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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历：

2002 年6月毕业于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地球科学学院地质学专业，获得理学学士学位（导师：冯庆来教
授）； 
2002年9月进入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环境地球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攻读硕士学位（导师：王世杰研
究员）； 
2004 年9月转为提前攻读博士学位； 
2007年7月博士毕业（导师：王世杰研究员），并留所工作，同时被聘为助理研究员； 
2011年1月被聘为副研究员，硕士研究生导师。 

研究方向：

长期从事环境地球化学研究，涉及稳定同位素地球化学、水文水化学和碳循环等方向，通过对我国西南喀
斯特洞穴现代环境和表生岩溶带水运移的监测来实现； 
最近，拟通过涡度相关技术(EC)和大孔径闪烁仪(LAS)等手段开展喀斯特洞穴的“烟囱效应”研究(碳循
环)。 

承担科研项目情况：

1、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领域前沿项目：喀斯特地区土壤水运移过程 
2、贵州省科学技术基金项目：利用稳定同位素研究贵州喀斯特山地的土壤水运移过程 
3、中科院西部博士资助项目：洞穴次生化学沉积物稳定碳同位素的生物量效应研究 
4、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现代洞穴次生化学沉积物稳定碳同位素的生物量效应 
5、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子课题：绕月探测工程科学数据应用与研究 
6、国家重大基础研究(973项目)专题：喀斯特“烟囱效应”的源汇解析及对喀斯特地区碳通量的影响 

专家类别：

职务：

2012年任环境地球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党支部委员

社会任职：

中国矿物岩石地球化学学会终身会员

获奖及荣誉：

2011年获得中国科学院“昆明分院优秀共产党员”荣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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