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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历：

l993年昆明理工大学（昆明工学院）地质系获学士学位；  
l997年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获硕士学位；  
2002年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获博士学位； 
l997-2002年：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2002-2003年：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 
2003年至今：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研究员； 
现为环境地球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 

研究方向：

氮是构成生物蛋白质和核酸的主要元素之一，氮循环是受人类活动影响最大的元素之一，因此对氮的研究在环境地球化学、
生物地球化学、生态学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氮同位素作为一种稳定可靠的技术，在污染源确定和生物地球化学循环机制
的示踪方面展现了良好的应用前景。我国环境领域氮同位素的应用研究起步较晚。我的工作主要是使用氮同位素（结合碳同
位素和氧同位素等）技术手段，对（喀斯特地区）大气—土壤—植被—河流—湖泊中的氮源以及氮的生物地球化学循环进行
示踪。过去和现在的工作包括，湖泊水体无机氮、颗粒态氮以及沉积物有机氮、吸附态铵的氮同位素组成示踪，城市大气气
相氮、气溶胶态氮以及雨水（酸雨）中的不同形态氮的氮同位素组成示踪，氮同位素示踪植被对大气环境变化的响应与反

馈，沉积有机碳氮同位素对湖泊富营养化历史的重建等。   

承担科研项目情况：

[1].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浅水湖泊沉积物中反硝化作用的同位素地球化学研究", 批准号：40173012 (2002-2004).  
[2].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沉积物有机碳氮同位素记录富营养化湖泊古生产力演化", 批准号：40373039 (2004-2006). 
[3].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重大项目子专题 "营养水平与湖泊沉积物中地球化学指标关系研究", M批准号：KZCX1-SW-12-
I-01-02  (2003-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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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地球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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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肖化云, 刘丛强，李思亮. 贵阳地区夏季雨水硫和氮同位素地球化学特征. 地球化学. 2003,32(3): 248-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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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化学. 2002, 31(6): 571-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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