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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气象部门新增研究员、正研级
高级工程师业绩介绍

刘海英
（陕西省气象局，西安７１００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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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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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兴具有大气物理与
大气环境专业研究员任职资格，张弘具有天气、气
候与气象服务专业正研级高级工程师专业技术职
务任职资格。

余兴，男，１９６２年生，江西乐平人，中共党
员。１９８３年毕业于南京气象学院大气物理专业，
１９９５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大气科学系大气环境专
业，取得理学硕士。２００１年９月取得大气物理高
级工程师任职资格。１９９５—２００２年在陕西省人工
影响天气办公室，从事人影业务、科研、管理工
作。２００２年至今任陕西省气象科学研究所所长，
现从事大气物理科研与管理工作。兼陕西省气象
学会常务理事。

该同志一直从事大气物理科研业务工作，勤
奋好学，刻苦钻研，开拓进取，为陕西人工影响
天气领域学术技术带头人。任副高级工程师以来，
紧紧围绕陕西社会经济发展需要，在人工影响天
气领域，选准方向，组织课题的立项、攻关与业
务系统的开发，在催化剂的输送扩散、播云作业
技术方法、ＮＯＡＡ卫星的微物理反演等方面，进
行较深入的研究，取得主要业绩：１）作为首席研
究员和技术组组长，开展科技部“西部科技开发
行动”重大项目“黄河中游（陕甘宁）干旱半干
旱地区高效人工增雨（雪）技术开发与示范”（２００１
年立项，资助４００万元）课题研究，参与实施方
案、外场试验、分析总结、技术报告的全过程，并
主持分课题“优化人工增雨（雪）作业技术研
究”。开展了播云催化剂在云中的输送扩散研究，

建立模式；播云物理效应的ＮＯＡＡ卫星分析与数
值模拟；层状云人工增雨作业技术研究。课题已
通过验收鉴定，鉴定委员会认定：课题研究取得
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研究成果具有推广
应用价值，总体上处于国内先进水平，在多尺度
催化云物理响应的监测分析、液态二氧化碳
（ＬＣ）催化、作业成套技术等方面达到国内领先和
国际先进水平。２）主持国家科技部公益课题“人
工消冷雾新技术试验与应用”的研究（２００２年立
项，资助５０万元）。完成人工消冷雾播撒装置研
制，用ＦＳＳＰ－１００、２Ｄ－Ｃ粒子测量仪、三用滴谱
仪及能见度仪等设备测定ＬＣ播出物的相态、粒
子形状和尺度谱。组织多次外场试验，２００２年１２
月１３日获得１次消冷雾有效的结果。３）组织研
发飞机人工增雨指挥系统，已应用于实际业务。
４）组织开展对外技术合作。与国际著名的遥感、
云降水专家教授合作，共同开展卫星反演云降水
微物理特征研究；与大气所、气科院、宁夏、甘
肃等合作开展科技部课题研究；与西安高校、研
究院所开展大气环境、生态气候等方面研究工作。
５）在ＳＣＩ源期刊《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ＪＡｐｐｌＭｅｔｅｏｒ》、《Ａｄｖａｎｃｅｓｉｎ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发表第一作者论文３篇；在《气象学
报》、《科学通报》、《高原气象》、《大气科学》等
期刊发表第一作者论文４篇；在第１４届国际云降
水物理会、中国科协学术年会、中国气象学会年
会交流第一作者论文４篇。“三维层状云播云催化
剂输送扩散模式”论文获２００１年陕西省第七届自
然科学优秀论文二等奖；２００３年获陕西省气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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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工作（个人）二等奖，获陕西省政府科学技
术三等奖（排名第一）；２００４年获中国气象局“享
受西部优秀年轻人才津贴人选”。２００６年被中国
气象局授予“西部优秀气象青年”。为陕西气象事
业的发展及科学研究做出突出贡献。

张弘，男，１９５６年生，吉林省吉林市人，中
共党员。１９８２年７月毕业于兰州大学气象专业，
获理学学士。１９９４年１１月取得天气预报高级工
程师任职资格。１９８２年８月至２００２年１月先后
任宝鸡市气象台台长、业务科长、副总工程师等
职。２００２年２月至今在陕西省气象台担任预报领
班、首席预报员，为陕西省气象台重要天气警报
小组成员，陕西省气象局高级职称评委。

该同志一直在预报业务第一线工作，作为预
报领班、首席预报员，关注本学科国内外发展趋
势，深入分析和研究本地天气特点和规律，在业
务工作中认真负责地履行职责，多次成功地预报
了本区域重大天气过程，取得显著的社会经济效
益。任副高级工程师以来，取得主要业绩。１）重
大天气预报准确、服务及时主动，经济社会效益
显著。如２００３年担任陕西省气象台预报领班、重
要天气警报小组成员期间，在渭河流域出现的５
次洪峰中，２次作为预报领班做出准确预报。省气
象台被中国气象局评为《重大气象服务先进集
体》。２００２年被中国气象局授予“全国优秀值班预
报员”。２００４年担任首席预报员，重要天气警报小
组副组长以来，在２００５年７月上旬的罕见连续暴
雨、大暴雨过程的预报服务中，主持签发４期
《重要天气消息》，对暴雨的持续时间、暴雨和大
暴雨的落区做出准确预报，为政府正确决策提供
及时、准确的依据，减少了灾害损失，特别是因
灾伤亡人数比同类天气明显减少，多次受到省政
府、省委领导和有关部门的表扬。２００５年被中国
气象局授予“全国重大气象服务先进个人”。２００１
年在宝鸡市“两节一会”气象服务、暴雨预报、三
夏预报等重大天气的预报服务中成绩突出，受到
宝鸡市政府的通报表彰，经济效益１５亿元。２）
围绕提高天气预报准确率和社会需求，结合陕西
实际开展有针对性的科学研究。作为重大科研项
目主要完成人（排名第２）承担了科技部社会公益

项目《陕西突发性暴雨监测预警系统》的研究。通
过分析确定了高原东北侧突发性暴雨定义，得出
青藏高原东北侧突发性暴雨气候特征和时间分布
特征；研究开发出地面加密监测信息技术；引进
中尺度模式，对高原东北侧突发性暴雨进行数值
模拟分析；利用突发性暴雨系统分析技术，揭示
出突发性暴雨新观测事实。研究为高原东侧突发
性暴雨的预警服务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技术支持，
研制的突发性暴雨监测预警业务流程和开发的业
务平台，为分析制作和发布突发性暴雨预警服务，
提供决策支持环境，提高了突发性暴雨预报能力
和服务水平，增强了防灾减灾的综合能力。《青藏
高原东北侧突发性暴雨分析研究与应用》（第２主
编）论著，收录第一作者论文８篇。深入进行陕
西致洪暴雨研究、中尺度暴雨落区预报的研究，从
暴雨分布的空间差异（经向与纬向差异）出发，分
析各种尺度系统对特定方向上不同位置降水强度
的影响。根据天气学原理和预报经验总结预报指
标、归纳出预报模型，对中尺度区域内暴雨落区
预报提供了一种有效方法。主持完成了陕西省气
象局重点课题《Ｔ２１３数值预报释用技术研究》。通
过Ｔ２１３数值预报释用技术的研究，开发出适合
陕西省气象服务需求的预报模型和预报方法，进
一步提高数值预报产品释用水平。课题成果２００４
年５月投入业务应用。作为副主持人和主要完成
人参加了陕西省气象局《陕西省站点要素经验完
全预报业务系统》、《陕西天气相似分析业务系
统》重点课题的研发。通过结合陕西实际和社会
需求的开发研究，省气象台的预报准确率得到明
显提高，暴雨预报成绩Ｔｓ评分由１９９６年前低于
２０分到２００２年后稳定提高至３０分以上。３）多年
来，作为陕西省气象局天气预报学科技术带头人，
共主持或参加科技部、中国气象局等科研课题７
项；省级或以上刊物发表论文４１篇，其中核心期
刊８篇（第一作者３篇），一级核心期刊３篇。４
篇论文分别参加日本、澳大利亚国际会议交流。曾
获得省市级科技进步奖、科技工作奖、优秀成果
奖等多项奖励。为陕西气象事业的发展、防灾减
灾做出了突出贡献。

８４ 陕西气象 ２００６（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