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 年古生物学院研究生招生宣传简介 
 

一、 学院院标 

     
二、 学院简介 

沈阳师范大学古生物学院于成立于 2010年 12 月，是我国首家以学院为建制

的古生物学专业学院，也是目前国际上唯一的一所古生物学院。 

学院拥有一支高水平的师资队伍，先进的教学与科研设备，并以求实创新的

办学理念引领着学院各项工作的开展，学院的建立是我国高等教育促进古生物学

科发展和人才培养的一个新的尝试，在国内外将产生重要影响，学院现有教师

20 人，包括在职教授 7 人，副教授 4 人，讲师 4 人，助教 5 人；另有兼职教授

17人，含国内外院士 6人；在职教师中具有博士学位的 13人，硕士 7人。外聘

兼职教师包括国际著名古生物学家美国科学院 D.Dilcher 院士，俄罗斯科学院

M.Akmetiev 通讯院士，俄罗斯自然科学院 V.Krassilov 院士；国内兼职教授包

括我国著名地质古生物学家李廷栋、刘嘉麒、周忠和院士等。在职中青年教师包

括日本北海道大学博士胡东宇教授、澳大利亚迪肯大学博士段冶教授以及北京大

学博士周长付副教授等。 

学院拥有近 2000 m2的教学楼，附设我国规模最大的古生物博物馆，建筑面

积 15000m2，以及国土资源部东北亚古生物演化重点实验室、辽宁省古生物演化

与古环境变迁重点实验室、古生物研究所等实验研究平台，收藏化石标本 1万余

件；配备有 S-4800 扫描电子显微镜室及 4 个分实验室，以及迪尔切图书室

(Dilcher Library)，收藏美国科学院迪尔切院士捐赠的 6000余册古生物专业图

书、3万余册学术论文单行本及杂志。同时还有用于教学的古生物实验室，岩矿

实验室，构造地质实验室及公共微机室等。 

野外教学实验基地包括辽宁本溪，北票以及黑龙江嘉荫等多处化石产地。国

外合作教学单位包括德国图宾根大学地学院，俄罗斯联邦远东大学资源环境学

院，阿穆尔国立大学地质系，美国东田纳西州立大学生命科学系等。 

近年来，学院教师在古生物学，地质学，古人类学等领域取得了一系列重要

成果，在国际权威学术刊物--英国“自然”杂志，美国科学学院院刊，北美古脊

椎动物学报等发表了多篇论文，首次发现迄今世界上最早的带羽毛恐龙“赫氏近



鸟龙”，迄今世界上最早的真双子叶植物“李氏果”，中生代最早的会滑行的蜥

蜴“赵氏翔龙”，以及沈师鸟、渤海鸟、盛京鸟、辽龟等重要化石，为鸟类起源，

被子植物早起演化等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成果先后入选 2009 年中国高等学校

十大科技进展，和两院院士评选的 2009 年中国十大科技进展新闻，赫氏近鸟龙

标本曾于 2010年参展与上海世博会，受到国土资源部嘉奖。 

学院现已于美，英，德，俄，法，比利时，韩国，印度，巴西以色列等 20

个国家在古生物学研究机构或科学家开展了交流与合作。近年来，先后在本溪、

沈阳、朝阳、伊春等地多次主持国际古生物与地质学术研讨会，在国际上产生了

重要影响。 

学院古生物学专业下设古生物与演化生物学、古地理与古环境学、化石保护

与博物馆学、化石能源学 4个方向，学制四年，学生毕业后取得理学学士学位。

另有研究生 10 名。他们正以满腔热情投身于古生物学以及相关学科的学习，为

实现古生物学科的“中国梦”而奋发努力。 

沈阳师范大学古生物学院力争成为“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古生物学教学

与科研机构，为培养我国古生物学及相关学科的优秀后备人才而努力。她的成立

将为日益增长的古生物学研究，国民经济建设，化石保护工作等输送优秀的古生

物专业人员，她不仅能为我国及国际古生物学科发展增添后继，而且也将为我国

化石保护工作的高水平的开展做出重要贡献，一个崭新的、朝气蓬勃的古生物学

院，正在东北老工业基地的首府-沈阳崛起。 

 

三、 学科专业特色 
古生物学是地质学和生物学两大一级学科的交叉学科，在自然科学基础研究

中占有重要地位。古生物学科已有两百余年的发展历史，近二十年来，由于新兴

实验手段、技术方法的应用，古生物学科在多个领域取得了迅猛发展。目前，古

生物学研究领域存在两大发展趋势，1、综合化：本学科与地球化学、地球生物

学等学科深度交叉融合，在生物与环境、地史时期重大气候和环境事件、重大生

物演化事件、综合生物地层学等方面举得了长足进步；2、深入化：本学科诸如

引入 X-射线 CT扫描、同步辐射等实验手段以及支序分析、定量分析等技术方法，

对古生物化石的所蕴含的意义的认识日趋深入。中国古生物学科近 20 年来也取

得了举世瞩目的研究成果，先后发现了云南澄江生物群、辽西燕辽生物群及热河

生物群等世界级化石宝库，并在早期生命、寒武纪生命大爆发、早期陆生植物、

被子植物起源、鸟类起源、哺乳动物起源及早期演化、古人类等领域取得了多项

世界级成果，中国古生物学者先后在美国 Science 和英国 Nature 等国际权威学

术刊物发表学术论文近 200篇。目前，古生物科已经我国在自然科学领域少数处

于领先地位的优势和特色学科，具有重要的国际影响力，许多中国学者在古生物

学及地层学领域的国际学术组织担任重要职务，国内先后承担了多项大型国际学

术会议。 

从古生物人员需求看，由于国内古生物学科本科及研究生培养体系的不健

全，传统的石油、煤炭、地质等行业目前急需古生物专业人员；此外，近年来随

着国家及辽宁省经济社会的发展，为了满足人民群众对精神文化的需求，众多自

然类及地质类博物馆、国家地质公园的建立以及文化创业产业的发展，都对古生

物人才产生的大量新需求。此外，国家《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的建立，也为化

石保护为此，加紧培养古生物专业人才和后备力量已成为学科发展及满足社会需



求的当务之急。 

沈阳师范大学古生物学院（研究所、博物馆）是辽宁省唯一专门从事古生物

学研究的科研机构，目前以成为我国东北地区最大的古生物研究中心，也是我国

新兴的古生物学研究基地之一。目前学院的古生物学科在学科建设创新理念的引

导与支持下，已经汇聚了一支优秀的科研队伍，拥有良好的科研与教学条件，利

用辽宁得天独厚的化石资源，在被子植物起源、鸟类起源、哺乳动物起源与早期

演化等领域取得了多项世界级研究成果。本学科在沈阳师范大学将得到特色发

展，这不仅将能在一定程度上满足日益增长的古生物学科研和人才培养的需要，

也能为贯彻落实国家《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及古生物学等的科学普及工作输送

一批优秀的古生物专业人员。沈阳师范大学古生物学科的建设在科学研究、本科

生及研究生培养、科学普及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实践证明，在沈阳师范大学

开设并发展古生物学科大有所为。 

 

四、 招生专业目录 

 

 
 

五、 导师简介 
 

 
张宜：博士，教授， 硕士生导师，中国古生物学会理事。专攻古植物及古地理学研究，研

究成果分别发表在《科学通报(Chinese Science Bulletin)》、《PNAS (美国科学院院报)》、

《Palaeoworld》、《古生物学报»等期刊上；主讲《古植物学》（辽宁省一流课程）等课程。

主要学术贡献是在东北首次所发现的少林肋木被国际古植物学界确定为安尼期全球肋木代

表。 2011年获辽宁省自然科学学术成果二等奖，2022 年荣获辽宁高校在线课程联盟“智慧

教学优秀教师”称号。 

 

 



 
田宁：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古生物学院院长/辽宁古生物博物馆副馆长（分管日常

工作），第四届国家古生物化石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古生物学会副秘书长、地球生物学分

会理事，中国植物学会古植物学分会委员，自然资源部东北亚古生物演化重点实验室副主任。

共计发表学术论文 40余篇，其中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 SCI 论文近 20篇，承担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项目 2项。先后入选辽宁省“兴辽英才计划（青年拔尖人才）”、辽宁省“优秀教师”、

“自然资源部高层次创新型科技人才培养工程（杰青）”，“辽宁省百千万人才工程（千人

层次）”及沈阳市“拔尖人才”。 

 

 
李莉：副院长，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古生物学教学副院长，不仅让学院教学秩序井然，保

证高质量完成教学任务和目标，更是把学生的成长与进步当成自己的事。承担多门本科、研

究生课程。科研是教学的基础与保证，以第一作者发表论文二十余篇。其中两篇论文（SCI）

获辽宁省自然科学学术成果奖。主持国家自然基金项目一项，省级项目多项，承担省级教改

项目一项。并指导学生参加省级大赛多次获奖。 

 

 

 
刘玉双：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古昆虫的系统分类和演化研究。主持国家自

然基金 2项，辽宁省教育厅项目 1项，并参与国家自然基金 2项。先后共发表昆虫科技论文

20 余篇（11篇 SCI收录，第一作者 9篇），并参编 3本专著。 

 



 
梁飞：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古生物学院副院长，主要研究领域为晚白垩被子植物的

起源与演化，共计发表学术论文 10 余篇，先后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2 项（面上项目和青

年项目），主持中科院国家重点实验室开放项目 1项，参与国家科技部基础性工作专项项目

1 项。获得辽宁省自然科学学术成果奖，一等奖 1项，辽宁省自然科学学术成果奖，三等奖

1 项。2019年入选 “辽宁省百千万人才工程（万人层次）”，2020年沈阳市“拔尖人才”。 

 

 

杨涛：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2005 年毕业于吉林大学地球科学学院攻读资源勘查工

程专业，2005-2010年吉林大学古生物学与地层学研究中心研究生，师从孙革教授，从事古、

中生代植物研究，2010 年古生物与地层学专业博士毕业。现在沈阳师范大学古生物学院从

事科研和教学工作，主要研究中国晚古生代安加拉植物群和中生代植物群。先后在 SCI 及核

心期刊上发表文章十余篇。 

 

 



赵明胜：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毕业于成都理工大学，获“构造地质学”博士学位。

主要从事沉积学和构造地质学的教学及科研工作。研究立足于塔里木盆地、鄂尔多斯盆地及

四川盆地，先后在国内外学术期刊发表学术论文 20余篇，其中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论文 11

篇，先后主持包括辽宁省科技厅、现代古生物学和地层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油气藏地质及开

发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等在内的科研项目 6 项，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1 项。2019 年

获辽宁省自然科学学术成果三等奖，2020 年入选沈阳市高层次人才。 

 

 

冯玉辉：博士，讲师，硕士生导师，毕业于吉林大学地球科学学院矿产普查与勘探专业，获

工学博士学位，主要从事盆地油气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现为沈阳师范大学古生物学院讲师，

主要承担结晶学与矿物学等基础地质教学工作。主持或参与国家级、省部级及横向课题共十

余项。共发表论文 15篇，其中 SCI期刊 6 篇，EI期刊 6 篇，核心期刊 3篇。 

 

 

谭笑：谭笑 博士，讲师，研究生导师。2018 年 12 月毕业于吉林大学地球科学学院古生物

学与地层学专业，博士期间由国家留学基金委公派赴美国印第安纳大学联合培养。2019 年

至今于沈阳师范大学古生物学院任讲师，主要从事中生代古植物学、孢粉学及古气候研究。

先后入选“辽宁省百千万人才工程（万人层次）”，“沈阳市高层次人才”等；在国内外学

术期刊发表（含合作发表）学术论文 11篇，会议摘要 7 篇，获得国际报告优秀奖 2 项；主

持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辽宁省科技厅博士启动基金等在内的科研项目 4项，参与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项目 2项。 

 

 

六、 有代表性的项目、成果、获奖及突出的基地、中心等 
近年来，学院承担国家、省及市级科研项目 45 项；其中，国家级项目 10



项，包括：国家自然基金面上项目 3项，基础科学中心子项目 1项、国际合作项

目 1项、青年基金项目 3项，科技部科技基础性工作专项 1项，中国地质调查局

项目 1项；获批辽宁省教育厅科学研究一般项目、国家重点实验室开放课题等省

部级项目 20 余项；获批沈阳市科技局科普项目 1 项，沈阳市科技局项目 2 项，

辽宁省化石资源保护管理局项目 1 项。五年累计获批科研经费 1256.7 万元，教

师人均年增科研经费超 15 万元。学院教师在学校认定的高水平期刊发表论文近

50篇，其中包括 PNAS、Nature Communications、Geoscience Frontier等行业

高端学术期刊论文 9篇。2019年，学院教师在美国《科学》（Science）杂志发

表学术论文 1篇，实现了我校在《科学》杂志发表论文零的突破。此外，出版学

术专著 7部，1篇资政建议被《新华社内参》刊发。五来年，学院获辽宁省科学

技术奖（自然科学）三等奖 1 项，其它省市级以上科技成果奖 20 余项。此外，

胡东宇团队“迄今世界最早的具不对称飞羽恐龙”研究成果入选中国古生物学会

评选的 2018年度“中国古生物学十大研究进展”。 

    2011 年 5 月，由我校与辽宁省国土资源厅共建的、我国迄今规模最大的古

生物博物馆——“辽宁古生物博物馆”正式开馆运行。2012 年，获批建设“自

然资源部东北亚古生物演化重点实验室”，并于 2015 年正式挂牌成立，这是自

然资源系统唯一一家古生物类重点实验室，辽宁省首家自然资源部重点实验室，

也是我校唯一一个部级重点实验室。2014 年获批建设“辽宁省古生物演化与古

环境变迁重点实验室”，“辽宁省东北亚古生物协同创新中心”，并与中科院南

京地质古生物所合作共建“东北亚古生物学协同创新中心”。2018 年，“东北

亚古生物演化重点实验室”获评自然资源部“优秀重点实验室”。经过十余年的

发展，现已构建起了院馆所“三位一体”，附设两个省部级重点实验室的完善的

学科构架，综合开展古生物教学、科研及科普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