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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育背景

2013.09-2017.07 理学博士 北京大学，生态学

2011.08-2013.07 联合培养硕士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

2010.09-2013.07 理学硕士 安徽师范大学，自然地理学

2006.09-2010.07 理学学士 安徽师范大学，地理科学

 

二、工作经历

2020.08-至今 北京林业大学，林学院，青年研究员

2017.11-2020.07 首都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讲师

 

三、国际合作与交流

2020.09-2021.08 瑞士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瑞士森林、雪与景观研究所，博士后

（Swiss Government Excellent Scholarship ）

2019.02.01-02.13 罗马尼亚国立生态环境研究所，政府间例会合作项目，访问与交流

2018.09.24-09.30 德国耶拿马普生物地球化学研究所&第十届国际生态信息学大会，交流与报告

2015.03.01-06.30 瑞士苏黎世大学，博士生交流与学习

 

四、教学经历

主讲课程：《全球变化与生态环境》（硕士）、《林学概论B》（本科）、《森林学基础》（本科）

参与课程：《森林学基础理论与技术》（硕士）、《森林学基础与前沿》（博士）、《高级城市生态
学》（硕博）

五、研究方向

全球变化生态学：环境变化对陆地生态系统的影响—现象、机制和应用（森林、草地和农田）

（1）聚焦于理解全球变化对陆地生态系统的影响研究，尤其是对森林碳汇的影响，关注碳循环关键过

程，包括树木生长、凋落物产量、土壤微生物群落与结构、温室气体排放等；通过野外实验，结合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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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植物功能属性的模型预测，评估全球变化对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影响。

（2）植物化学计量学：探索不同研究尺度上植物化学计量特征与其功能间的关系，从植物化学计量

关系的角度揭示植物生理生态变化的特征。

（3）植物—土壤微生物互作：探索不同养分添加水平下森林生态系统中植物与微生物的相互作用关

系，从地下过程的角度预测并解释全球变化对森林生态系统中地上部植物的影响。

 

六、研究项目

[1] 中国科学院A类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创建生态草牧业科技体系”子课题，基于生态化学计量原理的

牧草全产业链养分变化及调控技术，260万元，11/2020-10/2025，主持；

[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施氮条件下土壤微生物对森林植物化学计量关系的调控

（31800397），33万元，01/2019-12/2021，主持；

[3] 北京市委组织部优秀人才培养资助-青年骨干个人项目，京津冀主要湿地植物化学计量特征对水环

境的指示及其应用，01/2019-12/2020， 6万元，主持；

[4]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科技服务网络计划STS子课题，天然草地改良评价，01/2019-07/2020， 20

元，主持；

[5] 中国-罗马尼亚政府间例会合作项目，气候变化对森林和农田生态系统土壤微生物结构和功能的影

响：现状、机制与对策，01/2019-12/2019，8万元，主持；

[6] 北京市属高校—中国科学院联合本科生实培计划，臭氧和氮沉降复合污染对林木幼苗生理生态功能

的影响，01/2018-12/2018，6

元，主持；

[7] 武汉大学合作项目-鄂州市齐心湖水生植被修复，01/2018-12/2018，20万元，主持；

[8] 国家重大科学研究计划项目，中国陆地生态系统碳源汇特征及其全球意义（2010CB950602），

2013-2014，参与；

[9]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创新研究群体，中国陆地植被的时空格局与生态功能（40024101），2014-

2017，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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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指导学生与获奖情况

2016级本科生



比赛：2019年首度师范大学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

题目：一种用于管腔器械烘干的装置

成员：丁月泓、洪一凡

奖项：校级三等奖

成果：申请实用新型专利“一种用于管腔器械快速烘干的装置”

时间：2019年

2017级本科生

比赛：2019年首度师范大学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

题目：坝上地区退耕还林还草对土壤微生物的影响

成员：高菲、葛星菲

奖项：校级二等奖

时间：2019年

2018级本科生

比赛：第五届北京市大学生生物学竞赛奇思妙想竞赛单元

题目：加冕计划

成员：赵佳月、程可欣、陈胧、黄一范、温婕

奖项：北京市三等奖

时间：2019年6月

比赛：第五届北京市大学生生物学竞赛奇思妙想竞赛单元

题目：定居藻知道

成员：王海彤、王美良辰、王昕

时间：2019年6月

项目：2020年度首都师范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获国家级优秀奖）

课题：特大城市内植物叶片属性的变化——以北京市为例

成员：赵佳月、程可欣、黄怡婷、胡欣宇

时间：2019年10月

 

项目：2020年度首都师范大学理科校内创新实践基地实训项目

课题：基于哨兵-2影像评估我国北方半干旱天然草地恢复的效果

成员：耿麟、何萱、王豫桐、郭丹卉

时间：2019年12月

比赛：第四届全国大学生生命科学竞赛

题目：植物比叶重计算方法的适用性—以打孔称重法和ImageJ软件法为例

成员：赵佳月、程可欣、温婕、陈胧

奖项：全国三等奖

时间：2020年11月

2019级研究生

项目：2020年度首都师范大学实验室开放基金

课题：施氮对温带落叶阔叶林植物叶属性的影响

成员：林权虹、唐莹、赵常提、李世斌



时间：2019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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