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设为首页  |  加入收藏  |  English  |  陕西省科学院  |  中国科学院 请输入关键字  

 

   首  页   机构概况 机构设置 科研成果 研究队伍 学术交流 科研进展 党群园地 科学传播

吴晓民

时间：2010-01-24 来源： 作者： 点击：次

 

职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濒危物种科学委员会专家组成员。环境保护部环境工程中心常聘专家。陕西省生态环境保护专家。陕西省自然科学系列高级职称评

审委员会委员。陕西省动物学会副理事长。西北五省（区）野生动物保护委员会委员。陕西省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常务理事。经济动物学报编委、副主任委员。 

简历：1984年毕业于吉林农业大学后进入陕西省动物研究所工作至今，2001年晋升为研究员。2012年评为二级研究员。 

研究方向：以青藏高原地区和秦巴山区为研究区域，开展交通设施（铁路、公路）建设中野生动物监测与评估，野生动物种群现状和变化规律的研究，

野生动物栖息地调查与评估，野生动物种质资源保存技术研究，具体包括青藏铁路运营期沿线野生动物及栖息地调查与评估、藏羚羊迁徙规律的研究、青藏公

路对动物资源的影响及对策、灾后大熊猫栖息地调查与评估、西成铁路野生动物影响评价工作，以期为我国大型工程项目对野生动物及环境影响的监测提供数

据支持与技术支撑。 

承担科研项目： 

1.“青藏铁路运营期野生动物通道监测评估”，国家林业局野生动植物保护司项目，52万元（2007年-2011年）； 

2.“青藏铁路沿线野生动物保护研究”，日本文部省基础研究补助基金，44.82万元（2009年-2010年）； 

3.“青藏公路对动物资源的影响及对策研究”，交通部西部交通计划项目，10万元（2009年-2010年）； 

4.“湿地生物多样性保护技术体系”，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子课题，50万元（2008年-2012年）； 

5.“西城铁路对秦岭野生动植物栖息地环境影响评价项目”，世界自然基金会（WWF）项目，14万元； 

6.“西（安）成（都）高速铁路对秦岭地区生物多样性影响监测方案和施工前期调查”，世界自然基金会（WWF）项目，15万元； 

7.“新建铁路西安至成都客运专线陕西段野生动物影响评价”，铁道部项目，12万元； 

8.“保护秦岭野生生态环境研究”，西安市科技局项目，5万元； 

9.“陕西省野生动物资源数据库建设” 陕西省重大科技创新项目，7万元； 

10.“珍稀濒危鸟类和植物繁育技术与示范”，科技部科技支撑计划项目子课题，30万元（2009年-2011年）； 

11.“汉中城固军民两用机场扩建工程生态调查评价”，国家环境保护部环境发展研究中心，6万元（2011年-2012年）； 

专家类别：陕西省突出贡献专家；2011年科学中国人（2010年度）人物称号。 

获奖及荣誉： 

“西藏藏羚羊生物生态学研究”获得2010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青藏铁路工程”获得2008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 

“青藏铁路野生动物通道对藏羚羊等高原有蹄类动物的有效性监测”获得2007年度陕西省科学技术奖二等奖。 

“西藏藏羚羊生物生态学研究”获得2008年度西藏自治区科学技术奖一等奖。 

“陕西主要野生动物繁育及种质资源保存技术研究”获得2008年度陕西省科学技术奖三等奖。 

近五年主要论文： 

姓 名 吴晓民 性 别 男 

职 称 研究员 学 历 农学学士 

电 话 029-83217212 传 真 029-83217248

电子邮件 
wuxiaomin66@163.com

邮政编码 710032

通讯地址 西安市兴庆北路88号 陕西省动物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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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以上为2007年至2011年期间，排在前三位的文章；“*”为通讯作者） 

出版著作目录： 

1 《中国秦岭生物多样性的研究和保护》科学出版社         2010年   参 编 

2 《西藏藏羚羊》                  中国林业出版社      2009年   参 编 



3 《青藏铁路建设之野生动物保护》 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6年   主 编 

4 《人工养麝与取香技术》          金盾出版社          2003年   副主编 

5 《陕西特种养殖》                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1年   主 编 

6 《养蛇与蛇产品加工》            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  2001年   副主编 

7 《特种经济动物繁养问答》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9年   参 编 

8 《特种经济兽类养殖技术》        广东经济出版社      1999年   副主编 

9 《观赏动物养殖学》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6年   参 编 

10 《实用经济动物养殖学》         吉林科学出版社      1992年   参 编 

11 《貂病防治-附养貉技术》        陕西科技出版社      1987年   主 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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