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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招聘

姓　　
名：

张　琼

学　　
科：

动物生态学和保护生物学

电话/传
真：

+86-10-64807075 / +86-10-
64807099

电子邮
件：

zhangqiong@ioz.ac.cn

通讯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北辰西路1号院5号 中国科
学院动物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动物生态与
保护生物学重点实验室 100101

更多信
息：

      English

简历介绍：

学习经历：

1995-1999 年于东北林业大学 野生动物资源学院获得学士学

位

1999-2002 年于东北林业大学 野生动物资源学院获得硕士学

位

2002-2005 年于中科院动物所获得博士学位，研究论文的题目

为“海南坡鹿种群遗传多样性的研究”。

工作经历：

2005年7月——2010年12月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 动物生态

与保护生物学重点实验室 保护生物学研究组 助理研究员

2011年1月——今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 动物生态与保护生

物学重点实验室 保护生物学研究组 副研究员

海外留学经历：

2009 -2010年荷兰瓦格宁根大学作访问学者

 

研究领域：

　　保护遗传学，分子生态学。

获奖及荣誉：

　　2005 获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优秀研究生 

承担科研项目情况：

主持的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中国羚牛的遗传多样性及边缘交

错区种群的亚种归属的探索研究”（No.30770304）

目前承担的项目：

　　中国科学院创新项目“秦岭地区西藏山溪鲵的资源分布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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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与景观遗传学研究”

2007年以来参与完成的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海南坡鹿分类地位的研究”

（No.30670241）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基于3S技术对海南坡鹿栖息地的

历史演变与适宜性现状及其再引入保护选址的研究”（No.

30770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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