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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 师 简 历  

牛翠娟    （博士    1965.6 出生） 

·教授、博士生导师

·联系方式： 010-58807966（Tel）
  010-58807720（Fax）
·电子邮件： cjniu@bnu.edu.cn

·个人主页： http://ecology.bnu.edu.cn/niucj/html/index.htm

         个人简介

    1985年7月毕业于中国海洋大学水产系养殖专业；之后由教育部派遣经日语培训后于1986年到日本留学，

攻读渔业资源专业研究生；1992年3月毕业于日本国北海道大学水产学部，获水产学博士学位；同年入北京

师范大学生物系孙儒泳院士实验室做博士后；1994年9月博士后出站后任北京师范大学生物系副教授；2000

年9月起任北京师范大学生物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多年来从事水产动物生理生态、营养与应激生理、生态

毒理、浮游动物分子遗传学方面的研究。特别关心环境（温度、光照、水质、污染物）及营养物质对水生

动物生长、繁殖、免疫、能量利用与分配及进化的影响。发表论文70余篇；主编或参编教材4部；主持或参

加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国家重大基础研究计划项目（973）、教委教学改革项目等20余项；获1998年霍

英东青年教师奖，2004年北京市高等教育教学成果二等奖。北京市水产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动物学会两栖

爬行动物学分会理事；中国生态学会动物生态学专业委员会委员。 

         主要研究内容

主要研究环境特别是胁迫环境对水生动物生命过程与进化的影响，以及动物适应环境的生理、生化与分

子机制。在生物学不同层次、水平上，了解进化压力对水生动物重要生命过程的影响，探讨水生生物多样

性的分子与生理、生化基础。

目前主要研究方向包括：1 各种生态因子（无机环境因子、食物营养因子、生物因子、污染因子）对水

生动物生命过程的影响及动物适应的分子与生理生化机制；2 浮游动物（轮虫）种群分子进化及其与环境的

关 系。

近年来研究室所承担的主要科研项目如下：1 淡水轮虫及枝角类动物物种分化及适应极端环境的研究， 

"国家重点基础研究计划973"专题(G2000046804)；2 慢性环境胁迫对中华鳖能量收支和免疫功能的影响，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面目项目(30271024)；3 周期性孤雌繁殖动物种群遗传分化与其生境、生态性状关系的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30470309）；4 维生素C对龟鳖幼体温度应激反应及冬眠的影响及作用，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30671598）；5 辽东湾内分泌干扰物质的生态风险评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

目分项课题（项目号：20610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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