳动者、首届胡敦欣院士优秀青年科技奖励基金等荣誉和奖项。 

 
 
 

教育背景 

2008.09 - 2013.07 中国科学院大学 物理海洋 理学博士 

2004.09 - 2008.07 东北师范大学 物理学 理学学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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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经历 

2023.04 - 至今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实验室副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2021.02 - 至今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2019.04 - 至今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研究员 

2019.04 美国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Scripps 海洋研究所 访问学者 

2018.09 - 2019.04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特聘研究员 

2017.01 - 2018.12 
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卫星海洋环境动力学

国家重点实验室 
访问海星学者 

2016.01 - 2018.09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青岛海洋科学与技术国家

实验室 
副研究员 

2018.07 - 2018.08 澳大利亚联邦科学与工业研究组织 O&A Crawley 访问科学家 

2015.04 - 2016.03 美国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Scripps 海洋研究所 访问学者 

2013.09 - 2016.01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助理研究员 

 
 

招生专业及方向 

物理海洋学、海洋气象（物理海洋、物理、数学、计算机等相关专业背景） 

博士招生：海洋环流与气候环境变化 

硕士招生：海洋环流与气候环境效应、海洋气象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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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课题 
 

1. 中国科学院青年创新促进会-优秀会员项目，“热带印太海洋环流多尺度变化及其气候环境效应”，

2023.01-2026.12，主持 

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海洋环流动力学”（项目编号：42022040），2021.01-

2023.12，主持 

3. 中国科学院创新交叉团队项目，”全球变暖背景下的热带印太跨海盆输运变化及其气候效应”（项目编号：

JCTD-2020-12），2021.01-2023.12，主持 

4. 中国科学院先导科技专项 B 子课题，“工业革命以来印太交汇区暖池演变过程和机制”（项目编号：

XDB42010403），2020.01-2024.12，主持 

5. 山东省杰出青年基金项目，“海洋环流动力学”（项目编号：ZR2020JQ18），2021.01-2023.12，主持 

6. 中国科学院 CAS-CSIRO 国际合作项目任务，“印-太海域海洋热浪特征、可预测性及其社会经济影响研

究”，2020.01-2022.12，主持 

7.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研究计划培育项目，“复杂地形作用下的印太跨海盆相互作用及其对印太淡水

平衡的影响”（项目编号：91858101），2019.01-2021.12，主持 

8.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海洋盐度多年代际趋势对太平洋低纬度西边界流和印尼贯穿流的影响”

（项目编号：41776018），2018.01-2021.12，主持 

9. 中国科学院前沿科学研究计划重点项目，“印尼海域淡水输入对印尼贯穿流与印太气候系统的影响”（项

目编号：QYZDB-SSW-SYS023），2016.08-2020.12，主持 

 
 

学术兼职 

2022.07 - 2027.06 中国海洋湖沼学会海洋与气候分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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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5 - 至今 国际 CLIVAR 计划 TPDV 工作组，成员 

2020.10 - 2022.10 中国科学院青年创新促进会地球科学分会，副会长 

2020.07 - 至今 中国科学院青年创新促进会沈阳分会委员会，委员 

2020.10 - 至今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青年创新促进会执委会，会长 

2020.04 - 至今 亚澳非季风科学试验筹备工作领导小组，成员 

2022.10 - 至今 《热带海洋学报》杂志，编委 

2022.08 - 至今 《海洋学研究》杂志，编委 

2022.09 - 至今 《中国科学院青年创新促进会会刊》杂志，编委 

2021.02 - 至今 Frontiers in Climate，编委 

2019.02 - 至今 Frontiers in Marine Science，编委 

 
 

荣誉奖励 

2022 中国科学院青年创新促进会，优秀会员 

2022 山东省自然科学奖一等奖（5/10）,“太平洋西边界流” 

2021 中国海洋与湖沼十大科技进展（1/5） 

2021 青岛市新时代最美劳动者 

2021 第一届胡敦欣院士优秀青年科技奖励基金 

2020 海洋工程科学技术奖一等奖（9/15）,“西太平洋实时科学观测网的建设运行和数据应用” 

2019 谢义炳青年气象科技奖 

2018 中国科学院青年创新促进会，会员 

2018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汇泉青年学者 

2017 中国科学院杰出科技成就奖（5/17）,“热带太平洋西边界流研究集体” 

2017 中国海洋与湖沼十大科技进展 

2016 中国科学院沈阳分院第五届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奖 

2016 CLIVAR Early Career Scientists Poster Award 

 
 

承担课程 

研究生课程：研究生科学前沿讲座课程-海洋科学青年学术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