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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教授 

1997－2000年  中科院南京土壤研究所  博士研究生  土壤资源管理 

1994－1997年  南京大学城市与资源学系  硕士研究生  环境地理学 

1980－1984年  浙江大学地球科学系  本科  地球化学 

2002－现  今  南京大学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副教授、教授 

2000－2002年  南京大学自然地理学博士后流动站 

1984－1994年  安徽省地质矿产局助理工程师、工程师 

1. 土地利用变化的环境效应 

2. 环境污染物表生行为 

3. 区域环境质量演变 

1.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利用河流沉积物定量提取巢湖流域磷来源信息 主持  

2. 江苏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基于水系沉积物测量的秦淮河流域水污染特征识别 主持  

3.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长江三角洲城市化对河流水系与水文过程的影响机制研究 主要成员  

4. 中国地质调查局项目 华东沿海滩涂生态地球化学评价 主要成员 

1. 土壤与植物生态学 (本科生课程，土壤部分)  

2. 资源环境实验分析 (本科生课程)  

3. 自然地理学野外综合实习（本科生课程，土壤部分）  

4. 环境地理学 (硕士研究生课程)  

5. Hydrochemistry（作为访问教授在瑞典乌普萨拉大学讲授的研究生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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