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陕西省气象部门
新增正研级高级工程师业绩介绍

２００３年１０月—２００４年１１月经中国气象局
正研级专业技术职务评审委员会评审通过，刘安
麟同志具有监测与遥感技术专业正研级专业技术
职务任职资格，樊鹏同志具有大气物理专业正研
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

刘安麟，男，１９５８年出生，陕西西安人，中
共党员。１９８２年７月毕业于南京大学气象系气候
专业，获得理学学士学位。１９９３年７月聘任为高
级工程师。１９９６年至今任陕西省农业遥感信息中
心主任，现从事卫星遥感应用研究、开发、服务
工作。兼任中国气象学会生态专业委员会委员，陕
西省气象学会常务理事，西北大学兼职教授，长
安大学硕士生导师。

该同志一直从事气象业务、科研工作，对工
作认真负责，勤奋钻研，开拓进取。任副研级高
级工程师以来，取得以下主要业绩。１）根据陕西
省生态环境建设需求和国内外遥感应用技术发展
趋势，提出了陕西省农业遥感应用技术发展方向
和实施方案。主持“陕北黄土高原干旱、半干旱
地区生态环境遥感本底调查研究”项目，完成总
体技术方案设计、项目建议书和可行性方案起草、
分类方法研究、精度评价、野外调查方法等研究
及项目技术报告和工作报告的起草及修改。为保
障工程建设顺利实施，及时提出利用陆地资源卫
星开展生态环境动态监测的项目建议书并得到批
准，争取陕西省政府投资２５０万元。利用３Ｓ技术
在大量野外调查基础上和各种ＧＩＳ信息的支持
下，以全数字作业的方式，完成了陕北地区生态
环境本底调查研究工作，制作了１∶１０万陕北地
区各县植被类型、植被覆盖度和土地利用类型等
专题遥感调查图，统计了各种地类的面积，形成
陕北地区生态环境３Ｓ技术本底调查数据集和系
列图集，这批数据被规定为陕西省生态环境本底
基准数据。２００２年８月２６日项目通过了中国气
象局组织的科技成果鉴定。鉴定委员会认定：该

项目研究目标明确、内容具体充实、工作扎实、数
据可靠、计算科学、技术先进、分析方法科学合
理、结论正确，在技术上和生产上具有较大意义
和作用，达到了同类工作的国际先进水平。该项
目获陕西省气象局２００１年科技工作（个人）一等
奖，获２００３年度陕西省政府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２）主持“延安市宝塔区植被、土地利用类型遥感
调查”项目，完成了１∶１０万的土地利用、植被
类型、植被覆盖度的遥感调查以及１∶２５万三维
动态遥感模型，获中国气象局２０００年度创新项目
奖。３）主持完成的陕西省科技攻关项目“陕西省
干旱遥感监测试验研究”，通过陕西省科技厅主持
的鉴定，并经陕西省气象局批准，将陕西省干旱
遥感动态（定性）监测正式业务化。４）主持起草
的国内第一个关于３Ｓ应用方面的技术标准“生态
环境建设工程３Ｓ技术监测规程”，已通过专家审
定，即将由陕西省技术监督局发布。５）主持完成
了陕西省科技攻关项目：“利用卫星遥感技术对重
要农作物病虫害消长的监测及预报”课题。６）主
持科技部“陕西省干旱遥感监测与突发性暴雨监
测预警系统研究”课题，负责主持干旱遥感监测
研究工作。从能量平衡原理出发，对作物缺水指
数法干旱遥感监测模型进行了重要简化。７）任
《陕西救灾年鉴（１９９６年卷）》（陕西人民出版社）
和《陕西省历史自然灾害简要记实》（气象出版
社）副主编，负责审稿和部分稿件编写任务。８）
作为第一作者或与他人合作在国际遥感会议上发
表交流论文５篇，在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３篇，分
别发表在《应用生态学报》等期刊上。这些科研
工作的完成，为开拓陕西气象业务工作领域，实
施“拓展战略”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樊鹏，男，１９５１年出生，陕西大荔人，中共
党员。１９７７年北京大学地球物理系大气物理专业
毕业后一直在陕西省气象局工作。１９９９年５月取
得大气物理专业高级工程师任职资格。１９９３年５

９４２００５（３） 陕西气象



月任陕西省人工影响天气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
任，１９９８年１月至今任陕西省人工影响天气领导
小组办公室常务副主任，任陕西省气象局副研级
专业技术职务评审委员会评委。

该同志多年从事气象与人工影响天气工作，
对工作认真负责，团结拼搏，努力钻研业务技术，
有较强的组织管理及科研开发应用能力，为陕西
人工影响天气领域学科技术带头人。任副研级高
级工程师以来，取得以下主要业绩。１）主持的陕
西省科技攻关计划《渭北人工防雹减灾技术研
究》课题，负责制定了课题的总体方案和人工防
雹试验区雷达观测方案，并在旬邑建立了临时探
空站，布设１９个地面测雹点，共取得１４６块雹云
和雷雨云资料，利用常规天气雷达进行冰雹云识
别技术研究，在研究４５ｄＢｚ高度识别雹云的基础
上，将４５ｄＢｚ顶高的温度作为识别指标，抓住了
冰雹形成的本质条件，该指标已编入中国气象局
科教司《高炮人工防雹增雨业务技术规范（试
行）》中。近两年又使用渭北各雷达站的观测资料，
研究总结出渭北地区识别冰雹云的５种定量指标
和２种定性指标，并在基层雷达站推广应用，提
高了基层单位防雹作业的针对性和时效性。在作
业技术方法上，将野外探测、数值模拟、数值试
验和现场试验结合起来，根据雷达观测和数值模
拟的结果，总结出渭北地区防雹作业催化时间，即
冰雹云形成的初始阶段，越早越好；催化部位，云
中上升气流区５５～６５ｋｍ高度，或３０ｄＢｚ回波
包围的区域；催化剂用量炮弹１００发或火箭弹１０
枚以上，优化了雹云催化技术。课题获２００３年度
陕西省政府科技进步二等奖，排名第一。２）主持
完成的省政府项目《应用推广ＷＲ－１Ｂ火箭防雹
增雨试点试验》，获陕西省政府农业技术推广成果
二等奖。３）参加省科技攻关《飞机人工增雨播撒

方法的有效性研究》课题，获陕西省政府科技进
步三等奖，排名第三。４）主持国家科技部“西部
开发科技行动”重大项目《黄河中游（陕甘宁）干
旱半干旱区高效人工增雨（雪）技术开发与示
范》课题，已通过验收鉴定。针对陕西层状云云
顶温度较高的特点，引进开发了液态二氧化碳
（ＬＣ）播云新技术，设计ＬＣ播撒装置，重点解决
了喷嘴堵塞等关键技术，并对液态二氧化碳播出
物的相态、尺度和粒子谱进行了测量，该设备已
在飞机增雨和消冷雾中得到应用。５）主持制定了
陕西省人工影响天气“九·五”、“十·五”发展
规划，并组织实施。建立了陕西省飞机增雨指挥
决策系统、人工防雹预警系统、人工影响天气信
息管理系统，并防雹预警系统和信息管理系统已
推广到市、县应用。６）主持陕西省科技攻关项目
《人工消冷雾新技术实用研究》课题，参加科技部
社会公益研究专题“人工消冷雾新技术试验与研
究”课题。负责制定了实施方案，进行了１０多次
液态二氧化碳喷洒试验，对不同纯度、不同规格
液态二氧化碳以及喷嘴孔径、ＬＣ钢瓶的置放角
度作了播撒试验，得出液态二氧化碳纯度为
９９９９％，喷嘴孔径６ｍｍ，ＬＣ钢瓶置放１２°为最
佳播撒效果。７）主编《陕甘宁人工增雨技术开发
研究》专著１部。虽然行政管理事务繁忙，野外
作业多，但千方百计地挤时间撰写技术总结和科
研论文，共发表论文及参加国内外学术会议交流
文章２５篇，核心期刊９篇，第一作者４篇。鉴于
其对陕西人工影响天气工作做出的成绩，２００２年
４月被中共陕西省委、省政府授予“陕西省先进工
作者”称号，同年获陕西省气象局科技工作个人
二等奖。２００３年被陕西省人工影响天气领导小组
评为２０００—２００２年全省人影工作先进个人。

（刘海英）

０５ 陕西气象 ２００５（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