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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徐晓白 性别： 女

职称： 院士，研究员 学历： 无

电话： 010-62919177 传真： 0086-10-62923549

Email： xuxb@rcees.ac.cn 邮编： 100085

地址： 北京海淀区双清路18号，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

 

简历：

1927年5月生于江苏省苏州市，1948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化学系，毕业后即受聘到上海中央研究院化学所曾师从梁树权教授工

作，1950年中国科学院建立后，她跟随柳大纲院士先后在物理化学所、长春应用化学所和化学研究所（北京）从事无机化学研

究；1975年中国科学院环境化学研究所成立，她开始从事环境有机污染物的分析研究，开辟了环境化学新的学科领域。1980--

1982年美国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访问学者，并于1986、1991、1994年作为访问教授三次在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短期合作。1995年

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现任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学位评定委员会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还担任中国化学会常务

理事及环境化学专业委员会主任、中国SCOPE顾问与SCOPE SGOMSEC（化学品安全性评价方法科学小组）成员、UNEP/GEF（联合国

环境署全球基金委）STAPⅢ Member第三届科技咨询组成员。 

50年代初在柳大纲院士领导下，最先在我国研制成卤磷酸钙新型日光灯荧光料，并向南京灯泡厂推广成功，促进了我国照明事业

的发展；1958年为稀土资源利用，开拓了稀土高温二元化合物等的制备与物化性能的研究。1959年荣获全国三八红旗手称号，并

出席了全国群英会。60年代配合原子能任务，开展了铀氟化物研究以及燃料干法后处理等研究工作。1975年她带领一批中青年科

技工作者在有机污染物的分析、环境行为和生态毒理学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为开辟环境化学新学科领域作出了卓越贡献。80年

代初她在美国与加州大学合作研究期间，从大量柴油机尾气颗粒物的有机提取物中分离出上千个级分，以生物实验指引选取活性

级分，用高分辨率色-质谱法鉴定所含化合物。1981年首次报道从柴油机尾气颗粒物中检出2-硝基芴致癌物，1982年作为第一作者

报道检出50种NO2-PAH和含氧NO2-PAH等直接致突变物。这是关于柴油机排放颗粒物研究的重大突破。有关结果单篇已被国外文章

引用百余次，它是当时美国有关部门决策是否实施柴油机化的重要依据之一。返国后她继续组织推动着有关前沿研究，主持并参

加建立了复杂环境样品中痕量及超痕量污染物的一系列分析方法。在国内环境中检出一系列NO2-PAH的污染源，从鲁奇煤气化焦油

中检出600种化合物，发现其中2/3的致突变性来自多环芳烃、且氮杂PAH的活性更高。所积累的不同炉型和煤种燃烧排放PAH等的

数据，为我国当时的能源政策提供了科学依据。为保护环境和人体健康有着重要意义。80年代后期，开展了对有毒有机化合物的

环境化学行为、生态毒理与分布调查等交叉学科的研究。在作为第一主持人开展“八五”国家重大基金《典型化学污染物在环境

中的变化及生态效应》项目中，与九个兄弟单位合作，进一步拓宽了不同学科的联合，研究了一系列典型化学污染物在环境中的

存在、迁移转化及降解过程、生态毒理效应、定量结构与活性关系（QSAR）以及其对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的影响。进而建立了一

套综合研究污染物化学行为和生态效应的先进方法，发现了国内二噁英等的重大污染源及其生成机理；及其他一些新现象和新规

律。在此基础上建议了对生物危害的阈值，提出了生态调控对策，为阻断及防治相应污染等提供了科学依据。它对国家环保决策

部门、环境监理部门等均有重要的实用价值。1995年以来开展了国内持久性有机污染物（POP）的初步调查和一系列研究工作，为

我国参加讨论制订POP国际公约的代表提供重要科学资料并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较早在国内开展环境雌激素（内分泌干扰物）等

前沿研究，重视化学品安全性评价与生物标记物研究、绿色化学及清洁生产发展。1999年被聘为持久性有机污染物（POP）国家技

术协调组成员。促进了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安捷伦亚大地区北京环境分析实验室的建立和运行；还为创建《环境化学和生态毒理中

科院重点实验室》作出了贡献。 

徐院士曾于1978年获中国科学院稀土利用及原子能后处理等研究重大成果奖三项；1989年《硝基多环芳烃和多环芳烃综合研究》

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三等奖（获奖第一人）；1990年被评为中国科学院优秀研究生导师；1999年《典型化学污染物在环境中的变化

及生态效应》重大基金获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一等奖（获奖第一人）；2001年获何梁何利奖。另获国家及中国科学院奖励近十

项，已培养硕士生10余人、博士生20余人，博士后3人。在国内外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200余篇（其中SCI约50篇），译书一

本，合作编著中、英文专著三种。现主要进行环境安全研究、POP（PTS持久性有毒物）潜在致癌物、内分泌干扰物环境分析化

学、环境化学、固废物处理基础研究以及环境研究与能力建设、防治对策等方面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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