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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小娟，女，1981年12月出生，博士，副研究员，中共党员。2002年毕业于河南

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生物科学专业；2007年毕业于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获水生生

物学博士学位；2007年7月到水利部中国科学院水工程生态研究所工作。现主要从事生

态规划、生态毒理、生物监测等方面的研究工作。已主持完成“全国重点湖泊水库生态

安全保障方案”项目 “三峡水库生态安全保障方案”专题中的子专题“三峡水库水生态

保护策略研究”。参加完成科研项目10余项，主要有：水利部948项目“藻类在线水体

生态毒性监测系统”、水利部财政预算项目“三峡水库消落区生态环境调查及保护对策研究”、湖北省水产管

理办公室委托项目“葛洲坝水利枢纽下游河势调整工程对中华鲟自然保护区的影响及环保措施”、重庆大唐国

际武隆水电开发有限公司委托项目“乌江重庆流域水电开发协调性及生态保护措施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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