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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简介

诸立新，男，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昆虫生物资源利用和多样性保护；多年来一直从事蝶类分子系统学和分子系统地理学研

究，主持环保厅横向项目1项，参加国家自然科学基金2项，主持安徽省教育厅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项，安徽省教育厅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4项，安徽省教育厅高校教研项目3项；发表论文30余篇。

主要学习和工作经历

1. 1990年7月安徽师范大学生物系毕业，获学士学位，同时至滁州学院化学生物系工作。

2. 1993年9月至1994年7月在四川大学生物系助教进修班学习。

3. 1999年8月至2000年8月在安徽师范大学硕士学位班学习。

4. 2004年9月至2007年7月在安徽师范大学生命科学院攻读博士学位。

5. 2008年8月至2013年4月于实验实训中心担任主任职务

6. 2011年8月至今于生物与食品工程学院担任院长职务

7. 2013年5月至今于科技处担任处长职务

主要研究方向

昆虫学、分子生态学和分子系统学等研究工作，尤其致力于蝶类的分类学和分子生态学的研究。

获奖情况

1. 2014年荣获安徽省科学技术（自然科学类）二等奖

2. 2014年被评为省级教学名师

3.2013年被评为滁州学院校级教学名师

4. 2012年获滁州学院教学成果奖一项

5. 2010年获安徽省教学成果奖一项

6. 2008年获滁州学院教学成果奖两项

讲授课程

动物学、遗传学、分子生物学、综合试验设计、动植物野外实习

近年主持参与的教学改革研究类项目（项目名称，项目级别，项目来源，主持/参加排名）：

1.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卓越工程师培养计划），省级，教育厅，主持；

2.研究型生物野外实习的探索，省级重点，教育厅，主持；

3.应用型人才培养背景下生物科学实验课程体系改革，省级重点，教育厅，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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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动物学》野外实习教学的研究，省级，教育厅，主持。

5. 安徽省高等学校省级质量工程项目：生物科学专业教师教学能力提升，（名师工作室，KJ2016SD44），参与。

近年主持参与的科学研究类项目（项目名称，项目级别，项目来源，主持/参加排名）：

1. 中国碧翠凤蝶的种群遗传结构及分子系统地理学研究（30870359），国家自然基金，排名第二，主要完成者；

2. 生物多样性示范观测（安徽大别山、黄山、八公山、琅琊山、天柱山观测样区），环保厅公益项目横向课题，主持；

3. 大翅绢粉蝶分子系统地理学研究，教育厅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项目批准号：KJ2014ZD19），主持；

4. 基于线粒体全序列对翠凤蝶亚属分子系统关系的研究（KJ2009B015），省级，教育厅自然科学基金，主持；

5. 影响安徽琅琊山中华虎凤蝶种群数量的因素，教育厅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批准号：KJ2013Z245），主持；

6. 蝴蝶重元素X荧光分析及其对环境污染的指示意义，省级，教育厅自然科学基金，主持；

7. 安徽蝶类资源调查，省级，教育厅自然科学基金，主持；

8. 基于线粒体基因比较分析前殖孔类的进化（项目批准号：1408085QC67），省级，安徽省自然科学基金， 第二。

9. 多足动物对土壤生境的适应进化及分子机制的研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项目批准号：31401971），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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