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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2 年毕业于沈阳农业大学，农业化学学士、植物营养学硕士、土壤学博士，

现任职于大连海事大学环境学院。本实验室（交通污染与控制，筹建）现与澳大

利亚昆士兰大学环境毒理学研究中心、加拿大环境部大气质量研究所、韩国仁川

大学空气质量研究所进行着长期科研合作与交流，同时与国内多所大学及科学院

研究所进行着长期合作，实验室为全球大气被动监测网络（GAPS）亚洲国际合作

伙伴之一。 

学习与⼯工作经历： 

1988 年 9 月－1992 年 7 月：沈阳农业大学土壤与农业化学系，本科； 

1992 年 9 月－1993 年 10 月：沈阳农业大学土壤与农业化学系，助教； 

1993 年 10 月－1994 年 10 月：东北煤炭总公司住俄罗斯合资企业俄文翻译； 

1994 年 10 月－2002 年 10 月：沈阳农业大学土壤与农业化学系，讲师，副教授； 

1996 年 9 月－1999 年 7 月：沈阳农业大学与中国农业大学联合培养硕士研究生； 

1999 年 9 月－2002 年 7 月：沈阳农业大学与中国科学院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联

合培养博士研究生； 

2002 年 10 月－2004 年 10 月：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国家重点实验室博士

后； 

2004 年 10 月至今：大连海事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教授。 



学术兼职：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地球科学学科函评专家，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省外评审

专家，中国海洋学会海洋遥感专业委员会委员（2006 年-2009 年），大连市清洁

生产审核专家，美国化学学会会员（American Chemical Society）。 

研究领域： 

   有机污染物区域环境过程；船舶废气排放与控制；全球 ECA(排放控制区)设

计理论；痕量化合物富集纯化材料开发；环境监测仪器设备与控制软件开发。 

承担课题： 

1. 2014 年 1 月-2017 年 12 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有机硅氧烷大气

排放及其海陆归趋（41371448）”负责。 

2. 2007 年 1 月－2009 年 12 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渤海沿岸地区

硫丹排放通道及其多路径模拟（40671166）”负责。 

3. 2003 年 8 月－2008 年 8 月：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规划（973）项目“长江、

珠江三角洲地区土壤和大气环境质量变化规律与调控原理（2002CB410811）”

经费：3000 万，子课题 “长江三角洲地区土壤中主要持久性毒害物控制对

策与环境质量调控战略（2002CB410811）”负责。 

4. 2014 年 10 月－2015 年 10 月：大连市环保局项目“大连市企业 VOCs 排放清

单调查与监测”负责。 

5. 2010 年 6月-2013 年 6月：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土壤与农业可持续发

展国家重点实验室开放课题（Y052010024）“果树种植区土壤与大气中硫丹

污染特征的研究”负责。 

6. 1999 年 3 月－2002 年 3 月：中国科学院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陆地生态重点

实验室开放课题“农田生态系统阿特拉津生态风险评估”负责。 

7. 2007 年 1 月－2009 年 1 月：中国科学院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陆地生态重点

实验室开放课题“渤海沿岸地地区硫丹监测与分析”负责。 

8. 2003 年 3 月－2004 年 3 月：中国科学院咨询评议项目 “东南沿海经济快速

发展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与对策”专家组成员。 



9. 2005 年 1 月－2008 年 12 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典型区土壤和

作物中重要化学物质的时空分布规律和风险预测（40432005）”主要参加。 

10. 2009 年 11 月－2011 年 6 月：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 计划） “土壤

污染诊断和生态毒性测试技术的开发与示范应用课题（2009AA06Z402）”参

加。 

11. 2003 年 7 月－2006 年 7 月：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项目“典型有毒污染

物质在东南沿海典型城市地区环境中的分布规律及重要界面过程

(KECX3-SW-429)”参加。 

12. 1996 年 3月－1999 年 3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土壤-植物相互作

用的根际微生态效应(39790101)”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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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专利： 

1. 一种柱分离色谱仪（201110255817.X）（授权） 

2. 四通道色谱分离仪（201230192106.8）（授权） 



3. 多歧管真空器、固相萃取管、液相萃取管及固相/固液相负压萃取仪

（200410066156.6）（授权） 

4. 一种用于分离 PCBs 或 OCPs 的分离柱填料及分离方法（201310275489.9）（授

权） 

5. 一种新型低流量空气采样器（受理） 

软件著作权： 

1.一种四通道色谱分离仪控制软件 SFWCE1.0（2013SR0007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