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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延军平 

性    别 男 

出生年月 1956年12月 

最终学历 研究生 

职    称 教授（博导） 

电   话 029-85310525

学    位 博士 

E_mail yanjp@snnu.edu.cn

通信地址 陕西师范大学99号信箱（710062） 

研究方向 灾害地理、环境变化 

※个人简介※ 

延军平，男，1956年12月生，陕西省绥德县人，中国共产党党员，现为陕西师范大学旅游

与环境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人文地理学学科带头人。 

延军平教授于1978年2月考入陕西师范大学地理系学习，1986年7月，在陕西师范大学地理

系攻读区域地理专业理学硕士学位，2003年在西安理工大学获水文学与水资源专业工学博士学

位。1986年7月留校任教，1988年晋升为讲师，1992年破格晋升为副教授，1999年晋升为教

授。1998年增列为硕士研究生导师，2003年增列为博士生导师。兼中国地理学会世界地理专业

委员会委员，中国自然资源学会资源持续利用与减灾专业委员会委员，陕西省地理学会副理事

长，《灾害学》、《陕西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编委，陕西师范大学学术委员会委

员，享受2004年度政府特殊津贴。 

近20年来，延军平教授先后为本科生主讲《世界自然地理》、《灾害地理学》、《时间地

理学》、《全球环境问题与对策》、《西部大开发概论》等课程，教学重视新内容补充、重视

新手段的应用、重视学生实际能力培养，并经常积极指导本科生“三下乡”等社会实践活动。

2000年获陕西师范大学教学质量优秀奖，主持完成的“高等学校‘灾害与对策’课程体系建设

研究”，1999年11月获陕西省政府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作为第四完成人完成的“面向21世纪

高等师范院校地理学专业课程体系改革与实践”，2001年获陕西省政府优秀教学成果特等奖和

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在2004~2005学年陕西师范大学“赛教”活动中获“校级教学能手”

称号，2005年获陕西师范大学“教学标兵”称号。 

※学术研究※ 

主持的研究课题： 

1.        国家攻关项目子专题西北干旱脆弱生态区可持续发展模式研究”，(96-920-13-01)（1999-20

02）， 

2.        陕西省自然科学基金“全球变化下关中平原贫水化过程的环境与经济效应研究”（99D0

1）（2000-2002）， 

3.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全球变化下秦岭南北地区环境脆弱程度的比较研究”（4007100

5）（2001-2003）， 

4.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西部大开发中的生态环境建设战略研究——陕甘宁老区实证分

析”(01BJY045)（2001-2002）， 

5.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西部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重建研究”课题（0

4JZD00010）（2005-2007）， 

6.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2004年度重大项目“陕甘宁老区生态脱贫途径研究”（0

5jjd770013）（2005-2007） 

在国内外公开发行的刊物上发表的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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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延军平等.中国西部大开发的战略与对策.科学出版社.2001.2 

2.        延军平.时间地理学。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6 

3.        Yanjun-pingLiuYan-sui.AstudyonenvironmentalaridityovernorthernandsoutherntoQinlingMountainsundercl

imatewarmingJournalofGeographicalSciences(地理学报)2001.11（2）：193-201 

4.        延军平.试论中国的海洋生态环境问题.西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99,29(1),76-79 

5.        延军平.渭河谷地的气候暖干化分析.环境科学.1999.20(2)：85-87 

6.        延军平等.“泾渭分明”的现代过程分析.地球科学进展.1999.14(5)：464-46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