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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历介绍：

　　张健旭，男，1964年生，籍贯河北赵县，博士（1997），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科学院

动物研究所动物行为和化学通讯研究组组长。现任中国动物学会理事，动物行为学分会理事长。以

褐家鼠、小家鼠、黄胸鼠等我国主要害鼠为主要研究对象，对种内和种间化学信号的组成及功能的

进行研究；并在信号鉴定的基础上，针对化学通讯系统的整个回路，开展化学信号受体、嗅觉认知

的神经回路及调控基因的研究。最早在国内鉴定出高等动物的若干信息素，在国际上首先鉴定出大

鼠和鸟类的性信息素，并且在国内合作研究了多个类群的信息素成分。现在主要研究方向包括：

（1）在重要鼠类行过程中重要的化学感觉信息分子（有机小分子、肽类物质）组成；（2）利用基

因组学、分子生物学等技术研究遗传和环境互作对鼠类化学信号的影响及分子遗传机制；（3）在分

子水平上研究化学信息接受、识别和激发行为产生的神经回路及神经内分泌机理化学信号调节行为

的神经机制；（4）鼠害控制：利用合成的信息素探索通过调节动物的行为来降低鼠害的措施。目前

承担科学院先导项目B，国家自然基金等多项研究课题；与国内外有广泛的合作。在Chemical

Senses, Behavioral Ecology, Journal of Chemical Ecology, Physiology and Behavior,

Neuroscience, Proceeding of Royal Society Proceeding B, Nature neuroscience，G3( Genes,

Genomes, Genetics)，Frontiers in Zoology, Frontiers in Behavioral Neurosci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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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lecular Biology and Evolution等杂志独立或合作发表论文四十多篇。毕业生到国家科研单位、

国内高校等从事科研和教学工作。指导本所硕士生5名，毕业博士生4名，出站博士后2名。在读硕

士生1名，博士生3名。

主要经历：

1. 1983.9-1987.6： 河北大学生物系生物学专业（保定）；学士学位。 论文“长耳鸮的越冬生

态”，指导老师：曹玉萍。

2. 1989.9-1992.6： 华东师范大学生物系动物生态学专业(上海)， 理学硕士。论文“长江下游地区

三种雁的越冬生态学”，导师：陆健健。

3. 1992.8-1994.8：河北省教育学院生物系（现已并入河北师范大学）教师。

4. 1994.9-1997.6：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生态学专业，理学博士。 论文“大仓鼠化学通讯的研

究”， 导师王祖望和副导师张知彬。

5. 2002.4-2004.7：美国 Indiana 大学化学系外激素研究所和动物行为整合研究中心博士后研究人

员（Research associate）。

6. 1997.7-现在：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及研究员和博导。

研究领域：

挥发性信息素和蛋白质信息素的化学组成、行为功能及其信号间的互作。

鼠的信息素的分化、性选择、遗传分化和生态适应的相互关系。

信息素的嗅觉接收和调节各种行为的神经通路及分子机制。

高等动物化学信号在高等动物控害保益方面应用途经。

承担科研项目情况：

雄鼠社会优势地位相关的信息素及其表观遗传的机制 （NO.31872227; 2019.01-2022.12，

国家基金委面上项目）。

黄胸鼠入侵京津冀的途径及快速适应的基因组和行为证据 （NO 5192015； 2019年1

月-2021年12月, 北京市自然基金）。

黄胸鼠和褐家鼠种间互作对信息素性状位移的可能影响及调控机制，基金委面上项目，2016-

2019 （项目主持人）

鼠类种内信息流的识别机制， 中国科学院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B类），2014-2019（课题

级主持人）

褐家鼠气味对小家鼠繁殖行为的影响及其机制， 基金委面上项目，2013-2016 （项目主持

人）

褐家鼠的基因组变异及其对化学信号与配偶选择的影响，基金委重大研究计划培育项目，

2013-2015 （项目主持人）

攻击与亲和社会行为的机理和异常 国家科技部973科学前沿课题2010.1-2014.12 （课题级主

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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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给考生的话：

　　喜欢动物，热爱行为，整合技术，探索理论，脚踏实地，求是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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