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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汉族，甘肃镇原人，地球化学专业理学博士学位，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

研究所兰州油气资源研究中心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研究

生院教授；任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任兰州大学客座教授；是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

领域知识创新工程重要方向项目：《中国西部典型沉积盆地优质油藏形成条件及动力学

过程》（KZCX3—SW-128）首席科学家。1990年去日本进行学术交流；2002年去俄罗斯

访问和科学考察；2004年去美国访问和科学考察；2007年去英国访问和学术交流。 



主要从事油气地球化学、石油地质和有机地球化学研究工作。曾作为项目负责人和

主要科研人员，完成了包括国家973、国家攻关、国家基金、甘肃省基金、所长基金、

国家重点实验室基金、国家研究专项、中国科学院重中之重项目、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

重要方向项目和横向合作项目等41佘项科研项目，其中25项为课题负责人。先后发表科

技论文123篇，其中31篇文章在SCI收录的刊物上发表，得到国际同行的高度评价；合著

和参与编写专著4部；成果中多项获国家及部门奖励，获甘肃省科技进步二等奖一项

（排名第一），获青海省科技进步二等奖一项（排名第一），获甘肃省科技进步三等奖

一项（第一完成者）。获甘肃省地质学会授予的“甘肃省青年地质科技奖”；获中国科

学院研究生院优秀教师荣誉称号；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证书；

为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项目(KZCX3-SW-128)首席科学家；为《当代中国人才库》名

誉主编；担任《天然气地球科学》副主编。中国矿物岩石地球化学学会会员，中国石油

学会会员，甘肃省地质学会会员，甘肃省石油学会理事，甘肃省石油学会地球化学委员

会副主任，甘肃省矿物岩石理事。 

负责的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项目“中国西部典型沉积盆地优质油藏形成条件及

动力学过程”研究成果被甘肃省科技厅组织专家评审为“国际领先水平”；负责的项目

“鄂尔多斯盆地马岭地区大陆河流相油藏形成机制与高效开发研究”研究成果被甘肃省

科技厅组织专家评审为“国际领先水平”、负责的项目“柴达木盆地低成熟油气成因及

成藏机制” 研究成果被青海省科技厅组织专家评审为“国际领先水平”、负责的项目

“陇东马岭－演武地区滚动扩边潜力研究”研究成果被甘肃省庆阳市科技局组织专家评

审为“国际先进水平”。 

研究成果主要有: 

1.油气地球化学和石油地质研究:主要对我国西部塔里木、柴达木、鄂尔多斯、准

噶尔、民和及四川等含油气盆地中油气和烃源岩地球化学和石油地质进行了较为深入的

研究,总结了这些盆地的油气成因问题,并在中国西部典型沉积盆地优质油藏形成条件及

动力学过程；未-低成熟沉积有机质成烃演化机制与油气潜力；西部典型沉积盆油气藏

形成条件和分布规律；碳酸盐岩天然气地球化学特征与源岩的相互关系；不同环境的成

烃作用及原油特征；大陆河流相油气成藏规律；储层致密史与成藏机制；煤层气形成的

热动力学机制；油气运聚机理等油气成因方面获得了许多新的认识。这些研究成果不仅

为西部诸含油气盆地的石油勘探与开发提供了重要的科学依据，而且对油气形成理论的

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2.沼泽和海洋沉积有机地球化学研究：系统地研究和总结了我国南沙海洋沉降颗粒



物质、海底沉积物和甘南沼泽沉积物有机地球化学特征,阐明了这些地区有机质来源和

有机质分布、聚集、保存、早期演化的规律,以及它们与气候,沉积环境和生态环境的关

系。发现现代海洋中大陆坡最有利于有机质聚集和保存,提出了控制有机质含量和性质

的生物生态区系新概念,建立了海洋沉积环境中有机质性质判识的生物标志化合物组合

及其埋藏早期化的新模式。利用有机碳同位素和一些生物标志化合物组成,探讨了该区

古气候和古生态环境问题,该成果不仅为南沙海区环境资源调查提供了重要的科学资料,

而且充实和发展了现代有机地球化学,并为海相和陆相油气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

据。 

3.生物标志化合物碳氢同位素地球化学研究:综合研究了生物合成过程中脂类化合

物同位素分馏;系统研究了现代沼泽和海洋沉积物中单个正构炕经、脂肪酸、脂肪醇和

甾醇化合物碳氢同位素组成及成岩变化,首次从碳氢同位素方面阐明了这些化合物的成

因,并且提出了低碳数脂肪酸和高碳脂肪醇可以来自细菌的新认识,修正了以往的观点,

这为生物标志化合物碳氢同位素地球化学这一新研究领域的应用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

依据。 

4.环境有机地球化学研究：系统地研究了兰州市大气飘尘的有机质通量、各类有机

化合物的浓度及组成和分布特征,阐明了兰州市大气飘尘中污染有机质来源和分布规律,

提出了污染有机质主要起源于化石燃料燃烧产物,部分来自微生物和现代高等植物,指出

了这些来源的污染有机质地区分布差异,这对兰州市大气污染的控制治理决策具有重要

的意义。 

5.金属矿床有机地球化学研究:系统研究了西成铅铸矿田毕家山铅铸矿及其围岩中

有机质性质,有机质来源和成熟度,进而阐明了有机质丰度与矿床金属元素含量、有机质

演化与矿化之间的关系,探讨了成矿溶液的成因, 成矿溶液的来源, 成矿溶液的运移方

式和矿床形成的环境,提出了矿床有机成矿的新观点, 这为矿田的勘探提供了重要理论

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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