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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志红，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短期气候诊断与预测、区域气候变化及其

模拟、统计气候理论及其应用等研究。曾在法国动力气象实验室、美国NASA、NOAA，台湾大

学进行短期合作研究。入选江苏省“333”工程第二层次、“青蓝工程”、“高校新世纪学术

带头人” 、中国气象局 “百千万”人才工程培养人选，作为第一获奖人2009年获得江苏省

政府科技进步二等奖，作为主研先后获得教育部、中国气象局、四川省、吉林省政府科技进

步奖5项。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面上项目、国家973项目课题、国家公益性行业科研

专项等国家级以上科研项目。已在核心以上期刊发表学术论文150余篇，其中包括20余篇被

SCI收录论文，合作出版专著5部（英文1部）。 

 
教育背景：  

1980.9-1987.7在南京大学大气科学系本科及硕士研究生学习， 

1997.9-2000.6在南京气象学院大气科学系博士研究生学习， 

2001.6-2002.6年在台湾大学大气科学系做博士后研究一年。 

工作经历：  

1987年7月入南京气象学院气候教研室任教， 

2001年6月被聘为教授， 

2002年11月任南京气象学院资源环境与城乡规划系副主任， 

2006年8月任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大气科学学院副院长， 

2006年11月至2010年8月任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气象灾害重点实验室主任、大气科学学院副院
长， 

2010年1月至4月任中国气象局气候中心主任助理， 

2010年5月至今任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副校长。 

科研项目：  

2013-2017年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降尺度与多模式结合的中国未来气候变化概率

预估及其不确定性研究” 

2010.9-2015合作主持973项目 “亚洲区域海陆气相互作用机理及其在全球变化中的作用”第

一课题“亚洲区域海陆气相互作用规律与机理”  

2010.9-2012.12年主持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项目课题“中国多源降水融合产品的检验评估”  



 

简  
 
 
 

介  

2010-2013年主持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子专题“持续性异常气象事件预测业务技术研究”  
2010-2014主持973项目 “我国东部沿海城市带气候效应及对策”第五课题 

2009-2012合作主持公益性行业（气象）科研专项“东亚气候的多尺度特征诊断与预测技术研
究” 

2010-2012主持国家科技支撑计划专题“低纬大气次季节变化信号提取及在持续性异常事件预
报中的应用” 

2009-2011年主持国家自然基金面上项目“基于降尺度技术的中国未来极端降水变化的预估研
究” 

2008-2011年主持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子专题“冰冻雨雪灾害成险过程分析与区域危险性评估” 

2008-2010主持973“北方干旱化与人类适应”项目的子课题“我国北方干旱化与中亚、北
非、北美等区域干旱化的比较研究“ 

2008-2010年主持西南电力设计院委托项目“输电线路覆冰数学模型研究” 

2008-2010年主持教育部博士点基金项目“全球变暖背景下中国气候动态区划方法研究” 

2007-2009年主持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中国气候系统协同观测与预测研究”项目子专题 

2007-2009年主持江苏省高校自然科学研究计划“全球变暖背景下江淮流域极端气候事件变化
及其预估研究” 

 
获奖：  

2011年“输电线路覆冰研究及应用技术开发”获四川省科技进步二等奖，排名第三 

2010年“吉林省风能资源精细化评估及其准确性验证研究”获吉林省科技进步三等奖，排名

第三 

2009年“区域气候变化诊断及其预测研究”获江苏省科技进步二等奖；排名第一 

2002年“中国年代际气候变化、物理成因及其预测的研究”获教育部科技成果二等奖，排名
第八 

2000年被评为江苏省高校新世纪学术带头人 

1998年度“多元分析及短期气候异常诊断预测理论方法的研究”获中国气象局科技进步三等
奖；排名第五 

1997年入选江苏省“333”工程培养人选 

1994年度“气候变化的统计诊断和预测方法研究”获中国气象局科技进步三等奖；排名第五 

 
 
2012：  

1、Jiang Z.*, J. Song, L. Li and W. Chen, 2012: Extreme climate events in China: 
IPCC-AR4 model evaluation and projection, Climatic Change, 110: 385-401. DOI: 
10.1007/s10584-011-0090-0.

2、Wu, Z., J. Li, Z. Jiang, J. He and X. Zhu, 2012: Possible effects of the 
North Atlantic Oscillation on the strengthen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ast 
Asian summer monsoon and ENSO. Int. J. Climatol., 32, 794-800. DOI: 
10.1002/joc.2309.

3、Wu, Z., H. Lin, J. Li, Z. Jiang and T. Ma, 2012: Heat Wave Frequency 
Variability over North America: Two Distinct Leading Modes. J. Geophys. Res., 
117, D02102, DOI: 10.1029/2011JD016908.

4、Jiang, Z., T. Ma and Z. Wu, 2012: China Coldwave Duration in a Warming 
Winter: Change of the Leading Mode. Theo. Appl. Climatol., DOI: 
10.1007/s00704-012-0613-2.

5、Ma, T., Z. Wu and Z. Jiang, 2012: How Does China Coldwave Frequency Respond 
to Global Warming? Climate Dyn., DOI: 10.1007/s00382-012-1354-8.

6、Wu, Z., J. Li, Z. Jiang, and T. Ma, 2012: Modulation of the Tibetan Plateau 
Snow Cover on the ENSO Teleconnections: From the East Asian Summer Monsoon 
Perspective. J. Climate, 25, 2481-2489.

7、杨金虎，江志红，刘晓芸，岳平，2012：近半个世纪中国西北干湿演变及持续性特征分
析，干旱区地理，35（1）：10-22. 

8、陈威霖，江志红，2012：全球海气耦合模式对中国区域年代际气候变化预测能力的评估，
气候与环境研究，17（1）：81-91. 

9、温娜，刘征宇，江志红，2012：GEFA海气相互作用估计方法研究进展，气象科技进展，2
（1）：19-24. 

10、Ma, T., Z. Jiang* and Z. Wu, 2012: Responses of the China Coldwave Intensity 
Principal Mode to a Warming Climate. Acta Meteorologica Sinica, accepted.

11、江志红，丁裕国，刘冬，马婷婷，2012：气候极值推断的不确定性及其置信区间初步探
讨，气象学报，接收。 

12、江志红，任伟，刘征宇，杨浩，2012：基于拉格朗日方法的江淮梅雨水汽输送特征分
析，气象学报，接收。 

13、董良鹏，江志红，沈素红，2012：近十年长江三角洲城市热岛变化及其与城市群发展的
关系研究，大气科学学报，接收。  

14、曹经福，江志红，任福民，徐振亚，2012：广义线性统计降尺度方法模拟日降水量的应
用研究，气象学报，接收。 

15、张蒙蒙，江志红，2012，我国高分辨率降水融合资料的适用性评估，气候与环境研究，
接收。 

16、方思达，江志红，2012，全球变暖背景下江淮地区降水强度分布结构变化的特征分析，
气候与环境研究，接收。 

17、花振飞，江志红，李肇新，马婷婷，2012；长三角城市群下垫面变化气候效应的模拟研
究 ，气象科学，接收 



18、江志红，常奋华，丁裕国，2012：基于马尔科夫链转移概率极限分布的降水过程持续性
研究，气象学报，接收。 

2011

1、Weilin Chen , Zhihong Jiang, Laurent Li.2011, Probabilistic projections of 
climate change over China under the SRES A1B scenario using 28 AOGCMs , 
J.Climate(accepted)

2、江志红，梁卓然，刘征宇等.2011:2007年淮河流域强降水过程的水汽输送特征分析,大气
科学，35（2）:361-372 

3、江志红,杨金虎，,张强.2011:A study of the spring effect of spring Indian ocean 
SSTA on summer extreme precipitation events over the Eastern NW China，Journal 
of Tropical Meteorology: 17（1）：27-35 

4、王颖,王晓云,江志红,曾宪宁. 2011:1960-2008年南方地区冰冻时空分布特征，南京信息
工程大学学报， 

5、Zhiwei Wu, Jianping Li, Zhihong Jiang, Jinhai He. 2011:Possible effects of 
the North Atlantic Oscillation on the strengthen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ast Asian Summer monsoon and ENSO，Int. J. Climatol. DOI: 10.1002/joc.2309 

6、JIANG Zhi-hong, ZHANG Qin, ZHU Hong-rui, WU Li-guang. Forecasting The MJO 
Index Based on SSA-AR. Journal of Tropical Meteorology, 2011, 17(4): 317-325.

7、Jiang Zhihong, Ding Yuguo, Zheng Chunyu, and Chen Weilin. An Improved 
Downscaled Fine Model for Simulation of Daily Weather States. Advances in 
Atmospheric Sciences, 2011, 28(6):1357-1366.

8、Weilin Chen, Zhihong Jiang, Laurent Li, Pascal Yiou. Simulation of regional 
climate change under the IPCC A2 scenario in southeast China. Climate 
Dynamics, 2011, 36:491-507, DOI 10.1007/s00382-010-0910-3.

 

2010 

1、朱连华,江志红,熊海星,刘冬. 2010:The Conductor Icing Probability Distribution 
Study Based On Extreme Value Distributions: GEV and GPD ,Proceedings of Thi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odeling and Simulation（ICMS2010） 

2、尹嫦姣,江志红. 2010:空间差值检验方法在地面气象资料质量控制中的应用,气候与环境
研究,15（3）：229-236 

3、江志红,叶丽梅. 2010:近十年南京城市热岛演变的遥感研究,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学报(自
然科学版) ，2 (2) : 1482154 

4、杨金虎，江志红,王鹏祥，杨启国. 2010:太平洋SSTA同中国东部夏季极端降水事件变化
关系的研究,海洋学报，32（1）：23-33 

5、张宁,江志红,吴立广. 2010:江苏省自动站与基础站降水观测资料质量分析，大气科学学
报 

6、江志红,刘冬. 2010:导线覆冰极值的概率分布模拟及其应用试验，大气科学学报,33
（5）：606-614 

7、丁裕国,张金玲,江志红. 2010：Experimental Simulations of Extreme Precipitation 
Based on the Multi-Status Markov Chain Model Acta Meteorologica Sinica， 484-
491

8、张雪梅，江志红，兰博文. 2010：西北地区水汽输送特征及其年际、年代际变化，灾害
学， 25(4):27-32 

9、Weilin Chen , Zhihong Jiang, Laurent Li,Pascal Yiou . 2010：Simulation of 
regional climate change under the IPCC A2 scenario in southeast China, Climate 
Dynamics, DOI 10.1007/s00382-010-0910-3

10、朱红蕊，江志红，张勤，鞠晓慧. 2010：基于SSA-AR方法的MJO指数预报模型试验.热带
气象学报. 26（3）：371-378 

11、崔妍，江志红，陈威霖. 2010：典型相关分析方法对21世纪江淮流域极端降水的预估试
验.气候变化研究进展. 6（6）:405-410 

12、Jianping Li,Zhiwei Wu，Zhihong Jiang，Jinhai He. 2010：Can global warming 
strengthen the East Asian Summer Monsoon? Journal of Climate.6696-6705

13、Zhiwei Wu ，Jianping Li ，Zhihong Jiang，Jinhai He. 2010：Predictable 
climate dynamics of abnormal East Asian winter monsoon: once-in-a-century 
snowstorms in 2007/2008 winter，Clim Dyn，DOI 10.1007/s00382-010-0938-4 

 

2009

1、江志红,陈威霖,宋洁.2009：7个IPCC AR4模式对中国地区极端降水指数模拟能力的评估
及其未来情景预估，大气科学，33（1）：109-120   



2、丁裕国,张金玲, 江志红.2009：基于多状态Markov链模式的极端降水模拟试验，气象学
报:67（1）：20-27 

3、 李红军, 江志红.2009：Association of North Atlantic Oscillations with Aksu 
River runoff in China JOURNA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S,19:12-24

4、江志红,杨金虎.2009：春季印度洋SSTA对夏季中国西北东部极端降水事件的影响研究，
热带气象学报，25（6）：642-649   

5、张雪梅, 江志红.2009：东亚地区夏季水汽输送特征，热带气象学报，25（6）：733-    
739 

6、陆尔,Xubin Zeng, 江志红. 2009：Precipitation and precipitable water: Their 
temporal-spatial behaviors and use in determining monsoon onset/retreat and 
monsoon regions，JOURNAL OF GEOPHYSICAL RESEARCH 

7、高晓荻, 江志红. 2009：全球变暖情景下中国气温分区的未来变化,气象与环境学报,25
（5）：1-6  

8、张雪梅, 江志红. 2009：东亚地区水汽输送强、弱年水汽输送的异同,气象学报,67
（4）：561-568 

9、吴息,赵彦厂,王冰梅, 江志红. 2009：江苏省风电资源的调峰能力评估,气象科学，29
（5）：633-637     

10、江志红,丁裕国,蔡敏. 2009：利用广义帕雷托分布拟合中国东部日极端降水的试验，高
原气象：28（3）：573-580  

11、丁裕国,申红艳, 江志红,张金玲. 2009：气候概率分布理论及其应用新进，气象科
技,37（3）：257-262 

12、陈华,潘维玉, 江志红,闵锦忠. 2009：西风应力的纬向变化对热带海气耦合过程的影
响，南京大学学报，45（3）：357-364   

13、刘敏, 江志红. 2009：13个IPCC AR4模式对中国区域近40a气候模拟能力的评估，南京
气象学院学报    ，32（2）：256-268    

14、江志红,丁裕国,蔡敏. 2009：未来极端降水对气候平均变暖敏感性的蒙特卡罗模拟试
验，气象学报，67（2）：273-279   

15、吴林荣, 江志红. 2009：陕西太阳总辐射的计算及分布特征，气象科学，29（2）：
187-191    

2008

1、 Z.Jiang (江志红), S.Yang, J.He, J.LI, J.Liang.2008：Interdecadel variations 
of East Asian summer monsoon northward propagation and influences on summer 
precipitation over East China，Meteorology and Atmospheric Physics 100, 101–
119, DOI 10.1007/s00703-008-0298-3

2、 江志红,张霞; 王冀. 2008：IPCC-AR4模式对中国21世纪气候变化的情景预估，地理研
究，27(4),787-789. 

3、 江志红，黄群，李庆祥. 2008：50年中国降水序列均一性检验与订正研究，气候与环境
研究，13(1),68-79. 

4、丁裕国，程炳言，江志红. 2008：A Newly-Discovered GPD-GEV Relationship 
Together with Comparing Their Models of Extreme Precipitation in Summer，大气
科学进展（英文版），25（3）：507-516. 

5、王冀，江志红，宋洁，丁裕国. 2008：基于全球模式对中国极端气温指数模拟的评估，
地理学报， 63(3)：227-236 

6、杨金虎，江志红，王鹏祥，张小明. 2008：中国西北极端降水事件年内非均匀性特征分
析，中国沙漠，28(1)：178-184. 

7、李红军，江志红，刘新春. 2008：阿克苏河径流变化与北大西洋涛动的关系，地理学报. 
63(5)：491-501. 

8、彭江良，吴息，江志红，刘红年. 2008：南京冬季城、郊下垫面能量平衡特征分析，气
象科学28（1）：21-29 

9、程炳岩,丁裕国,张金玲, 江志红. 2008：广义帕雷托分布在重庆暴雨强降水研究中的应
用，高原气象,27（5）：1004-1009 

10、汪婷,吴息, 江志红,黄世成. 2008：自动站风能参数的短序列订正方法及其应用研究，
应用气象学报,19（5）：547-553 

11、 高建芸， 张秀芝，江志红, 游立军. 2008：西北太平洋季风槽异常与热带气旋活动，
海洋学报，30(3)：35-47. 

12、李庆祥，江志红，黄群，游泳. 2008：长江三角洲地区降水资料的均一性检验与订正试
验，应用气象学报，19(2)：219-226. 



论文发表 

 

专著出版 
 
 

情    况  

13、王越，江志红. 2008：用Palmer湿润指数作西北地区东部冬小麦旱涝评估，应用气象学
报，19(3)：342-349. 

14、杨金虎，江志红，白虎志. 2008：西北区东部夏季极端降水事件同太平洋SSTA的遥相
关，高原气象，27(2)：331-337. 

15、赵彦厂，江志红，吴息. 2008：基于区域气候模式的江苏省风能评估试验，南京气象学
院学报,31(1)：75-82 

16、杨金虎，江志红，王鹏祥，白虎志. 2008：西北地区东部夏季极端降水非均匀性特征，
应用气象学报， 19(1)：111-115. 

17、杨金虎，江志红，王鹏祥，陈彦山. 2008：中国年极端降水事件的时空分布特征，气候
与环境研究，13（1）：75-83 

18、王冀, 江志红. 2008：1960-2005年长江中下游极端降水指数变化特征分析，气象科
学，28（4）：384-388 

19、王冀, 江志红,丁裕国. 2008：21世纪中国极端气温指数变化情况预估,资源科学,30
（7）：1084-1092 

20、王冀, 江志红. 2008：Simulation evaluation and future prediction of the 
IPCC—AR4 GCMs on the extreme temperatures in China,Acta Oceanologica 
Sinica，,2（3）：112-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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