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靳桂云 

女 

职称:教授，博士生导师

出生年月 ：1964年9月  
  
籍贯：山东

 

学习及工作简历：

1986年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学士

1989年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硕士

1999年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第四纪地质学博士

2002-2003年作为德国洪堡基金会高级访问学者，在德国考古研究院欧亚考古研究所从事植物考古研究

 

专业特长及近期研究方向：植物考古、现代科学技术在考古学中应用

 
email：gyjin@sdu.edu.cn 
 

 
目前承担的主要科研项目：

与烟台市博物馆合作课题：《烟台地区植物考古研究》，2007.10-2010.9

科技部文明探源工程：《距今3500-1500年环境与资源变迁(山东)》， 2007.1-2008.1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鲁东南地区中全新世气候演化及其对农业的影响》， 2006.1-2008.12

教育部科技重点项目：《鲁北地区中全新世环境演化及其对人类文化的影响》，2005.1-2007.12

教育部留学回国基金：《山东日照地区中全新世环境演化及其对人类文化的影响》，2005.1-2007.12   
 

 
  
论著 ：

◎著作与教材：

1 《考古学理论方法技术》 栾丰实 方辉 靳桂云编著 文物出版社 2002年 独立撰写“现代科学技术在考古学中的应用”

mailto:gyjin@sdu.edu.cn


1．《考古学理论方法技术》，栾丰实、方辉、靳桂云编著，文物出版社，2002年，独立撰写“现代科学技术在考古学中的应用” 

2．《植物考古-种子果实研究》（教材），刘长江、靳桂云、孔昭宸编著，科学出版社，2008年， 

 
◎主要论文：

1. 《Neolithic rice paddy from the Zhaojiazhuang site, Shandong, China》，《Chinese Science Bulletin》，2007年

52卷24期；

2．《胶州赵家庄遗址水田的植硅体证据》，《科学通报》，2007年52卷18期；

3．《中国早期小麦的考古发现与研究》，《农业考古》，2007年4期；

4．《山东地区植物考古的新发现和新进展》，《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5期；

5．《山东日照两城镇龙山文化（4600-4000cal yr BP）遗址出土木材的古气候意义》，《第四纪研究》，2006年26卷4期；

6．《青海互助丰台卡约文化遗址孢粉分析与人类活动研究－化石和现代表土花粉分析结果》，《华夏考古》，2006年3期；

7．《海岱地区龙山时代稻作农业研究的进展与问题》，《农业考古》，2006年1期；

8．《山东丹土和两城镇龙山文化遗址水稻植硅体定量研究》，《东方考古》(2)，2005年；

9．《山东日照两城镇遗址土壤样品的植硅体研究》，《考古》，2004年7期；

10．《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中全新世气候环境的演化及影响》，《考古学报》，2004年4期，《Chinese Archaeology》5（2005
年）；

11．《Mid-Holocene climate change in North China, and the effect on cultural development》，《Chinese Science Bulle
tin》2002年47卷5期；

12．《华北北部中全新世降温气候事件与古文化变迁》，《科学通报》，2001年46卷20期；

13．《山东临淄田旺龙山文化遗址植物硅酸体分析》，《考古》，1999年2期；

14．《龙山时代的古城与墓葬》，《华夏考古》，1998年1期；

15．《龙山文化城子崖类型分期》，《北方文物》，1994年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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