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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介绍:  

2002 年 8 月作为引进人才进入北京理工大学化工与环境学院，开辟了环境污染治理微

生物学新原理、新方法和新技术研究方向；近年来，致力于经济、高效、节能和绿色的固废

资源化处理生物技术研究。在国际生物技术顶级刊物 BT等权威杂志发表 SCI论文 30 余篇，

获得国家发明专利授权 6项，成为国际上固废生物处理技术研究的重要实验室之一。2012

年 9月韩国世界生物技术大会（4年一次）受邀做特邀报告，并主持环境微生物技术分会生

物淋滤主题；2014年 1月受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邀请为全国固废从业专业人员讲授

固废处理新技术；课题组还聘请全国唯一的固废处理领域院士----中国环科院段宁研究员为

兼职博导，进一步加强了研究力量和学术地位。 

教育经历：    

1987-1991    武汉大学环境科学系（本科） 

1991-1994    广州暨南大学水生生物研究所（硕士） 

1997-2000    南开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博士） 

2000-2002    中科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 （博士后） 

工作经历： 

 1994-1997     山西大学环境科学系  助教 

2003-2004     德国 COTTBUS 大学短期  访问学者 

2011-2012     台湾云林科技大学环安系  客座教授 

2002-2015     北京理工大学化工与环境学院  副教授、教授、博导 

2015-         北京理工大学材料学院  教授、博导 



研究领域 

危险固废种类多、数量大、分布广，包括废旧电池、电子垃圾、电镀废渣、焚烧飞灰、

冶炼尾渣和采选废渣等。这类固废通常含有剧毒金属如汞、镉、铬、铅和砷，环境污染严重；

另一方面，往往又含有稀贵和有价金属如金、银、铂、铟、钴、镍、锂、铜、锌、锰和锆等，

堪称二次矿产。从中回收有价金属，实施资源化处理，代表这类固废处置的方向。固废生物

处理技术课题组致力于经济、高效、节能和绿色的固废资源化处理生物技术研究，即首先应

用生物淋滤技术在常温常压条件下溶释固废中剧毒和有价金属离子，再通过生物选择性还原

获得单质态稀贵金属如金、银、铂、铟或具光电转化活性的纳米硫化物及其量子点如硫化锌、

硫化锰、硫化铅、硫化镉等，以此同时实现有价和剧毒金属的资源化处理。围绕固废生物处

理技术研究，针对不同类型固废优化了淋滤工艺、揭示了淋滤机理、研发了生物淋滤专用反

应器、确立了高固液比下有价金属高效浸提关键技术；应用生物还原技术制备了 ZnS 纳米颗

粒、CdS 纳米薄膜、六方形 MnS 单晶等。 

社会任职 

美国化学学会会员，中国微生物学会环境微生物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环境科学学会重

金属污染防治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有色金属学会环境保护专业委员会委员、《环境科学与

技术》编委会委员，台湾国立云林科技大学客座教授，国际期刊《Journal of Hazardous 

Material》，《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和《Water Research》特约审稿人。主要

研究领域为危险固体废物的微生物资源化处理技术研究。主持和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国家 973、环保部科研项目、北京市重点实验室科研项目等；在包括《Bioresource Technology》

（影响因子 4.98），《Water Research》(影响因子 4.85)，《Biotechnology progress》(影响

因子 2.28)等在内的国际国内著名学术刊物发表论文 80 余篇，其中 SCI 和 EI 收录 50 篇，

高水平论文（IF>4.0）10篇，授权日本专利 1项，中国专利 5项。2012年 9月在第 15届世

界生物技术大会（4年一次，号称生物技术的奥林匹克）受邀做特邀报告并主持环境微生物

技术分会生物淋滤主题。2012年 10月在第 6届亚欧真空及表面国际会议上受邀做大会报告。

2014年受聘为国家人力资源部危险固废从业人员职业培训授课专家。 

获奖情况 

1. 北京理工大学优秀研究生指导教师（2006，2009） 

2. 中国微生物学会环境微生物专业委员会优秀论文奖（2010.1012） 



科研项目 

 1、山东省环保科研项目。废旧锌锰电池生物淋滤专用反应器和软磁材料制备设备研发。

20131041016，2014/01-2016/12，59万元。在研、主持。 

2、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生物淋滤-生物还原耦合反应从废旧锌锰电池制备纳米硫化锌和

硫化锰。21277012，2013/01-2016/12，80万元。在研、主持。 

3、北京市重点实验室科研项目。高固液比条件下锂离子电池中锂和钴高效溶出关键技术。

3100012250901，2012/03-2016/03，65万元。在研、主持。 

4、教育部博士点基金。典型冶炼废渣中有价金属的生物浸提。 20131101110044，

2013/01-2015/12，12万元。在研、主持。 

5、环保部科研项目。生物淋滤-生物还原复合工艺从电解锰渣制取高纯纳米硫化锰试验研究。

3100040910001，2012/02-2014/12，35万元。结题、主持。 

6、国家 973 项目。新型二次电池及相关能源材料的基础研究。2009CB220100，2009-2013，

32万元。结题、参加。 

7、环保部科研项目。DDT污染场地微生物修复技术研究。3100041010011，2010/05-2012/03，

20万元。结题、主持。 

8、兵器工业总公司火炸药局科技专项。硝基化合物废水处理技术研究。105004061005，

2006/06-2009/7，37万元。结题、主持。 

9、环保部科研项目。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处理处置技术汇集和研究。1050036120801，

2006/07-2008/08，30万元。结题、主持。 

10、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染料生物吸附/解吸分子机理及回收废水染料原理研究。

20307002，2004/01-2006/12，22万元。结题、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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