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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气象部门新增正研级
气象高级工程师任职资格人员业绩介绍

２００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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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气候
中心方建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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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气象台侯建忠同志
具有天气预报专业正研级气象高级工程师任职资
格、省气象局科技减灾处罗慧同志具有应用气象
专业正研级气象高级工程师任职资格。

方建刚，男，汉族，１９６０年３月出生。１９８３
年７月毕业于兰州大学气象学专业，理学学士。
１９９５年１０月取得天气气候高级工程师任职资
格。自参加工作以来先后在陕西省气象台和省气
候中心从事天气气候业务、科研工作。２０００—２００４
年任省气象台中期预报领班、重要天气警报小组
成员，２００８年至今任省气候中心气候预测领班。

任高级工程师以来，主要从事气候预测和中期
天气预报分析研究工作，工作认真负责，勤奋钻研，
关注本学科国内外最新学术动态，分析总结陕西灾
害天气和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产生的气候背景、环流
形势，较深入地分析研究连阴雨、暴雨、干旱等天
气气候事件发生的气候规律和大尺度环流特征，并
将研究成果与预报业务紧密联系，业务水平快速提
高。担任中期领班期间，中期降水预报Ｔｓ评分保
持在５０％以上，达到优秀预报员质量考核标准。在
许多重大灾害性、转折性天气的决策中起到关键作
用。特别是准确预报２００３年前汛期第一场大降水、
８月下旬到９月上旬持续性大降水天气及阴雨结
束后的无明显降水期；准确预报２００４年春季低温
持续、夏季７月１４—２４日的多雨时段、８月２４—
３１日的连阴雨天气。荣获２００３年中国气象局优秀

预报员，２００３、２００４年陕西省气象局优秀预报员、
２００３年陕西省气象局重大气象服务先进个人。担
任气候预测领班期间，关注气候预测和变化的最新
学术动态，总结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发生、发展环流
特征和陕西气候变化规律，解决短期气候预测中的
实际问题，建立动力、统计相结合的降水尺度预测
方法，在预测业务中应用，有效地提高了短期气候
预测质量。多次参与撰写陕西异常气候分析和决策
服务材料，完成或参与完成近年来极端天气气候事
件的事实及影响分析、高度关注异常冬暖对陕西农
业影响、２００７年夏季气候异常暴雨肆虐分析等工
作，为政府决策提供准确信息。获２００７年陕西省
气象局重大气象服务先进个人，２００６、２００８年年度
考核优秀。

积极参加科研课题研究，作为主要技术骨干
完成省科委“渭河流域及黄河小北干流致洪暴雨
监测预警系统”、中国气象局“２００３年渭河异常暴
雨成因研究”、“陕西省高温热浪监测预警业务系
统”、“陕西省干旱服务系统”、“陕西省灾害性气
候预测方法的研究”等科研项目；参与完成陕西
省气象局“陕西省Ｔ２１３数值预报产品释用技术
分县要素预报系统研究”、“数值预报产品在中期
预报中的应用与推广”、“短期气候预测业务系统
建设”等科研项目；参与“陕西省短期天气预报
技术手册”的编写；主持陕西省气象局“省级滚
动预测业务系统及国家动力气候模式统计降尺度
解释应用研究”、“陕西秋淋天气的成因分析”、
“中期预报业务系统升级”等业务开发项目。通过
科研课题研究，对陕西极端天气气候事件的发生

位置和次序，避免互相干扰；②使用绝缘支架替
代原有金属支架将采集器电路板同外壳绝缘，实
现设备外壳接地同采集器电路板电路接地间的隔
离，保持采集器采集电路基准零点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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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有较深入的认识，形成较系统的技术总结和
预测预报方法，对气候业务工作起到指导作用，先
后获１９９６年度陕西省科技进步二等奖（排名３），
２００７年度陕西省政府科学技术二等奖（排名９）、
２００２年度陕西省政府科学技术三等奖（排名６）。

发表论文４５篇，其中核心期刊１６篇（第１作
者７篇），主要代表作发表于《应用气象学报》、
《干旱地区农业研究》、《西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
版）》、《兰州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等期刊。

侯建忠，男，汉族，１９６０年１１月出生。１９８３
年７月毕业于成都气象学院天气动力学专业，理
学学士。１９９７年９月取得天气气候高级工程师任
职资格。参加工作以来，在陕西省气象台从事短
期预报、决策和预报服务工作。１９９６—２００１年任
省气象台预报领班、技术把关，２００１年至今任省
气象台决策服务和预报服务领班和技术把关。
１９９６年至今任省气象台重大天气警报小组成员。

工作认真负责，刻苦钻研，善于在预报实践
中捕捉各类指标变化，发现问题并潜心研究，围
绕提高预报准确率和气象决策服务，开展科研和
攻关。在陕西区域性及突发性暴雨、冰雹等灾害
性天气预报方面开展较系统的研究。发现远距离
台风与陕西极端暴雨相关密切和影响显著的事
实，得到国内相关专家肯定；总结出远距离台风
与陕西极端暴雨预报概念模型，并延伸到冬季试
用，预报效果较佳，成为此类暴雨预报的一个重
要判据，有效提高陕西暴雨准确预报率，带动陕
西台风影响类天气研究。发现３００ｈＰａ急流位置
强弱演变预报指标，可提前７～９ｈ预报某些暴
雨。揭示影响陕西中尺度对流复合体（ＭＣＣ）发
展和加强的环境流场和动力特征，提炼出ＭＣＣ
对流云团发展单站测风垂直结构特征。有关暴雨
研究成果录入《陕西省短期天气预报手册》并出
版。担任省台短期预报把关、决策服务把关和省
台重大天气预报警报小组成员期间，多次在重大
灾害性、转折性天气预报中发挥关键作用，如
２００７年８月８日、２００８年１月１０日和４月１７
日，依据环流演变、台风与极端天气概念模型及
ＷＲＦ系统的精细化预报结果，准确指出暴雨
（雪）落区及时段。１９９９年暴雨预报成绩全台第

一，同年获陕西省气象局“汛期服务”先进个人。
近年来从事决策服务和预报服务把关，撰写

或编写的决策服务产品４６次获省级领导批示。
２００８年３月，通过综合分析，明确提出２００８年渭
河暴雨洪水趋势偏少的预测。该结论被省防汛办
采用上报省政府和国家防总。结果表明实况与预
测一致，为政府部门防灾减灾提供客观、准确的
决策依据，取得良好的社会和经济效益。

从短期预报需求出发，积极参加课题研究，主
持完成科技部“陕西省干旱遥感监测与突发性暴
雨预警监测系统研究”子课题、中国气象局“西
北地区人工防雹消雹技术”应用技术推广项目子
课题、上海台风研究所基金项目“台风活动与青
藏高原东侧暴雨关系研究”和陕西省气象局“陕
西省盛夏突发区域性暴雨预报”、“基于ＷＲＦ模
式数值产品的精细化预报开发与应用”等７项课
题；作为主要技术骨干完成科技部“西北地区人
工防雹消雹技术”、国家计委项目“陕西省风能资
源评价项目”、省科技厅“突发性天气监测预警与
研究”、中国气象局专项“渭河异常持续暴雨机理
和预报研究”和陕西省气象局“陕西省五级森林
火险等级预报方法”、“陕西省气象决策服务系
统”、“陕西省短期预报员手册”和“陕西ＷＲＦ实
时预报系统”等１１项课题。其中“陕西ＷＲＦ实
时预报系统”及精细化预报产品已成为陕西省气
象台日常和重大天气预报重要工具之一。通过课
题研究，对陕西暴雨天气有了深入认识，总结的
预报模型、经验及开发的预报工具、服务系统，对
陕西天气预报服务工作具有较好的指导作用。
２００６年获陕西省科学技术二等奖（排名６），２００８
年论文获陕西省第十届自然科学论文二等奖（排
名１），１９９９年获陕西省气象局科技进步二等奖
（排名３），２００５年业务项目获省气象台自主开发
一等奖（排名２）。

发表论文３９篇，其中第１作者１８篇，核心
期刊７篇，参加国际学术会议交流４篇，４篇论文
（第１作者３篇）参加全国重大灾害天气预报交流
会。主要代表作发表于《高原气象》、《气象》、
《热带气象学报》、《气象科学》等期刊。作为副主
编和主要编撰人员出版专著２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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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慧，女，汉族，１９７１年６月出生，中共党
员。１９９２年６月毕业于兰州大学天气动力学专
业，理学学士。在职２０００年６月取得西安交大经
济类硕士学位，２００５年７月取得西安交大管理学
博士学位。２００２年１１月取得应用气象高级工程
师任职资格。１９９２年６月至今，先后任陕西省气
象台短时、短期预报员，媒体服务科副科长、科
长，省专业气象台副台长、省防雷中心主任和省
气象局科技减灾处处长。曾赴澳大利亚参加奥运
气象预报与服务培训。２００６年６月至２００８年１２
月，参与中国气象局奥运气象服务领导小组办公
室工作。

任高级工程师以来，主要从事气象服务与应
用气象技术及管理工作。工作认真负责，勇于创
新，在气象服务效益评估方面，形成较为系统的
模型、流程、技术方法、研发系统，多项研发成
果投入实际业务。２００６—２００８年，作为中国气象
局奥运气象服务领导小组办公室成员，负责奥运
气象服务效益评估工作。完成北京和青岛２００６—
２００８年度奥运气象服务评估报告，包括高端用户
群满意度调查，京、青公众对潜在气象风险源关
注度评估，青、沪公众满意度网络调查报告等。将
效益评估理论、方法及业务系统应用于北京奥运
气象服务和陕西省气象服务的效益评估工作中，
进行时间跨度的纵向研究、完成位于不同时间点
的满意度评估和比较，科学测度不同用户满意度
指数。２００８年获中国气象局奥运气象服务先进个
人，北京市气象局、北京奥运气象服务中心奥运
气象服务标兵。２００３—２００７年，用Ｌｏｇｉｓｔｉｃ方程
研发交通气象预警模型，应用于陕西省黄延高速
公路公司实际业务；用神经网络技术预测气象电
力短期负荷，用于西北电力的安全调度运行；作
为陕西省雷电业务技术负责人，从事和组织雷电
监测、预警预报业务系统、雷灾调查和风险评估
系统等立项、研发和业务应用，主持完成西安、洛
川大气平均电场监测（站）网建设项目，在省防
雷减灾工作中发挥重要作用。２００５年获陕西省气
象局气象科技工作二等奖（排名１）。２００７年始，
在陕西省全面展开气象服务调查和评估工作，策
划实施“我与天气预报”网络气象服务满意度常

年调查，指导各市技术人员开展决策和专业用户
群满意度调查和业务改进，对当地公众气象风险
关注度开展比较评估。在将效益和风险评估的方
法推广和业务化应用中，起主导作用。

把握气象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
需求和实际状况，把握本专业国内外发展前沿趋
势，注重发挥自身天气动力学（本）、工商管理
（硕）和管理学（博）的跨学科专业知识背景，多
学科、多角度集成多个理论和方法，开展富有价
值的探索，并注重理论体系、实证分析和业务应
用结合，特别是在气象风险（灾害）评估、气象
服务计量经济效益评估、区域气候干旱混沌、生
态资源可持续度评估和水环境评估等方面做了大
量开拓性工作，在业务推广应用中取得较好成绩。
主持完成中国气象局下达的“气象风险评估和风
险管理研究”和“陕西省气象服务效益分析与评
估技术应用”；省气象局下达的“陕北黄土高原生
态资源可持续发展模式研究”和“陕北黄土高原
气候干旱混沌特性及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研究”；
参与国家自然基金委项目２项。在区域气候干旱
混沌、资源可持续度评估和水环境评估等技术方
面取得成果（登记号９６１２００７Ｙ０１１５），并应用于
陕西水资源管理、水务等政府决策部门，取得显
著综合效益，获２００８年度陕西省科学技术二等奖
（排名１）。２００６年获陕西省政府颁发的省自然科
学优秀学术论文奖一等奖（排名１），２００５年获陕
西省教育厅授予的省高校人文、社科研究优秀成
果奖三等奖（排名２），２００４年获得西安市自然科
技优秀论文一等奖（排名１）。

发表论文２６篇，均为第１作者，其中核心期
刊１５篇。涉及气象、气象服务效益评估、环境经
济学、管理等多学科交叉内容，主要代表作发表
于《高原气象》、《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水利
学报》、《应用气象学》、《气象》等期刊。被ＥＩ检
索２篇，ＩＳＴＰ检索３篇。２００７年４月和２００９年
３月分别由气象出版社出版专著《中国可持续发
展条件下的水权交易机制研究》（独著）和《气象
服务效益评估方法与应用》（排名１）。

（刘海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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