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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赖旭龙，1964年 11月出生。古生物学及地层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地质大学国际合作处处长，

生命科学研究所所长。近十年多来长期从事生物地层学、生态地层学、沉积学及古地理学、分子古生物学

的教学和科研工作，近期科研方向：古代 DNA及演化生物学（大熊猫、象、古人类、水杉等）、古—中生代

之交牙形石生物地层学、古生态及演化、二叠—三叠纪之交事件地层学及生物大规模绝灭、秦岭、三江造

山带地区沉积学、古地理及区域成矿作用。作为项目负责和主要参加者主持或参加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部攻关项目及国际合作项目 10余项，现已在国内外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 50余篇，作为主要作者出版学术

专著 4 部。作为主要获奖者分别获地质矿产部科技成果二等奖、三等奖各一项，四川省科技进步奖三等奖

一项。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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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旭龙，男，1964年 11月出生。古生物学及地层学教授，博士

生导师。1984 年于武汉地质学院获学士学位，1991 年于中国地质大

学（武汉）获古生物学及地层学专业博士学位。1995年赴英国伯明翰

大学国际合作，1998年赴美国 Wayne州立大学生命科学系进修分子生

物学，1999年下半年至 2000年上半年到英国莱斯特大学进行分子古

生物学和微体古生物学国际合作。2001年 6月至 2002年 6月英国莱

斯特大学进行英国皇家学会皇家博士后工作（Royal Fellowship）。

曾任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地质系系副主任（1993．6—1994．12）、

湖北省地质学会青年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1993．1—1996．12）、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地

球科学学院副院长、院学术委员会主任（1995．1—1998．5）、地球科学院副院长（1998．6

—2001．1，在此期间不承担具体行政工作）。现任中国地质大学国际合作处处长（2002．2

—），生命科学研究所所长（2002．4—）。近十年多来长期从事生物地层学、生态地层学、

沉积学及古地理学、分子古生物学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作为项目负责和主要参加者主持或参

加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部攻关项目及国际合作项目 10余项，现已在国内外刊物上发表

学术论文 50余篇，作为主要作者出版学术专著 4部。作为主要获奖者分别获地质矿产部科

技成果二等奖（1993年）、三等奖（1994年）各一项，四川省科技进步奖三等奖（1999）一

项。1993 年分别获“中国地质大学（武汉）首届十大杰出青年”、“中国地质学会第四届青

年地质科技奖——银锤奖”等荣誉，1998年评选为“湖北省高校中青年学科带头人”，2001

年获湖北省“五四青年奖章”。 

近期科研方向 

古代 DNA及演化生物学（大熊猫、象、古人类、水杉等）。 

古—中生代之交牙形石生物地层学、古生态及演化。 

二叠—三叠纪之交事件地层学及生物大规模绝灭。 

秦岭、三江造山带地区沉积学、古地理及区域成矿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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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教学课程 

古生物学 

微体古生物学 

理论古生物学 

生物进化 

古生物地理学 

分子古生物学 

生物学 

国内外大学科研合作伙伴 

中山大学生命科学施苏华教授 

复旦大学生命科学院钟扬教授 

英国莱斯特大学地质系 Richard Aldridge教授 

英国莱斯特大学地质系 Mark Purnell博士 

英国伯明翰大学地球科学系 Anthony Hallam 教授 

英国利兹大学地球科学系 Paul Wignall博士 

英国纽卡瑟尔大学化石燃料和环境地球化学所 Matthew Collins博士 

英国牛津大学动物系 Alan Cooper博士 

美国布莱恩特学院科技系杨洪博士 

美国宾西法尼亚大学地球和环境科学系 Ben LePage博士 

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系李润权博士 

美国韦恩州立大学生命科学系 Edward Golenberg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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