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个人资料

学院： 地质工程与测绘学院

性别： 男

出生年月： 1975.03.10

职称： 正高级工程师

学历： 研究生

学位： 博士

毕业院校： 信息工程大学

联系电话： 13519122080

电子邮箱： powaterssg@qq.com

通讯地址： 西安市雁塔路中段1号

邮编： 710054

办公地址： 西安市雁塔路中段1号

教育经历: 1993/9—1997/7 武汉测绘科技大学 学士

1997/9—2000/7 武汉测绘科技大学 硕士

2002/9—2006/6 郑州信息工程大学 博士

2.

大地测量领域知名专家，天绘卫星工程副总师，长安大学硕士生导师，西安测绘

研究所正高级工程师，博士。从事大地测量研究20余年，专注于重力、导航基础理论

研究、先进重力测量技术突破、重力场反演算法攻关，完成我国第一套航空重力系统

精密定位、测速、测定加速度理论方法研究及软件研制，牵头我国第一颗重力卫星关

键技术攻关、研制、数据处理和应用。2021年12月成功发射**4卫星，产出自主全球

重力场模型，标志我国具备全球重力场测量能力。研制国内第一套重力卫星演示验证

系统，支持微重力、微米级载荷验证与测试。提出重力灯塔导航理论方法，研制一套

重力导航终端。获得陕西省青年科技奖、陕西省第一届青年测绘科技奖，航天贡献奖。

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1项、测绘科学技术特等奖1项、省部级一等奖1项、二等奖8项，

三等奖1项，获国家发明专利23项，国家软件著作权10项，发表论文100余篇。

3.
先进重力测量技术与基础理论，重力卫星、重力导航，海洋测高、时间同步技术

4.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基于谱分析方法重力卫星数据处理技术，2008.01-2011.12，

主持，结题.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地面、航空、卫星重力测量数据融合处理技术，2015.01

-2018.12，主持，结题.

 预先研究项目，重力导航技术，2017.12-2020.12，主持，结题.

 重大装备项目，低低跟踪重力测量卫星系统总体与工程总体，2017.09-2022.12，主持，

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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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准研究项目，重力卫星数据处理技术要求，2022.01-2023.12，主持，结题.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多尺度流域水资源和水利设施遥感监测应用示范-子课题地下水反

演技术研究，2021.10-2025.12，主持，在研.

 基础加强项目，海洋全息重力测量技术，2021.01-2025.12，主持分课题，在研.

 基础加强项目，天基冷原子重力测量技术，2022.01-2025.12，主持分课题，在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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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科研成果

 航空重力测量系统，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2005 ，排名第 6.

 我国重力卫星总体技术与地面演示验证，测绘科学技术奖，特等奖, 2020 ，排名第 1.

 高精度卫星重力数据处理技术及其应用研究，湖北科学技术进步奖，三等奖, 2022 ，

排名第 2.

7. 工作经历

2000/7—至今 西安测绘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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