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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气象部门2010—2011年新增正研级
气象高级工程师任职资格人员业绩介绍

刘 海 英
(陕西省气象局,西安 710014)

  2010年5月经中国气象局正研级专业技术

职务任职资格评审委员会评审通过,陕西省榆林

市气象局井喜同志具有天气预报专业正研级气象

高级工程师任职资格,陕西省气候中心田武文同

志具有气候与气候变化专业正研级气象高级工程

师任职资格、孙娴同志具有气象服务与应用气象

专业正研级气象高级工程师任职资格。

2011年5月经中国气象局正研级专业技术

职务任职资格评审委员会评审通过,陕西省气象

科研所戴进同志具有大气物理与大气环境专业正

研级气象高级工程师任职资格、李星敏同志具有

气象服务与应用气象专业正研级气象高级工程师

任职资格。

井喜,男,汉族,1957年2月出生。1982
年1月毕业于兰州大学气象学专业,获理学学士

学位。1994年12月取得天气气候高级工程师任

职资格。自参加工作以来一直在陕西省榆林市气

象台从事天气预报业务、科研工作。在榆林市气

象台长期担任预报把关、重要天气警报小组成

员、业务骨干。

该同志任高级工程师以来,对短期天气预报

业务进行深入分析,认真总结,在灾害性、关键

性、转折性天气预报服务和重大气象保障服务

中,预报准确、服务及时,在榆林市防灾减灾工

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2002年、2005年、2008
年被中国气象局授予 “全国优秀值班预报员”,

多次被陕西省气象局表彰为预报服务先进个人。

该同志在做好业务服务工作的同时,关注本

学科领域国内外最新发展动态,勤于钻研,结合

陕西榆林天气特点,对陕西突发性、灾害性、转

折性天气和中尺度天气等的一些问题进行了较为

深入的研究,提出了一些观点,对预报业务起到

了很好的指导作用。主持完成中国气象科学研究

院灾害天气国家重点实验室资助的 “黄河中下游

和淮河流域 MCC致洪暴雨的研究”课题、陕西

省气象局资助的 “陕北大降水预报方法”重点课

题、榆林市政府资助的 “陕北北部沙尘天气形成

机理研究及预测预报”重点课题,投入业务运

行,取得较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任高工以来发表论文10篇,其中核心期刊论

文8篇 (7篇为第1作者),一级核心期刊6篇,

二级核心期刊2篇,主要代表作发表在 《高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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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好安装路径,按照规定不允许安装在C盘,

最好固定在除C盘外的某一硬盘。改变软件安

装路径时,仅复制系统参数文件夹有时会出错,

需仔细查看系统运行配置文件和系统运行界面和

文件打开路径配置文件,以保证软件正常运行。

另外,每天备份数据后,应利用写字板等工具对

备份的数据文件进行检查 (B文件除外,打开的

文件不要保存),发现数据缺测时及时恢复和补

全,以确保备份数据的完整与正确。
(赵 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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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应用气象学报》、《中国沙漠》等期刊上。

参加国内学术会议交流论文2篇,参加国际学术

会议交流论文1篇。

田武文,男,汉族,1958年3出生。1982
年7月毕业于兰州大学气象学专业,获理学学

士。1994年12月取得天气预报高级工程师任职

资格。参加工作以来先后在陕西省镇安县气象

局、商洛市气象局、陕西省气象台、省气候中心

从事天气预报、气候业务工作及研究。1998至

今担任短期气候预测领班。

任高级工程师以来,一直从事短期气候预测

工作,对工作认真负责,一直把提高短期气候预

测业务能力放在首要位置,通过主持或独立研

究,建立了月尺度降水过程客观预报方法;陕西

省十个气候区降水、温度定性和定量客观预报方

法;EOF降尺度动力解释预报方法;月尺度陕

西省14个测站降水、气温预报方法等,这些客

观预报方法一直在预测业务平台供预报员使用。

该同志预测成绩一直在所在单位名列前茅,连续

四次获中国气象局优秀值班预报员奖励,连续五

次获陕西省气象局优秀值班预报员奖,对防灾减

灾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做好气候业务工作的同时,从短期气候预

报需求出发,积极钻研短期气候预测工具的建立

研究,主持或参加完成中国气象局或陕西省气象

局 “短期气候要素-气温的客观预报方法研究”、
“陕西省短期气候预测业务平台研究”、“西北地

区东部不同植被下气候变化的数值模拟”、“陕西

省区域气候模式研究及应用”、“陕西省灾害性气

候预测方法研究” (排名2)、“黄河三花间致洪

暴雨研究”(排名3)、“陕西省旱涝季度、年度

预报和集成预报方法” (排名2)等研究。这些

研究工作对短期气候预测业务起了很好的指导作

用。该同志1996年荣获河南省科技进步三等奖

(排名3),2000年荣获陕西省科技进步三等奖

(排名2),获陕西省气象局科技工作者二等奖。

任高级工程师以来发表论文33篇,以第1
作者在核心期刊发表5篇,其中一级3篇,二级

2篇。主要代表作发表在 《高原气象》、《应用气

象学报》、《气象》等期刊上。

孙娴,女,汉族,1969年1月出生。1992
年6月毕业于南京气象学院农业气象专业,获理

学学士学位。在职2002年7月取得西安建筑科

技大学大气环评硕士学位,2006年6月取得南

京师范大学气候学研究生学历及博士学位。2003
年11月取得应用气象高级工程师任职资格。

1992年6月至今,先后在西安市气象局从事业

务管理工作,在陕西省经济作物气象台从事果树

气象业务技术开发服务工作并任业务科科长,在

省气候中心从事气候资源、气候应用及气候变化

工作并任中心副主任。

该同志任高级工程师以来,对工作认真负

责,勤奋上进,围绕陕西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指

导和带领团队,在气候变化、气候应用、风能太

阳能资源开发应用、重大工程气候可行性论证等

关键技术问题,研发技术方法、建立业务系统、

广泛开展服务,取得显著的社会经济效应。担任

省级气候变化、气候应用主班及技术把关,建立

省级气候变化业务服务流程和业务系统,采用先

进方法开展气象资料均一化检验与订正研究,该

成果在 “西北区域气候变化评估报告”推广应

用;全面细致的分析陕西气候变化事实及其变化

规律,成果在 “陕西省应对气候变化方案”应

用。在风能太阳能资源开发利用及电站建设服务

中,研制太阳辐射估算模型和评估指标方法,建

立太阳能资源评估业务系统,成果应用于业务并

推广;在全国率先启动太阳能光伏电站工程设计

和国标研制,完成国标 “并网光伏电站太阳能资

源评估规范”,为陕西省政府编制太阳能开发利

用规划2个,使陕西省太阳能资源技术服务处于

全国领先水平;开展风能资源数值模拟和评估研

究,科学提出陕北具备开发百万千瓦级风电场资

源储量以及在陕北建立太阳能光伏电站示范基地

建议均被省政府采纳。研发空冷、输电线路导线

覆冰等重大工程气候可行性论证关键技术,主笔

完成 “输电线路工程导线覆冰气候论证技术指

南”、“重大电线覆冰工程灾害调查规范”以及

研制 “导线覆冰评估计算软件”,形成较系统的

技术规范体系,建立了业务系统,成果服务社

会。得到陕西省气象局、省发改委、电力设计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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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相关企业的认可。2007、2009年获陕西省

气象局双文明先进个人,入选陕西省 “三五人才

工程”第三层次人选。

在做好业务工作的同时,关注本专业国内外

发展前沿趋势,主持或参与13项司局级以上科

研项目,主持完成太阳能资源评估业务系统的应

用研究、国标并网光伏电站太阳能资源评估规

范、陕西降水序列及检测业务系统研制等项目;

作为主要完成人完成重大工程气候可行性论证业

务系统建设、气象灾害对重大工程影响评估关键

技术研究及陕西风能资源详查及评价等项目研究

开发,这些研究项目投入业务服务中,发挥了较

好的社会经济效益。

任高级工程师以来在核心期刊发表论文13
篇,其中一级核心期刊发表论文7篇 (均为第1
作者),SCI收录2篇;作为主要完成人,完成

重要技术报告13篇;以第1作者出版1部学术

论著,独立撰写约10万字。主要代表作发表在

英文期刊上并被SCI收录,以及 《中国沙漠》、
《自然资源学报》、《应用气象学》、《气象》等期

刊上。

戴进,男,汉族,1966年1月出生。1986
年7月毕业于南京气象学院气候学专业,获理学

学士学位。1989年7月毕业于西北大学自然地

理专业研究生,获硕士学位。1996年11月取得

天气气候专业副研究员任职资格。任副高级专业

技术职务后,先后在陕西省人工影响天气办公室

从事人影业务和研究工作,在省农业遥感信息中

心从事卫星遥感应用业务和研究工作,在省气象

科研所从事云降水应用研究及业务应用和技术把

关工作。

任副研究员以来,对工作认真负责,任劳任

怨,潜心研究,在人工增雨、防雹、消雾、卫星

技术应用中发挥了骨干带头人作用。开展了卫星

反演技术在人影中的应用研究及业务应用、飞机

人工增雨播云方法研究和应用以及人工消冷雾新

技术应用研究,为人工影响天气业务发展提供了

技术支撑,为进一步提高人影作业水平和效果发

挥了积极作用。在引进工作站版本极轨卫星反演

软件的基础上,充分吸收消化,掌握了云微物理

卫星反演核心技术。通过引进技术再创新,组织

开发完成了微机版极轨卫星 (MODIS、NOAA、

FY-1D及FY-3A)和静止卫星 (FY-2C/D)

微机版反演软件,为卫星反演技术的业务应用奠

定了基础。发展完善了卫星多光谱综合分析方

法,实现了业务化的定量卫星云微物理特征反

演,通过大量不同类型的云降水个例,在人工影

响天气、云物理特征及降水形成机制、气溶胶影

响云降水、强对流预警等方面进行了较深入的应

用研究,归纳出人工增雨作业卫星指标、强对流

卫星预警指标,为业务和科研提供了新的技术手

段,拓宽了卫星应用领域,提高了卫星应用水

平。该项技术和软件已在7个兄弟单位推广应

用。利用数值模拟技术,研究了飞机人工增雨播

云方法的有效性,分析了层状云增雨作业播云间

距、方向、温度等对增雨有效区域的影响,为飞

机增雨作业提供了定量依据。在人工消冷雾新技

术应用研究中,通过撒播试验和地面外场消雾试

验的观测分析,总结得到了液态二氧化碳人工消

冷雾的撒播方法。为此,荣获中国气象局第四届

西部优秀年轻人才津贴人选、“首届陕西省气象

部门新时期楷模”和 “陕西省气象系统先进工作

者”称号。

关注本专业国内外发展前沿趋势,在气溶胶

对降水的影响、云降水物理特征的卫星反演等方

面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主持完成科技部公益项

目、省国际科技合作重点项目和省自然基金项目

各1项,作为技术骨干参加2项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项目、科技部 “西部开发科技行动”项目、公

益项目各1项。这些研究结合了陕西特点和自身

优势。在 “卫星云微物理反演技术”和 “气溶胶

对云降水影响”2方面有所建树,特别是在气溶

胶对地形云降水的研究中,取得了国际水平成

果,论文发表在2007年Science (第2作者)。

这些研究成果发挥了较好的社会经济效益。荣获

2003年度陕西省政府科学技术二等奖 (排名6)

和三等奖 (排名2)。

任副研究员以来发表学术论文24篇。其中

国外学术刊物3篇,SCI、SCIE6篇,核心刊物

16篇,一级核心期刊10篇 (第1作者6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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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代表作发表在 《科学通报 (英文版)》、《大
气科学进展》、《气象学报 (英文版)》、《气象学

报》等刊物上。

李 星 敏,女,汉 族,1968 年 4 月 出 生。

1991年7月毕业于南京大学气候学专业,获理

学学士学位。在职2003年6月取得南京气象学

院气象学专业硕士学位,2010年6月取得中科

院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地图学与地理信息

系统专业研究生学历及博士学位。2002年11月

取得应用气象高级工程师任职资格。1991年7
月至今,先后在甘肃省气象局资料室从事气候评

价工作,在陕西省农业遥感信息中心承担业务产

品制作与技术把关工作,在省经济作物气象台担

任台副台长,分管科研与业务并承担业务产品签

发与技术把关工作,在省气象科学研究所担任副

所长,分管大气环境业务研发团队,为陕西省大

气环境业务研发创新团队负责人之一。

任高级工程师以来,一直在业务一线工作,

勤奋上进,开拓创新,围绕陕西经济社会发展需

求,在陕西省干旱遥感监测、生态环境遥感监

测、经济作物气象服务以及精细化农业气候资源

区划等业务服务中解决关键技术问题,研发技术

方法,建立业务流程,开展服务并取得显著社会

经济效益。担任干旱遥感监测服务产品制作与技

术把关,建立了干旱遥感监测业务方法与流程,

确定了不同时段陕西省干旱遥感监测的方法,制

作第一张全省范围的干旱遥感监测图像,建立业

务化监测流程,完成监测试验,使陕西干旱遥感

监测从无到有,并成为主要业务产品之一。担任

经济作物气象服务技术把关,为决策服务提供技

术支撑,把关签发 《经济作物与气象日 (周)预

报》438期,果业、畜牧业及设施农业专题气象

服务报告90余期,经济作物预警类消息33次,

决策气象服务材料11期。2008年4—9月组织

并作为骨干完成的 “陕北优质苹果种植区可适当

北扩”的重大气象信息专报,获得3位省长、副

省长的批示,省果业管理局迅速组织规划实施,

2009年底陕西省苹果种植向北扩种3.3万多公

顷,为陕北农民增收增加了新途径,取得了显著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荣获中国气象局第2、3
届西部优秀年轻人才津贴人选。

在做好业务工作的同时,关注本专业国内外

发展前沿趋势,主持省部级项目3项,作为技术

骨干参加2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科技部、

科技厅、发改委项目各1项,主持陕西省局项目

4项。作为技术骨干完成了科技部 “陕西省干旱

遥感监测与突发性暴雨监测预警系统研究”、省

科技厅 “陕西省卫星遥感干旱监测试验研究”课

题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基于植被指数和土

地表面温度的干旱监测方法研究”。主持陕西省

13115重大科技专项 “基于GIS的陕西省精细化

农业气候资源与区划”(陕西省气象局首次获得

该专项资助);作为一级专题负责人参加科技部

行业专项 “西北地区旱作农业对气候变暖的响应

特征及其预警和应对技术研究”;作为骨干参加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中国西北地区植被生态

系统水分利用效率的遥感估算”研究;作为陕西

专题负责人参加中国气象局气候变化专项 “西北

极端干旱事件个例库及干旱监测指标数据集”;

作为骨干参加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中国西北

地区植被生态系统水分利用效率的遥感估算”。

这些研究项目投入业务服务,发挥了较好的社会

经济效益。2005年获省政府农业技术成果推广

二等奖 (排名1),2007、2010年分获陕西省科

学技术二等奖 (排名4、5),2008年获陕西省人

民政府颁发的陕西省自然科学优秀学术论文三等

奖 (排名1)。

任高级工程师以来作为第1作者在核心期刊

发表论文11篇,其中一级核心期刊8篇。参加

编写专著2本。主要代表作发表在 《高原气象》、
《中国沙漠》、《应用气象学》、《西北农林科技大

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等期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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