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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保护与生物多样性研究中心

    副研究员，从2004年6月至今，在自然保护与生物多样性研究中心从事自然保护区管理研究工作。 

个人简况： 

    2004年毕业于安徽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获植物学硕士学位，2010年在职攻读南京林业大学生态学博士。在南京所期间，作为科研

骨干力量先后参与了“十五”科技攻关、“十一五”国家科技支撑项目、环保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环境保护部

事业费课题等国家级、省部级、国际合作项目及横向科研项目20余项，其中主持中央级公益性科研院所基本科研业务专项1项，技术负责

多项省部级课题。目前已发表学术论文近30篇，出版专著1部，起草的《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监察指南》、《自然保护区综合科学考察规

程(试行)》等技术规范已由环保部正式印发。作为环保部推荐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评估专家，已对广东、湖南、云南等省42处国家级保护

区进行了管理评估；2011年作为全国人大环资委自然遗产保护法立法专家组成员，积极推进立法进程；在环保部挂职期间起草的“关于落

实温家保总理对鄱阳湖实施南极模板原生态保护建议批示精神的意见”获2009年环保部优秀公文称号；多次参加全国自然保护区管理培训

班并授课，多次赴国外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及培训，并作英文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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