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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东海教授个人简历 

 

王东海，男，博士、二级教授、博导，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首席科学家，

中山大学“百人计划二期”引进学科带头人，2013 年入选中国气象局科技领军

人才，广东省气象学会天气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气象学会天气学、热带

气象学、数值预报等专业委员会委员，世界气象组织 THORPEX 亚洲区域委员会委

员, THORPEX 中国委员会委员，《大气科学》、《气象学报》、《应用气象学报》、《热

带气象学报》、《气象》、《暴雨灾害》、《气象科技进展》、《Atmospheric and Oceanic 

Science Letters》、《Journal of Tropical Meteorology》等专业期刊编委。主

要从事灾害性天气动力学、热带对流系统（台风、暴雨等）、数值天气预报、数

值模拟和气象资料同化及分析应用方面的研究。 

 

主持过或正在主持多项国家及地方研究和开发项目，如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

点项目和面上项目、基金重点国际（地区）合作项目、“973”课题等，2019 年

以首席科学家身份带领团队获得科技部 2020-2023 年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粤

港澳大湾区极端天气气候灾害链的风险管控与应对”。曾先后长期（10多年）在

美国俄克拉荷马（Oklahoma）大学风暴分析与预报中心（CAPS）和美国航天航空

局（NASA）研究中心工作，是世界著名中尺度天气数值模式系统 ARPS（Advanced 

Regional Prediction System）的主要开发者和改进者之一。发展了 “区域气

象精细化分析预报系统（ReMAPS）”，实现了集资料获取、资料同化、模式控制预

报和区域超级集合预报、诊断分析产品后处理为一体的实时自动化气象分析预报

系统，并在此基础上先后承担过多个省市气象局气象精细化数值预报系统研发项

目、中国民航气象中心数值预报系统工程项目、中国民航局空管局民航气象京沪

穗三地数值预报系统工程项目、华东空管局民航气象中心世博气象精细化预报系

统工程项目等，培养形成了一支基础扎实、创新能力强、具有国际视野、围绕精

细化数值天气预报研究和应用的研发团队。在国内外重要学术刊物发表论文 140 

多篇。培养或联合培养硕士和博士生 60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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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致力于灾害天气的机理研究和数值预报模式的开发、改进和业务应用工

作，做出了一系列的创新性成果： 

（1）对中小尺度大气数值模式的发展和改进有重要的成绩和贡献：较早开

展中小尺度数值模式的开发工作，并参与 ARPS 中尺度模式的发展和改进；发展

了东亚地区模式云微物理过程参数化方案，并成功耦合到中尺度模式，提升了暴

雨的预报准确率；发展了针对粤港澳大湾区及南海地区的多源资料混合同化、集

合预报与快速循环滚动预报等技术，建立了区域高分辨率气象数值预报技术系统，

并开展云分析及区域超级集合预报的研究。 

（2）致力于影响我国典型天气系统和持续性重大天气异常过程的基础性研

究，开展持续性重大天气异常的形成机理以及预报理论和方法研究，为提高灾害

性天气预报能力作出贡献：揭示了我国东北冷涡暴雨、粤港澳大湾区及南海地区

极端天气灾害链的致灾过程与作用机理，为加深认识重大异常天气过程、提升持

续异常天气的预报准确率奠定了基础。 

（3）坚持科研和业务相结合，为气象业务部门、民航系统的业务服务工作

提供科学支撑，为气象事业做出贡献，解决国家的重要需求：构建区域精细化客

观与概率预报试验平台，为气象、民航、水利等多领域多部门提供了富有针对性

的行业需求服务；为多项国家级科学试验与重大活动（2008 年奥运会、2009 年

国庆大阅兵和全运会、2010 年世博会、2018 年央视春晚、2019-2021 年临近空

间科学试验等）提供专业的气象预报服务产品。 

 

联系地址： 

广东省珠海市中山大学珠海校区海琴二号 

邮箱：wangdh7@mail.sysu.edu.cn  

 

主要教育背景: 

1983-1987，中山大学大气科学系，气象学，学士, 

1987-1993，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气象学，博士, 

1995-1998，美国 Oklahoma 大学风暴分析预报研究中心，博士后 

 

主要工作经历: 

1993-1995，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助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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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1998，美国 Oklahoma 大学风暴分析预报研究中心，博士后 

1998-1999，美国 Oklahoma 大学风暴分析预报研究中心, 研究科学家 

1999-2000，美国 Oklahoma 大学风暴分析预报研究中心,  

高级研究科学家 

2000-2003，美国 Hampton 大学大气科学中心/NASA 兰利研究中心， 

研究助理教授 

2003-2005，美国 Hampton 大学大气科学中心/NASA 兰利研究中心，研究副教授 

2005-2016，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 

灾害天气国家重点实验室常务副主任， 

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中国民用航空局空中交通管理局 

“航空气象研究联合实验室”主任， 

中国气象局科技领军人才（2013 年） 

2016-至今， 中山大学大气科学学院，二级教授 

 

主要学术任职: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首席科学家 

中山大学“百人计划二期”引进学科带头人 

世界气象组织国际 THORPEX 亚洲区域委员会委员 

国际 THORPEX 中国委员会委员 

American Meteorological Society (AMS), member 

American Geophysical Union (AGU), member 

中国能源行业电力气象应用标准化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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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气象局专家委员会委员 

广东省气象学会天气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中山大学大气科学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 

海南省南海气象放灾减灾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委员 

长白山气象与气候变化吉林省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 

《气象》、《大气科学》、《气象学报》、《应用气象学报》、《热带气象学报》、 

《暴雨灾害》、《气象科技进展》、《气象科技进展》等编委 

《Journal of Tropical Meteorology》编委 

《Atmospheric and Oceanic Science Letters》编委 

中国气象局培训中心兼职教授/教员，中国气象局工程咨询专家 

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学位委员会、职称评定委员会委员 

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 LASG 国家重点实验室客座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云降水物理与强风暴实验室兼职研究员 

浙江大学，兼职教授 

成都信息工程大学，兼职教授 

中国气象局培训中心兼职教授/教员，中国气象局工程咨询专家 

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学位委员会、职称评定委员会委员 

各种科技项目立项、评估评审、验收、鉴定专家 

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中国民用航空局空中交通管理局 

“航空气象研究联合实验室”主任 

中国民航局“2010 年 8 月 24 日伊春空难”调查专家组专家 

国务院和中国气象局 2015 年 6月 1日“东方之星” 调查专家组专家 

 

获得的奖励和荣誉: 

2014 年，论文《临近空间飞行环境气象分析与预报技术及应用研究》，被评为

“2018 年中国浮空器大会 ”优秀论文奖 

2014 年，World Meteorological Organization（世界气象组织） 

THORPEX 项目优秀贡献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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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中国气象局首批科技领军人才奖 

2013 年，论文被评选为“中国精品科技期刊顶尖学术论文” 

（领跑者 5000） 

2013 年，专著《东北冷涡暴雨研究》 

         获得中国科学院科学出版基金奖 

2009 年，首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60周年庆祝活动纪念证书， 

北京市委市政府 

2009 年，重大气象服务先进个人，中国气象局 

2008 年，科技奥运先进个人，科技部 

2008 年，北京奥运会残奥会气象服务先进个人，中国气象局 

2003 年，美国 NASA 团体成就奖，美国 NASA 

2000 年，美国俄克拉何马大学创新奖，美国俄克拉何马大学 

2000 年，专利股权证,因转让 ARPS 模式而拥有专利版权， 

USA Weather Decision Tech., Inc. 

1997 年，美国 Discover Magazine Award(发现杂志奖)， 

Discover Magazine （美国发现杂志） 

1997 年，美国 Computerworld Smithsonian Award（计算机世界史密 

森奖），Smithsonian Institution,USA（美国史密森协会） 

1996 年，Outstanding Professional Dedication， 

CAPS/University of Oklahoma 

1992 年，中国科学院院长奖学金，中国科学院 

1991 年，北京气象学会优秀论文奖，北京气象学会 

 

承担课题项目: 

主持的科研项目主要有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专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和国际（地区）重点合作项目及面上项目、科技部行业专项、国家 973 课题、部

委省地研发项目等： 

1. 粤港澳大湾区极端天气气候灾害链的风险管控与应对，2020.1-2023.12，项

目首席科学家，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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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大湾区高分辨率气象和大气化学成分再分析技术与数据集，2020.1-2023.12，

项目主持，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课题 

3. 临近空间飞行器运行环境预报技术，2018.5-2022.12，项目主持，中国科学

院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子课题 

4. 珠江口区域多尺度强天气过程的动力学与预测，2019.1-2021.12，项目主持，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际（地区）重点合作交流项目 

5. 青藏高原科学试验关键区物理协调大气分析模型与数据集的构建研究, 

2015.01-2018.12, 项目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6. 高原科考观测多源信息在灾害天气分析中的应用理论与融合数据研究，

2019.11-2022.10，项目主持，科技部科技基础资源调查专项（第二次青藏

高原科考） 

7. 华南持续性强降水的模式动力延伸预报研究，2018.01 – 2021.12，项目主

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8. 民 航 运 行 管 理 中 心 和 气 象 中 心 工 程 气 象 数 值 预 报 系 统 项 目 ，

2018.12-2022.12，项目主持，中国民用航空局空中交通管理局工程项目 

9. 海上丝绸之路高影响天气多源监测与资料融合分析技术研究，

2017.1-2019.12，项目主持，广东省科技厅项目 

10. 针对 MDRS 的气象概率预报系统开发与示范，2017.9-2020.4，项目主持，民

航局项目 

11. 民航京沪穗气象数值预报系统优化改造测试验证项目，2017.3-2017.10，项

目主持，民航局项目 

12. 民航京沪穗气象数值预报系统资料同化及参数化调优项目，2016.12-2017.6，

项目主持，民航局项目 

13. FY-4A 云产品和水汽廓线产品同化，2018.11-2019.5，项目主持，中国气象

局广州热带海洋气象研究所科技项目 

14. 青藏高原科学试验关键区物理协调大气分析模型与数据集，2018.11-2019.6，

项目主持，国家气象信息中心科技项目 

15. 广西持续性降水延伸期机理与预测预报技术研究，2019.1-2020.12，项目主

持，广西气候中心科技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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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海南岛及其邻近海域中尺度对流系统的观测分析和模拟研究，

2019.1-2020.12，项目主持，海南省灾害实验室基金项目 

17. 强龙卷风天气过程分析及国内外龙卷风研究进展情况调查经费-2015 年 10

月 4日佛山龙卷过程分析研究，2017.3-2017.12，项目主持，佛山市龙卷风

研究中心项目 

18. 龙卷风数值模式系统维持费，2018.12-2019.6，项目主持，佛山市龙卷风研

究中心项目 

19. 东北亚极端灾害天气预报技术研究与示范，2014.11-2016.11， 项目主持，

外交部/财政部亚洲区域专项资金 

20. 我国东北强降水天气系统的动力过程和预测方法的研究，2007.01-2010.12，

项目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21. 华南典型暴雨β中尺度对流系统结构特征及其物理过程的数值研究，

2009.01-2011.12，项目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22. 一种正交地形追随坐标系理论构建及其模拟研究，2012.01-201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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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中国气象局新技术推广、局校合作等中国气象局研发项目 

32. 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灾害天气国家重点实验室科研重点项目 

33. 多个省市气象局气象精细化数值预报系统研发项目 

34. 中国民航局空管局民航气象京沪穗三地数值预报系统工程项目 

35. 华东空管局民航气象中心世博气象精细化预报系统工程项目 

36. 民航气象中心研发项目 

 

发表论文论著: 

1. Wang Donghai and Wang Peilin, 1991: Numerical Simulation of the 

Effects of Liquid Water on Cumulus Development, Journal of the 

Graduate School,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USTC), 

Vol.8, No.1. 

2. 王东海、周晓平, 1992：风暴临近数值预报的可能性，科学通报，第 23期，

2159-216. 

3. Wang Donghai and Zhou Xiaoping, 1993: The Possibility of Numerical 

Nowcasting of Storms, Chinese Science Bulletin, Vol.38, 

No.14,1190-1194 

4. Wang Donghai, 1994: Study on the Convective Storm Numerical 

Forecasting Model and Simulations, Ph. D Dissertation, IAP/CAS, 218 

pp. 

5. 王东海、周晓平, 1994： 斜压大气中尺度横波扰动的发展，大气科学，Vol. 

18，No. 1，61-71. 

6. Wang Donghai, 1995: The Effects of Doppler Radar Wind Fields in Storm 

Numerical Simulations, The Paper Collection of Young Atmospheric 

Scientists, China Meteorological Press. 

7. Zhou Xiaoping and Wang Donghai, 1995: The Theoretical Study of A 

Nonhydrostatic Atmospheric Numerical Prediction Model, Research for 

new Technologies of Typhoon and Heavy Rain Numerical Prediction, 

China Meteorological Press, 158-163. 

8. Wang Donghai and Zhou Xiaoping, 1995: The Experimental Study of A 

Nonhydrostatic Atmospheric Numerical Prediction Model, Research for 

new Technologies of Typhoon and Heavy Rain Numerical Prediction, 

China Meteorological Press, 164-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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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周晓平、王东海, 1996：短时风暴数值预报模式研究Ⅰ．模式的理论框架，

大气科学,Vol.20, No.1，1-11. 

10. 王东海、周晓平, 1996：短时风暴数值预报模式研究Ⅱ．模式的基础试验结

果，大气科学,Vol.20, No.3，279-289. 

11. 王东海、周晓平, 1996：大气非静力数值模式中声波的阻尼和压缩，热带气

象学报，Vol. 12, No.3, 265-271. 

12. Xue, M., K. K. Droegemeier, V. Wong, A. Shapiro, K. Brewster, F. Carr, 
D. Weber, Y. Liu, and D.-H. Wang, 2001: The Advanced Regional 

Prediction System (ARPS) – A multiscale nonhydrostatic atmospheric 

simulation and prediction tool. Part II: Model physics and 

applications. Met. Atmos. Physics, 76, 143-165. 

13. Xu, K.M., and coauthors, 2002: An intercomparison of cloud-resolving 
models with the ARM summer 1997 IOP data. Q. J. Roy. Meteor. 128,  

593-624. 

14. Xue, M., D.H. Wang, J.–D. Gao, K. Brewster, and K. K. Droegemeier, 

2003: The Advanced Regional Prediction System (ARPS): storm-scale 

numerical weather prediction and assimilation. Meteor. Atmos. 

Physics, 82, 139-170. 

15. Fridlind, A.M., A. S. Ackerman, E. J. Jensen, A. J. Heymsfield, M. 
R. Poellot, D. E. Stevens, D. –H. Wang, L. M. Miloshevich, D. 

Baumgardner, R. P. Lawson, J. C. Wilson, R. C. Flagan, J. H. Seinfeld, 

H. H. Jonsson, T. M. VanReken, V. Varutbangkul, T. A. Rissman, 2004: 

Evidence for the Predominance of Mid-Tropospheric Aerosols as 

Subtropical Anvil Cloud Nuclei, SCIENCE, 304, 718-722. 

16. 王东海，钟水新，刘英，李俊，胡开喜，杨帅，张春喜，孙力，高枞亭：东

北暴雨的研究. 地球科学进展. 2007,22,549-560. 

17. Wang Donghai, P.Minnis, T.P.Charlock et al.: Real-time Mesoscale 
Forecast Support During the CLAMS Field Campaign, Advances in 

Atmospheric Sciences, 2007,Vol.24, No.4, 599-605 

18. Yang Shuai, Shouting Gao, Donghai Wang: Diagnostic analyses of the 
ageostrophic Q vector in the non-uniform saturated, frictionless and 

moist adiabatic flow. J. Geophys. Res.,112(2007), D09114, 

doi:10.1029/2006JD008142 

19. 杨帅，高守亭，王东海：湿饱和流中的Richardson数和不稳定的研究.地球

物理学报，2007, 50: 377-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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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Yang Shuai, S. Gao, and Donghai Wang: A study of Richardson number 
and instability in moist saturated flow.  Chinese J. Geophys., 

50(2)(2007), 365-375. 

21. 王东海, 柳崇健, 刘英等, 2008：2008 年 1月中国南方低温雨雪冰冻天气特

征及其天气动力学成因的初步分析. 气象学报, 66(3), 405-422. 

22. Yang S. and D. Wang, 2008: The curl of Q vector: A new diagnostic 

parameter associated with heavy rainfall, Atmos and Oceanic Sci. 

Letter, 1(1), 36-39.  

23. Jiang Zhina, M. Mu and D. Wang, 2008: Conditional nonlinear optimal 

perturbation of a T21L3 quasi-geostrophic model. Q. J. R. Meteo. 

Soc.,134 (633), 1027-1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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