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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简介 

主要从事海洋环流、海洋气候、海洋通量（海洋碳循环）和陆海相互作用研究，是我国大洋环流和海洋通

量研究的开拓者，是当今国际西太平洋海洋环流与气候研究的引领者，培养了许多在国内外海洋环流研究领域

起重要作用的中青年科学家。曾任中科院海洋所研究室主任、副所长、学术委员会主任；曾在国际学术组织，

如 IGBP 科学委员会，WOCE、TOGA、JGOFS、LOICZ 等国际学术组织任职 10 余项。主持有关西太平洋海

洋环流研究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重点项目和中科院重大项目等近 10 项。领衔 19 个国际和组织发

起 “西北太平洋海洋环流与气候试验（NPOCE）”国际合作计划，是海洋领域中国人领头发起的第一项大型国

际合作项目。发表论文 230 余篇，专著 7 部。 

 
 

教育背景 

1956.09 - 1961.07 山东大学 海洋系 本科 

1961.08 - 1966.07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物理海洋专业 研究生 

 
 

工作经历 

1966.06 - 1986.08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助理研究员 

1979.08 - 1982.07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伍兹霍尔海洋研究所、华盛顿大学 访问学者 

1986.12 - 至今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研究员 

1990.01 - 至今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博士生导师、研究员 

 
 

招生专业及方向 

物理海洋学（物理海洋/数学/物理/等相关专业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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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招生：海洋环流与气候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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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课题 
 

1.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重大项目，“太平洋低纬度西边界环流系统与暖池低频变异研究” 

（项目编号：092122101B），2009-2012，主持 
 

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重点项目，“南北赤道流交汇区海洋环流结构变异与机理” 

（项目编号：41330963），2014.01-2018.12，主持 

3. 山东省重大科技创新工程专项项目，“透明海洋与国防安全”科技创新战略任务研究” 

（项目编号：BTT-B201701），2018.01-2019.12，主持 

 
 

学术兼职 

1984.01 - 1993.12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气候变化与海洋委员会 太平洋分会委员 

1989.01 - 2005.12 JGOFS、LOICZ 中国委员会 主任委员 

2010.05 - 2021.12 西北太平洋海洋环流与气候试验国际合作计划 科学指导委员会主席 

 
 

荣誉奖励 

2022 山东省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2022 海洋科学技术奖特等奖 

2017 中科院杰出科技成就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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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山东省科学技术最高奖 

2016 国家海洋局“终身奉献海洋”纪念奖章 

2010 国防科工委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2010 全国十大海洋人物 

2007 国防科工委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 

2001 国家海洋局海洋创新成果奖二等奖 

1992 竺可桢野外科学工作奖 

1991 中科院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