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山大学海洋科学学院“海洋大讲堂”记录表 

主讲题目 台风灾害的特征、影响和防御 

主讲嘉宾 王麟 助理教授 活动序号 总第 88 讲 

活动地点 珠海校区教学楼 C205 活动时间 2022 年 3 月 23 日 19:00-20:00 

学生参与情况（参与学生人数、年级、专业、学院，学生兴趣、参与度等）： 

海洋科学学院 2018 级、2019 级、2020 级本科生，参与人数约 100 人。 

内容摘要（主讲的大致内容、学生提问与互动情况等）： 

在第六十二个世界气象日到来之际，为了帮助同学们认识气象工作在海洋研究领域的

重要应用，进一步理解 2022 年世界气象日主题“早预警、早行动：气象水文气候信息，助

力防灾减灾”的深刻含义,我院于 3 月 23 日晚在中山大学珠海校区教学楼 C205 举办世界气

象日专题海洋大讲堂。王麟助理教授应邀作题为“台风灾害的特征、影响和防御”的报告。 

王麟助理教授首先为同学们介绍了世界气象日的起源与设立意义，世界气象日是世界

气象组织成立的国际纪念日，旨在唤起人们对气象工作的重视与热爱，推广气象学在航空、

航海、水利、农业和人类其他活动方面的应用。王老师以“卡特里娜”、“桑美”等经典台

风事件为例引入本次报告的主题。通过王老师的介绍，同学们认识到台风具有两面性，在

带来降温降雨的同时，也可能会对人类的生命财产安全和生产生活造成严重的破坏。因此，

“早预警、早行动”具有重要意义。 

之后，王老师从生成机制、风力等级划分、命名规则、环流结构、时空分布等方面系

统介绍了台风的特征与成因。王老师指出，台风一方面会对沿海地区造成不小的破坏，另

一方面它也能打破海水分层结构，有助于将深层海水中丰富的营养盐带至表层，促进初级

生产力的提高，从而增加受影响海域的渔业资源容量。王老师还为同学们介绍了台风观测

的主要方式以及台风预警系统工作的原理、优势和不足。目前，我国对于台风的观测主要

依托于科研项目，在业务化领域里缺乏更加精确的观测体系。经过王老师的讲解，同学们

意识到加强对台风等气象水文气候信息的监测将会极大推动防灾减灾工作的开展。本次讲

座科普性与学术性兼具，内容充实，发人深省，同学们认真听讲，反响热烈。 

2022 年世界气象日的主题是：“早预警、早行动：气象水文气候信息，助力防灾减灾”，

表明在当前的气候背景下，各类自然灾害防御工作刻不容缓。传统的天气预报系统已经无

法满足人们的需求，对台风灾害破坏程度准确地预测评估，是未来气象研究工作的重要方

面，从而为提前部署针对性的防御工作提供理论指导和参考。而海洋和大气联系紧密，海

洋是地球大气最大的水汽来源，极端的气象灾害事件将极大影响海洋状况。加强对于气象



工作的认识，助力防灾减灾，与每一位海洋学子的学习和生活息息相关。通过王麟助理教

授的报告，同学们获益匪浅，将会积极地投身其中，为防灾减灾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主讲人简介】 

王麟，气象学博士，助理教授，于 2021 年 3 月加入中山大学海洋科学学院。长期从事

气候动力学研究，主要研究方向为热带印度洋海洋-大气相互作用及东亚地区气候变异，相

关研究工作发表于 Climate Dynamics、Journal of Climate 等高水平国际期刊。目前在研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 1 项，承担本科生《海洋科学与工程概论》（海气相互作用部分）、《海洋灾害》、

《气象灾害》以及研究生《海洋气候动力学》等课程。 

参与老师： 

  记录人：  林 玮   

 2022 年 3 月 23 日 

备注： 

 

 

 

 

 

 

 

 

 

 

 

 

 

 

 

 

 



 

王麟助理教授作报告 

 
讲座现场 

 



 

 

 

同学们认真听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