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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教教教教学学学学工作工作工作工作 

承担的课程：矿物岩石学 

二、二、二、二、学学学学术术术术研研研研究究究究 

1、承担的科研项目 

2009-2011，“东海内陆架沉积物古环境、古气候演化记录”，中国石油大学（华东），纵向，3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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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要科研方向简介 

主要从事海洋沉积与矿物学的研究工作，具有良好的出海作业经验。2006年7-9月，作为领队组

织并参与了东海海上调查工作，包括海底沉积物和悬浮体采样，负责样品现场分析测试。2008年6-9

月，参加我国近海海洋综合调查与评价专项的海上调查工作，主要负责海底表层和柱状沉积物取

样，室内进行了轻矿物鉴定工作。2008年9-10月参加了中海油湛江分公司南海海域的重力、磁力调

查。2006~2008年，完成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东海内陆架泥质沉积体及其古环境记录”(编号：

40576032)，开展了大量沉积学、矿物学和地球化学方面富有创造性的工作。 

利用位于东海内陆架沉积中心的EC2005孔沉积物样品完成了博士学位论文“东海内陆架泥质区

EC2005孔沉积特征及古环境记录”，分析了研究区末次冰消期以来的沉积环境演化、海平面升降、浙

闽沿岸流形成历史、稳定的泥质沉积体形成历史及其蕴含的古气候信息，揭示出世界范围内存在的

新仙女木事件、8.2 ka冷事件和5500 a冷事件，特别是在中全新世5.9~5.2 ka BP期间的高分辨率材

料（1.0-1.5 a）研究方面，发现了62 a和11 a的太阳活动周期以及与现代ENSO周期相似的6 a和5 a

周期，认为中全新世东亚冬季风演化可能是太阳活动以及古ENSO事件对全球气候系统的影响所致，

并指出5500 a冷事件可能对中国乃至世界的古文化、古文明产生了重大影响。在物质来源研究方

面，指出末次冰消期初期至今，研究区主要物质来源发生了巨大变化，经历了湖盆流域物质为主阶

段-湖盆流域物质为主向长江物质为主转变的过渡阶段-长江物质为主的阶段，认为其他河流物质也

会影响到研究区，并认为海平面以及流系的形成、演变是物质来源发生变化的重要原因。根据陆源

物质粒度和矿物成分之间的关系，建立了陆源物质平均粒径与主要矿物成分含量大小的函数模型，

探讨了陆源物质矿物、地球化学成分与粒度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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