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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简介 

长期从事大洋-近海相互作用过程及理论，东海陆架环流，东海物理-生态耦合模式研发及海洋环境预报等

方面的研究。取得了以下重要的科研成果：（1）重要发现：发现并命名了大洋西边界流黑潮入侵东海陆架分

支的三维结构及大洋向东海物质输送的通道，通过该通道大洋输入的磷酸盐是东海磷酸盐的最重要来源，并指

出浙江外海赤潮主要受外海输入调控，长江主要影响 30°N 以北区域，对东海赤潮灾害防治具有指导价值，相

关成果发表在本领域国际一流期刊；（2）理论突破：提出了控制大洋西边界流入侵陆架的理论——地形β螺

旋理论，该理论回答了大洋西边界流为什么会入侵东海，以什么样的形式入侵东海，其在世界大洋具有普适

性，填补了大洋环流理论与陆架动力学理论之间长期缺失的理论空白；（3）交叉突破：在学科交叉方面，建

成了西北太平洋物理-生态耦合模式，并揭示了大洋影响东海近海生态环境的关键物理过程与动力机制；（4）

成果应用：建成了西北太平洋及我国近海温、盐、流四维变分数值预报系统，并在线实时发布模式预报产品

(http://159.226.158.60/current/ydz.php; https://4dvars.apps.iocasdata.com/)，对“桑吉号”溢油事件进

行的预测结果被中办、国办采用，避免了重大损失。主持完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5 项（重点基金一项）、

科技部重点研发专项课题、中国科学院先导专项课题等多项国家级项目，在国内外发表论文 80 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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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1.09 - 2004.07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环境科学 理学硕士 

1997.09 - 2001.07 青岛海洋大学 应用地球物理 理学学士 

 
 

工作经历 

2016.12 - 至今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研究员 

2018.06 - 2019.08 美国伍兹霍尔海洋研究所 访问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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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4 - 2016.08 美国缅因大学 访问学者 

2015.10 - 2016.12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特聘研究员 

2011.12 - 2016.12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副研究员 

2004.07 - 20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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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海洋/数学/物理/环境科学等相关专业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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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环境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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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课题 
 

1.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重点支持项目，“东海-太平洋间沟弧盆体系对西边界流下层逆流形成及大洋-近海

物质能量交换影响研究”（项目编号：92158202），2022.01-2025.12，主持 

2. 科技部重点研发项目课题，“两洋一海”区域超高分辨率多圈层耦合短期数值预报系统研制”（课题编

号：2017YFC1404000），2017.09-2021.12，课题负责人 

3. 国家实验室“十四五”重大项目课题，“典型海洋生态灾害动力学模型与预测预报方法”（课题编号：

2021QNLM040001），2022.12-2025.12，课题负责人 

4. 国家实验室“十四五”重大项目课题，“海洋中小尺度过程对气候变化背景下中国近海环境演化的影响”

（课题编号：2022QNLM010302），2022.12-2026.12，课题负责人 

5.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夏季台湾东北到浙江外海黑潮入侵路径年际变化及 其对浙江外海上升

流区影响研究”（课题编号：41376030），2014.01-2017.12，主持 

6.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黑潮次表层水向北越过长江口外水下河谷的动力机制及去向研究”（课

题编号：41876019），2018.01-2022.12，主持 

7. 澳大利亚 CSIRO 合作项目，“中澳蓝色经济发展中海洋生态灾害的预测预警体系研究” 课题编号：No. 

133137KYSB20180141），2019.01-2022.12，课题负责人 

 
 

学术兼职 

2018.01 - 2020 山东大学兼职教授 

2021.01 - 至今 中国科学院大学首席讲课教授 

2022.05 - 至今 中国海洋湖沼学会 潮汐与海平面委员会 副主任委员 

2023.03 - 至今 《海洋科学进展》 编委 

2023.04 - 至今 中国海洋湖沼学会 水文气象分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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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誉奖励 

2010 青岛市杰出岗位能手 

2012 中国科学院沈阳分院优秀科技人才奖 

2014 中国科学院青年创新促进会会员 

2015 中国科学院海洋所汇泉学者 

2020 河北省科学技术奖 三等奖 

 
 

承担课程 

研究生课程：海洋陆架环流与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