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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人情况

郑崇伟，排名 1，行政职务：无，技术职称：副教授，工作单位：中国人

民解放军海军大连舰艇学院，完成单位：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大连舰艇学

院

郑崇伟牵头创建了一套涌浪检测预警技术，实现了涌浪传播路径、速度、

衰减率的定量计算；设计了一套能充分考虑外洋涌浪影响、高精度、全要

素的波浪能短期预报模型，得到 6 位院士认可。形成与本项目相关的 SCI
检索论文 43 篇，专著 4 部，获批决策建议 3 份。

李雪红，排名 2，行政职务：无，技术职称：高级工程师，工作单位：中

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大连舰艇学院，完成单位：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大连舰

艇学院

李雪红参与创建了涌浪监测预警模型及波浪能短期预报模型，实现了涌浪

传播路径、速度、衰减率的定量计算，解决传统的预报要素单一、精度偏

低的难题，为资源开发的业务匀性、效率提升提供了可靠依据。

吴迪，排名 3，行政职务：无，技术职称：副教授，工作单位：中国人民

解放军海军大连舰艇学院，完成单位：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大连舰艇学院

吴迪参与创建了波浪能短期预报模型，从海洋水文方面提供了涌浪开发的

技术途径。

李伟，排名 4，行政职务：无，技术职称：中级及以下，工作单位：中国

人民解放军海军大连舰艇学院，完成单位：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大连舰艇

学院

李伟参与涉及了能充分考虑外洋涌浪影响、高精度、全要素的波浪能短期

预报模型，为电站的合理化布局提供了运筹学理论支撑。

于德川，排名 5，行政职务：无，技术职称：中级及以下，工作单位：大

连工业大学，完成单位：大连工业大学

于德川参与设计了涌浪检预警技术，实现了涌浪传播路径、速度、衰减率

的定量计算，提高了波浪预报精度。

李爽，排名 6，行政职务：无，技术职称：中级及以下，工作单位：中国

人民解放军海军大连舰艇学院，完成单位：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大连舰艇

学院

李爽参与研究涌浪检测预警技术，实现了涌浪传播路径、速度、衰减率的

定量计算，协助开展各种学术讲座与材料准备。

姜波，排名 7，行政职务：无，技术职称：研究员，工作单位：国家海洋

技术中心，完成单位：国家海洋技术中心

姜波参与设计了岛礁涌浪能开发—防波堤一体化设计理念，为发电选址贡

献了智慧，为国家战略支点的能源中继优化布局做出了贡献。

万勇，排名 8，行政职务：无，技术职称：副教授，工作单位：中国石油

大学（华东），完成单位：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万勇研究了中国近海波能分布情况，提高了波能发电选址的精度。

王涌，排名 9，行政职务：无，技术职称：副教授，工作单位：中国人民

解放军海军大连舰艇学院，完成单位：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大连舰艇学院



王涌参与完成涌浪检测预警技术定量计算模型，从海洋地理的角度对战略

支点的优化布局提出了建设性意见。

高元博，排名 10，行政职务：无，技术职称：中级及以下，工作单位：中

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大连舰艇学院，完成单位：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大连舰

艇学院

高元博从海军船艺的角度分析了涌浪对舰船航行的影响，为防范涌浪威

胁、提升波浪能预报精度提供了重要建议。

完成单位情况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大连舰艇学院：1.创建了一套涌浪监测预警技术，实

现了涌浪传播路径、速度、衰减率的定量计算，为防范涌浪威胁、提升波

浪能预报精度等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2.设计了一套能充分考虑外洋涌浪

影响、高精度、全要素的波浪能短期预报模型,解决了传统预报要素单一、

精度偏低的难题,为资源开发的业务运行提供了可靠依据。3.提出了岛礁

涌浪能开发-防波堤一体化设计理念，为防范涌浪威胁与应对电力困局有

机结合提供了新技术途径，为支撑战略支点的能源中继功能打下了理论储

备。

大连工业大学：对涌浪传播的理论进行了深入研究，设计了涌浪监测预警

技术，有助于涌浪传播路径、速度、衰减率的定量计算，提高了波浪预报

精度。

国家海洋技术中心：参与设计了岛礁涌浪能开发—防波堤一体化设计理

念，为波浪发电选址贡献了智慧，为国家战略支点的能源中继优化布局做

出了贡献。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研究了中国近海波能分布情况，提高了波能发电

选址的精度，为海洋可再生能源布局提供了科学支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