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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要介绍 主要从事生物多样性保护，以及生态评价与生态规划方面的研究 

学习经历 

学士：1995.9～1999.7 湖南农业大学 

硕士1：1999.9～2002.7 湖南农业大学，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 

硕士2：2002.9～2004.3荷兰地学信息科学与对地观测国际学院(ITC) 

博士：2002.9～2006.7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 

工作经历 2006.7～至今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 任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 

研究方向 GIS和RS及其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的应用；生态评价与生态规划 

承担课题 

主持课题 

1. 环保部专项课题:全国生态环境问题及其十年变化评估.2011-2013. 

2. 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课题：全国生态专题数据库. 2012-2014 

3. 国土公益项目课题：国土生态环境功能评价技术与应用。2010-2013年. 

4.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旗舰种保护区及其它濒危物种的保护效果及优化方法研究。2010-2012。 

5. 973专题：区域生物多样性维持功能尺度特征及其评价方法。2009-2013。 

6. 中欧生物多样性项目：基于生态保护的海南省县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编指导手册。2008-2010。 

7. 环保部课题：全国综合环境功能区生态管理目标与对策研究。2010-2011. 

8. 环保公益项目子课题：基于资源环境承载力的全国重点行业类型区划及其准入方案。2008-2010。 

9. WWF课题：秦岭山系生物多样性保护关键区域分析与自然保护区体系规划项目。2008-2009。 

10. 中科院创新项目子课题。汶川地震灾区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综合评估与恢复重建规划-生态指标。2008-2009。 

11. 海南省环科院课题：海南省自然保护区发展规划评估与修编咨询。2009-2010。 

12. 海南省资源环境厅课题：海南铜鼓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信息系统开发。2008-2009。 

13. 中国环科院。青藏高原生态功能区划研究。2008-2009。 

参与项目： 

1.重庆市环保局课题. 森林重庆生态效益评估. 2010-2011年 

2.国家林业局课题.全国大熊猫保护工程规划（2011-2020），2009-2011年. 

3.科技支撑：汶川地震恢复重建科技快速响应。2008-2009。 

4. 院创新课题专题：灾区生态与自然保护区环境遥感监测与评估。2008-2009。 

5.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杰出青年基金，岷山三维景观研究， 2005-2007。 

6. 中欧生物多样性项目:主体功能区生态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政策研究，2008-2009。 

7. 北京市国土资源勘测规划中心项目：北京市生态服务功能空间特征评价，2008-2009。 

8. 国家发改委项目。主体功能区禁止开发区研究。2007。 

9. 国家发改委项目。全国主体功能区划方案及遥感地理信息支撑系统。2007. 

10. WWF项目：自然保护区管理有效性评价.2006-2007年。 

11. 原国家环境保护总局课题：全国生态功能区划.2001-2002。 

12. GEF课题：中国南方地区自然保护区体系规划，1999-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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