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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

获奖情况: 

中国公路学会科学技术奖1等奖（B07-1-017-004）：多年冻土地区公路生态环境保护与评价技术研究，
2007，交通部 
北京市教育成果（高等教育）2等奖：面向现代化和国际化的土壤地理学教学改革与学生创新能力培养，
2004，北京市人民政府 
中国自然资源学会第四届理事会批准的先进工作者，2004年，中国自然资源学会 
北京师范大学高等教育教学成果1等奖：土壤地理学立体教材建设，2004，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优秀科技成果奖（证书号：2002-85-01）,2002年，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科研管理组织奖二等奖，2001年，北京师范大学 

张科利老师简历

生于1962年1月。日本农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地理学与遥感科学学院教授。 

主要从事的专业领域为土壤与环境、土壤侵蚀及水土保持。 

主要研究方向为水土保持、土壤侵蚀机理及土壤侵蚀预报模型等。 

主要学习工作经历及出国进修情况: 

1981年～1985年 陕西师范大学地理系，本科 

1985年～1988年 中国科学院水土保持研究所，硕士 

1988年～1992年 中国科学院水土保持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1993年～1996年 日本鹿儿岛大学大学院，博士 

1996年～1998年 清华大学水利系，博士后 

1998年至今 北京师范大学地理学与遥感科学学院，教授 

Top 

近期主持的科研项目: 

项目名称 来源 经费 年限 本人作用 

黄河上游塌岸侵蚀特征、影响因子及区域变化 973专题 50万 2011～2015 主持 

西南喀斯特地区坡面土壤侵蚀及其估算 面上基金 45万 2011～2013 主持 

农田小流域道路侵蚀评价模型研究 国家重点实
验室 15万 2009～2010 主持 

中国北方风蚀区风蚀强度估算与评价 国家林业局 30万 2009～2011 主持 

公路建设中弃土场水土流失规律及估算模型 交通部 35万 2009～2011 主持 

河北坝上土壤植物实习基地建设 基金委 37万 2008～2010 主持 

小流域道路侵蚀及路网对侵蚀产沙影响的研究 面上基金 35万 2007～2009 主持 

西南喀斯特地区土壤侵蚀机理及水土流失预测 横向课题 85万 2006～2009 支持 

公路建设对地表水系及水文特征影响评价技术 交通部 20万 2007～2009 主持 

北方侵蚀严重区土壤可蚀性及其估算 面上基金 25万 2003～2005 主持 

出生缺陷发生率与环境关系研究 973专题 42万 2004～2006 主持 

多年冻土区公路边坡水土流失规律及防治体系 交通部 20万 2003～2005 主持 



Top

社会兼职: 

中国土壤学会土壤侵蚀专业委员会委员 
交通部交通科学研究院客座教授 
宝鸡文理学院兼职教授 
北京师范大学土壤与环境实验室主任 

Top

发表学术论文: 

    从1988年以来，用中、日、英文在《科学通报》、《Soils & Tillage Research》, 《Transportations 
research Part D》、《Journal of Arid Environments》、《CATENA》、《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科学通报》、《水土保持学报》、《泥沙研究》、《土壤学报》、《地理学报》、
《生态学报》、《自然资源学报》、《地理研究》、《水土保持通报》、《自然科学进展》，以及日本
《农业土木工程学会论文集》、《土壤の物理性》等十余种专业刊物上发表论文100余篇。参与编写《中
国水土保持》、《中国的荒漠化及其防治》、《土壤侵蚀预报模型》、《土壤地理学》等专著4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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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PAVED ROAD SURFACES ON THE LOESS PLATEAU, Transactions of the ASABE, 2011, Vol.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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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Haiying Yu, Keli Zhang*.  Links between environmental geochemistry and rate of 

birth defects: Shanxi, China, 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 409（2011）447-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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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2009）155-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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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D，2006，11:302-309,  

8.       Jilei Wu, Jinfeng Wang, Bin Meng, Gong Chen, Lihua Pang, Xinming Song, Keli Zhang et al. Explora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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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Zheng Fenli, Tang Keli and Zhang Keli: Relationship of Eco-Environmental Change with Natu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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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学报，2011，Vol.22(1):99-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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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28 (1):143-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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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Vol. 42(5):1276-1280 

20.    戴海伦, 金复鑫, 张科利 : 国内外风蚀监测方法回顾与评述，地球科学进展，2011，Vol. 26 (4): 

401-408  

21.    董建志，张科利，张卫香，邵社刚：山区高速公路弃土场形态研究及区域差异分析，水土保

持通报，2011，Vol.31(2):164-167 

22.    董建志，张科利，王颖，苑爽，张卫香：黄土高原公路弃土场侵蚀规律及其模拟研究，水土

保持学报，2011，Vol.25(2):67-71 

23.    熊亚兰，张科利：全球气候变化对贵州省径流模数的潜在影响，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

2011，Vol.27(3):82-85 

24.    熊亚兰，张科利：全球气候变化对贵州省输沙模数影响分析，泥沙研究，2011，No .3:23-28 

25.    郭中领，张科利，董建志，王 颖，刘宏远，王 维：利用分形理论解决不同土粒分级标准间

土壤质地资料的转换问题，地理科学，2011，Vol.31(10):1254-1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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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2010，Vol.17(5):3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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