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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李迪强
性别：男
学历或学位： 博士 
职称： 研究员 

毕业院校/时间： 
  1992.8--1995.7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1987.9--1990.7 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生院/生物防治研究室，硕士研究生 
  1983.9--1987.7 湖南农业大学植物保护系，大学本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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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简历：
  1997.9－至今 中国林业科学院森林生态环境保护研究所自然保护区学科首席专家 
  1995.8--1997.9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博士后 
  1990.7--1992.8 湖南农业大学植物保护系，助教 

主要研究方向和主持的课题：
主要研究方向：
  自然保护区管理，保护生态学，
主持的课题
  目前在研项目主要有
  （1）气候变化对生物多样性影响（国家科技重点专项子课题）， 
  （2）野生动物类型自然保护区功能区划技术研究（国家科技支撑子课题）， 
  （3）秦岭山地珍稀濒危动植物保护与栖息地管理技术试验示范（（国家科技支撑子课题）， 
  （4）自然科技资源平台子项目“自然保护区生物标本标准化的整理、整合和共享试点”， 
  （5）先后主持科技部科技支撑项目藏羚羊拯救技术研究（2002-2006）， 
  （6）社会公益项目濒危动物保护技术（2002－2004）， 
  （7）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普氏原羚种群动态与景观异质性关系研究（2004－2006）， 
  （8）国家林业局项目自然保护区社会经济与生态价值研究（2003－2005）等以及国际合作项目长江上游森
林生态区系统保护规划以及东北内蒙古林区 自然保护区规划项目。主持科技部项目东北虎和大熊猫饲养，国家林
业局项目全国自然保护区系统保护规划项目。野生动物经济价值及其管理模式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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