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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 写 说 明

1.本申报书由申报人如实填写，并对所提供的材料负责。本表中填写的内容如有弄虚作假等不

实情形，一经核实即取消参评资格。如有涉密内容，请声明。

2.“二级学科”：按《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填写。

3.“主要学历”：研究生入学年月务必填准。

4.“主要工作和学术经历”：参加工作年月、晋升教授、担任博士生指导教师的年月务必填准。

5.“重要学术兼职”：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或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或教育部学科

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全国性一级学术团体的会长(理事长、主任)、副会长或

全国性二级学术团体的会长(理事长、主任)用黑体字填写，其它学术兼职用宋体字填写。

6.“所获荣誉称号”：国家教学名师奖，或获得国家杰出青年基金，或入选“长江学者奖励计

划”、“长江学者和创新团队发展计划”，或入选国家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万人计划”）杰

出人才、领军人才用黑体字填写，其它荣誉称号用宋体字填写。

7.“重要科研项目”：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首席专家项目，或国家社科基金重

大项目，或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或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用黑体字填写，

其它科研项目用宋体字填写。

8.“教学、科研获奖情况”：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或中宣部“五个

一工程”奖，或国家级教学成果奖，或国家优秀教材奖的一等奖，或著作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

成果文库用黑体字填写，其它获奖用宋体字填写。

9.“出席重要国际学术会议或到国（境）外讲学情况”中“本人所担任角色”指会议召集人、

主持人、大会发言人等。

10.“在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主要成就、贡献及客观反响”栏（3000字以内），填写反映本人

主要成就、贡献和学术水平的有关内容。

11.请同时提供以下附件材料：

（1）证明性附件

重要学术兼职的聘书或证书复印件；荣誉称号证书复印件；重要科研项目立项通知书或合同

书复印件；教学、科研获奖证书复印件；

（2）成果及反响附件

15项以内有代表性的论文、著作和咨询报告的原件及复印件（论文复印刊物封面、封底、目

录、正文；著作复印封面、封底、版权页、目录；咨询报告复印全文及采纳证明），咨询报告必

须有采纳证明，并写明所采纳的主要观点和价值或作用，否则无效；

成果被引用、被转载、被评价情况相关内容的复印件，相关部分用红线标出。



2

一、基本情况

姓 名 朱泓 性 别 男 民 族 汉族

出生日期 1951 年 8 月 18 日 党 派 中国共产党

工作单位 边疆考古研究中心 职称、职务 教授、中心主任

联 系 人

姓 名
刘艳 联系人电话

办公电话 85168767 住宅电话

手 机 13504474405

主
要
学
历
﹁
六
项
以
内
﹂

起止年月 校（院）、系及专业 学 历 学 位

1978，9-1982，7 吉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 本科 学士

1985，9-1989，7 吉林大学考古学系考古专业 研究生 硕士

1983，2-1983，5
赴四川大学参加国家文物局委托主办的
“体质人类学进修班”学习

1984，2-1985，7
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进修体质人

类学

主
要
工
作
和
学
术
经
历
﹁
十
项
以
内
﹂

起止年月 工 作 单 位 职 称 职 务

1982，7-1987，10 吉林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 助教 教师

1987，10-1990，1 吉林大学考古学系 讲师
考古教研室
副主任

1990，1-1994,9 吉林大学考古学系 副教授
教研室主任、副
系主任

1994，9-1999,10 吉林大学考古学系 教授
副系主任、系主

任

1999，10-至今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

教授（博导） 中心主任

2001，5-2008，10 吉林大学文学院 教授（博导） 副院长（兼）

2008，6-至今
吉林大学东北亚生物演化与环境教育部重
点实验室

教授（博导） 副主任（兼）

2013,8-至今
“边疆考古与中国文化认同”协同创新中心
（培育）

教授（博导） 首任主任

2013,11-至今
吉林大学-西蒙菲莎大学生物考古联合实验
室

教授（博导） 中方主任

2014,1-至今
国家文物局体质人类学与分子考古学重点
科研基地

教授（博导） 主任



3

重
要
学
术
兼
职
﹁
十
项
以
内
﹂

起止年月 兼职机构（团体）名称 职 务

1999，12-至今 中国考古学会 理事

2013，10-至今 中国考古学会 常务理事

2014，8-至今 中国考古学会人类骨骼考古专业委员会 主任

2000，9-至今 吉林省考古学会 副理事长

2002，5-至今 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 客座研究员

2011，3-至今
全国文物与博物馆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
委员会

委员

2013，12-至今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学科规划评审组 专家

所
获
荣
誉
称
号
﹁
十
项
以
内
﹂

荣誉称号名称 授予单位 授予时间

宝钢教育基金优秀教师 教育部 1997

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人事部 2000

吉林省省管优秀专家 吉林省委、省政府 2002

国家基础科学人才培养基金先进
工作者

教育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委员会

2002

吉林省首批高级专家 吉林省委、省政府 2005

吉林省第二批高级专家 吉林省委、省政府 2008

长春市“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长春市人民政府 2008

全国模范教师 教育部 2009

吉林省优秀博士后合作导师 吉林省人社厅 2011

吉林省资深高级专家 吉林省委、省政府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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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作为负责人承担的重要科研项目（10 项以内）

经费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来源及类别
经费

数额

起止

时间

最终成果

（名称、形式和时间）

1

汉民族历史形成过程

的生物考古学考察（首

席专家）

国家社科基

金重大项目

11&ZD182

80 2011-2016 系列专著与论文

2

蒙古族源问题的体质

人类学与分子考古学

研究

国家社科基

金重大委托

项目子课题

12@ZH014

160 2013-2017 系列专著与论文

3

青铜—早期铁器时代

蒙古高原古代居民体

质人类学的综合研究

教育部人文

社会科学重

点研究基地

重 大 项 目

11JJD78000

8

30 2011-2014 系列论文

4
新疆小河墓地人骨的

综合研究

国家哲学社

会科学基金

一 般 项 目

10BKG012

10 2010-2013 系列论文

5 现代考古学

国家基础科

学人才培养

基金特殊学

科 点 项 目

J0930002

210 2009-2012 专著、论文

6

中国边疆地区古代人

骨测量方法的标准化

与信息采集

科技部专项

项目
60 2007-2009 数据库、专著、论文

7

中国北方与青铜短剑

相关诸遗存的人类学

考察——人种类型与

教育部人文

社会科学重

点研究基地

20 2005--2008 系列论文

http://59.72.0.2/business/project/project.do?actionType=view&pageModeId=view&bean.id=5559&pageFrom=commonList
http://59.72.0.2/business/project/project.do?actionType=view&pageModeId=view&bean.id=5559&pageFrom=commonList
http://59.72.0.2/business/project/project.do?actionType=view&pageModeId=view&bean.id=5559&pageFrom=common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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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NA 重 大 项 目

05JJD78010

2

8

东北地区一至十世纪

古代人骨 DNA 分析与

体质人类学研究

国家文物局

边疆考古专

题项目

30 2002-2005 系列论文

9
自然科学方法在考古

学中的应用

国家基础科

学人才培养

基金特殊学

科点项目

200 2002-2005 专著、论文

10

中国边疆地区汉代以

后古人骨的研究——

人种类型与 DNA

教育部人文

社会科学重

点研究基地

重大项目

20 2000-2003 系列论文

三、代表性的论文、著作和咨询报告（15 项以内）

序号 题 目
发表刊物

（出版社、采纳单位）

发表时间

（出版或采纳时间）
本人排名

1

体质人类学

（普通高等教育“十五”

国家级规划教材）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4 年 12 月 主编

2
中国古代居民体质人类

学研究（专著）
科学出版社 2014 年 8 月 唯一作者

3
中国东北地区的古代种

族
《文物季刊》

1998 年 1 期

韩国《博物馆纪要》

（韩文）第 13 辑全

文转载，韩国檀国大

学校中央博物馆，

1998 年 12 月

唯一作者

4
内蒙古长城地带的古代

种族

《边疆考古研究》（第一

辑），科学出版社
2002 年 10 月 唯一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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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中国南方地区的古代种

族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

报》
2002 年 3 期 唯一作者

6 中原地区的古代种族
《庆祝张忠培先生70岁

论文集》，科学出版社
2004 年 6 月 唯一作者

7
中国西北地区的古代种

族
《考古与文物》 2006 年 5 期 唯一作者

8 东胡人种考 《文物》 2006 年 8 期 唯一作者

9
兖州西吴寺龙山文化颅

骨的人类学特征
《考古》 1990 年 10 期 唯一作者

10

内蒙古察右前旗庙子沟

新石器时代颅骨的人类

学特征

《人类学学报》 1994 年 2 期 唯一作者

11
中国边疆地区古代居民

DNA 研究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

报》

2003 年 3 期；

《高等学校文科学

术文摘》2003 年 4

期摘文。

第一作者

12

老山汉墓女性墓主人的

种族类型、DNA 分析和颅

像复原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

报》

2004 年 2 期；

《高等学校文科学

术文摘》2004 年 3

期摘文。《新华文摘》

2004 年 12 期全文转

载。

第一作者

13
古人骨DNA分析在考古学

研究中的应用
《中国文物报》

2010 年 1 月 15 日；

《新华文摘》2010

年 7 期全文转载。

唯一作者

14

喇嘛洞三燕文化居民族

属问题的生物考古学考

察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

报》
2012 年 1 期 第一作者

15

哈民忙哈遗址房址内人

骨的古人口学研究——

史前灾难成因的法医人

类学证据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

报》
2014 年 1 期 第一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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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学、科研获奖情况（10 项以内）
序

号
获奖成果名称

颁奖单位及

奖项名称

获奖

等级

获奖

时间

本人

排名

1 中国边疆地区古代居民 DNA 研究

吉林省第六次社会

科学优秀成果论文

奖

一 等

奖
2004 年 第一

2
老山汉墓女性墓主人的种族类型、

DNA 分析和颅像复原

吉林省第七次社会

科学优秀成果论文

奖

一 等

奖
2007 年 第一

3
体质人类学（普通高等教育“十五”

国家级规划教材）

吉林省普通高等学

校优秀教材奖

一 等

奖
2007 年 第一

4

瞄准国际前沿，立足文理交叉：开

创考古学高素质人才培养的新途

径

第 六 届 吉 林 省

高 等 教 育 教 学

成果奖

特 等

奖
2009 年 第一

5 考古学专业教学团队
2008 年国家级教

学团队
2008 年

带 头

人

6
科研引领，学科渗透，培养考古学

高素质、复合型人才

第七届吉林省高

等 教 育 教 学 成

果奖

一 等

奖
2013 年 第一

7

8

9

10

五、出席重要国际学术会议或到国（境）外讲学情况（10 项以内）

序号 会议名称（讲学地点） 时间
本人所

担任角色

提交论文题目

（讲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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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日本九州大学文学部 1999，12 特邀讲演
内蒙古敖汉旗水泉遗址出土

的青铜时代人骨

2
香港康乐及文化事务署古

物古迹办事处
2001，10 特邀讲演 中国东北地区的古代种族

3
日本福冈“东亚的基层社

会国际学术讨论会”
2004，1

大会特邀报

告

中国古代居民种族人类学研

究的回顾与前瞻

4

蒙古国乌兰巴托“欧亚旅游

文献中蒙古的形象国际学术

讨论会”

2005，7
大会特邀报

告

考古学——蒙古国旅游事业

发展的重要支柱

5 韩国国立全南大学 2006，4 特邀讲演 东北亚地区的古代人类

6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方考

古学讲座
2006，12 特邀报告

罗布荒原考古之旅——神秘

的小河墓地

7
韩国首尔“文化遗产保护与

科技考古国际学术会议”
2008，9

大会特邀报

告

中国古代居民人类学类型研

究的新进展

8

北京“2009 香山国际会议—

—生物考古研究中的若干

前沿问题”

2009，5
大会主题报

告

探寻东胡遗存——来自生物

考古学的新线索

9
韩国金海“第 16 届加耶史

国际学术会议”
2010，5

大会特邀报

告

喇嘛洞三燕文化居民族属问

题的生物考古学考察

10

澳大利亚悉尼大学中国研

究中心“2012 国际学术讨论

会——东方与西方:过去与

未来”

2012，5
大会特邀报

告

中国古代居民的类型划分：

体质人类学的视角

六、人才培养情况

年份 专业方向 入学人数 获学位人数

指

导

博

士

研

2014 年 体质人类学 3 3

2013 年 体质人类学 2 2

2012 年 体质人类学 3 1

2011 年 体质人类学 2 1

2010 年 体质人类学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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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

生

情

况

2009 年 体质人类学 1 4

2008 年 体质人类学 2 2

2007 年 体质人类学 2 3

2006 年 体质人类学 2 1

2005 年 体质人类学 2 1

2004 年 体质人类学 3 1

2003 年 体质人类学 3 1

2002 年 体质人类学 3

2001 年 体质人类学 1

2000 年 体质人类学 1

1999 年

1998 年

培
养
的
优
秀
人
才

姓 名 毕业时间 学位 现职称 现职务 现工作单位

顾玉才 200706 博士 研究员 副局长、党

组成员

国家文物局

张全超 200506 博士 教授（博导） 主任 吉林大学文学院考古系科技

考古教研室

苏拉提沙 200706 博士 馆长 斯里兰卡科伦坡大学博物馆

刘 宁 201006 博士 研究馆员 副馆长 辽宁省博物馆

陈 山 200906 博士 教授 辽宁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贾 莹 200606 博士 研究员 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陈 靓 200306 博士 副教授 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

李法军 200406 博士 副教授 中山大学人类学系

赵海龙 201212 博士 副教授 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周 蜜 200706 博士 副研究员 副主任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科技

考古中心

汪洋 199806 硕士 副教授 上海大学旅游学院

王明辉 199906 硕士 副研究员 副主任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考古科技实验研究中心

郑丽慧 200306 硕士 副编审 山东画报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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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创建学科专业情况

学科专业名称 创建时间 被评为硕士点时间 被评为博士点时间
被评为一级学科

学位授权点时间

考古学及博物馆

学

1972 1981 1981 1998

科技考古与文物

保护

2008 2008 2008 历史学一级学科

涵盖下自设

考古学（2011 年

由原考古学及博

物馆学二级学科

调整为一级学科）

1972 1981 1981 2011（学科调整

后，我校考古学被

授予一级学科学

位授权点）

八、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主要成就、贡献及客观反响（3000 字以内）

本人自 1982 年本科毕业留校任教以来一直致力于体质人类学和生物考古学的教学和研究

工作，尤其是在古人种学的研究领域中取得了比较显著的成就。先后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

专业论文 180 余篇，出版著作 3部，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成为目前我国考古学

界体质人类学研究领域的领军学者。为此，中央电视台十套《科技人生》栏目以《考古“法医”

朱泓》为题对本人进行了专访，该片于 2008 年 7 月 12 日正式播出。此外，我从教 33 年来，一

直勤奋努力，热爱党的教育事业，具有良好的教风和学风，能够做到为人师表，教书育人，出

色地完成了学校交给的各项任务，先后培养了 70余名体质人类学方向的博士生、硕士生，使吉

林大学成为中国最著名的体质人类学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的学术重镇。从 1997年学校任命我担

任考古学系系主任开始，我便时刻以提升我校考古学科的学科建设水平为第一要务，殚精竭虑、

未雨绸缪、精心策划、一步一个脚印的不断前进，取得了一系列具有较高显示度的标志性学科

建设成果，使海内外同行学者对日新月异的吉林大学考古学刮目相看。下面我将 30年来的工作

分为教学科研、学科创新和学科建设等三个层次加以介绍。

一、在体质人类学教学、科研工作方面做出的成绩

1、注重课程建设、教材建设和人才培养质量，使吉林大学成为我国体质人类学人才培养

的中心。自 1985 年以来先后为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开创设置了“体质人类学”、“中国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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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种研究”、“人种学”、“古病理学”等多门特色课程，收到良好的教学效果，使得吉林大学在

该领域的教学工作居全国高校领先地位。本人所主编的《体质人类学》一书被认为是建国以来

我国出版的第一部系统的体质人类学教科书，受到同行专家好评并入选普通高等教育“十五”

国家级规划教材，于 2004 年由高等教育出版社正式出版。目前该书已被吉林大学、北京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等许多著名高校作为“体质人类学”课程的指定教材和主要的教学参考书。多年

来共培养该领域硕士研究生 41 名、博士研究生 32 名，其中张全超同学的博士论文《内蒙古和

林格尔新店子墓地人骨研究》被评为 2007 年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入围论文。这些学生毕

业后分别在国家文物管理部门、中国社科院以及国内外高等院校工作，成为我国体质人类学教

学、科研领域的中青年骨干力量。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我国从事体质人类学研究的一线学者中，

80%以上为吉林大学毕业生。

2、注重学术团队建设、实验室建设和理论创新，使吉林大学成为国际学术界密切关注的

中国体质人类学领域科学研究、学术交流的重镇。本人在科学研究中既注意积极地吸收国外人

类学研究的新理论、新方法，把握住国际学术界的前沿课题和热点课题，又根据我国自身特点，

将人种学研究与考古学、历史学、民族学等资料有机地结合起来，取得了比较突出的成就。在

中国北方和东北亚地区古人种学研究中取得的一系列成果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普遍关注。同时，

在研究实践中我借鉴国际体质人类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结合中国考古学的实际情况，在国内

首次创立了中国古人种学研究的理论构架和方法论基础，提出建立“古代人种类型体系”的构

想并应用于研究实践中，纠正了以往同类研究中方法论上的偏差，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普遍肯

定和推重。多年来，本人在学术团队建设方面也投入了相当大的精力，率领青年教师以科研创

新为核心内容开展工作，打造出一支高素质、年轻化的体质人类学学术队伍，其整体实力在全

国高校居领先地位。2000 年以来，本人共主持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和重大招标项目子课题

各 1项、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 1项、国家基础科学人才培养基金特殊学科点项目 3项、教育

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 3项、科技部专项项目 1项和国家文物局边疆考古专题

项目 2项，科研经费总计 1070 万元。体质人类学是一门实验性很强的科学。在学校领导和有关

部门的支持下，我于 1986 年筹建起吉林大学人类学实验室。历经 20 余年的建设，目前该实验

室不论是仪器设备、实验条件还是标本收藏等方面均已达到国内领先、国际前列水准，其古人

骨标本的收藏量已经从初创时的 500 例增加到近 20000 例，是目前我国乃至东亚地区最大的古

人骨标本库。多年来，本着开放、共享的原则，我特别注重与国内外同行学者、大学、科研院

所的学术交流与合作，先后同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台湾中央研究院、日

本东京大学、美国亚利桑那大学、加拿大西蒙弗莱泽大学、英国剑桥大学、蒙古国立大学以及

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等机构的学者建立了交流与合作关系，进一步扩大了吉林大学体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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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学科的国际影响力。目前，我校已经成为国内外学术界公认的中国体质人类学重镇。

二、在学科交叉、学科创新方面做出的成绩

1、创建中国第一个考古 DNA 实验室，率先开展分子考古学研究。古 DNA 研究被国际学术

界认为是 21 世纪考古学研究中的前沿、热点领域。1998 年，考虑到吉林大学考古学科的优势

和特色，我提出考古学与分子生物学相结合，紧紧追踪国际学科发展的方向，在文理交叉、相

互渗透中，通过学科重组寻找新的学科生长点。在我的倡议和领导下，通过与本校生命科学学

院合作的方式，率先建立了国内第一个从事古人骨DNA研究的专业实验室——吉林大学考古DNA

实验室。经过十余年的建设和发展，吉林大学该领域的研究已达到国内领先、国际前列的水平。

该实验室培养出我国第一位分子考古学博士、出版了第一部分子考古学专著和第一本分子考古

学教科书。吉林大学的古 DNA 研究引起国家主管部门和国内外同行专家们的密切关注。2010 年

以来，我们还在国家文物局的委托和指导下，承担并完成了《中国古代人类遗传资源的获取及

技术规程标准》的制定工作，使这一标准成为我国有关古 DNA 提取和研究领域的国家标准。

2、率先开展计算机模拟三维容貌复原技术的研究，填补国内空白。由本人担任负责人的

课题组自 2002 年以来一直从事运用现代计算机科学模拟技术对古人类头骨进行三维容貌复原

的研究工作，取得了重大的进展，填补了我国在该领域的空白。我们运用该理论、方法成功地

对老山汉墓、泗水王墓、吐尔基山辽墓等出土的古人类颅骨和新疆干尸进行了三维容貌复原，

引起了学界和公众的广泛关注，这些研究成果曾多次被新华通讯社、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

光明日报和雅虎网等数百家海内外主流媒体、网站所报道，弘扬了中华文明与传统文化。

3、发挥吉大考古学科优势，打造生物考古平台，继续扩大国际影响力。“十二五”期间，

我倡导、提出将分子考古学与我校居全国高校领先地位的体质人类学以及位于国内前列水平的

动物考古学、环境考古学和新兴领域的考古骨化学等学科联合起来，构建成一个目前在国际上

发展迅速、前景良好的生物考古学学科。该项计划得到学校领导和主管部门的高度重视和支持。

经过 3年多的筹建，2013 年底“中国吉林大学-加拿大西蒙菲莎大学生物考古联合实验室”正式

挂牌运行。此外，我们还计划将该实验室作为申报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实验室的重要项目

来进行建设，以便能够在国家层面的平台上继续整合学术资源，建设一个国际性、开放式、国

内一流、国际领先的生物考古实验、研究基地。

三、担任学科负责人、带头人以来，在学科建设方面取得的成绩

1997 年 3 月，学校任命我为考古学系系主任。从那时起，我的主要工作和精力就落在吉林

大学考古学的学科建设上面。18 年来，在学校的支持、老一代学术带头人的指导和同志们的配

合下，取得了一系列具有较高显示度的学科建设标志性成果。

1998年我们与历史系、古籍研究所共同合作、联合申请并最终获得历史学一级学科博士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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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授权点。同年，我们与生命科学学院合作入选国家基础科学人才培养基金考古学特殊学科点，

成为国内唯一的一个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持续立项支持的考古学科点。2000年获得历

史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同年本学科点还被列入“十五”期间国家“211工程”重点学科建设

项目。2000年 9月，由我领衔组建的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被批准成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

学重点研究基地。2005年，依托考古学科由我组织筹划并领导的“吉林大学中国边疆史地创新

基地”被确定为国家“985工程”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2007年，由我负责组织申报的吉林大

学考古学及博物馆学科被确定为国家重点学科，成为全国高校同类专业中仅有的两个国家重点

学科之一。2008年，由我担任带头人组织申报的吉林大学考古学专业教学团队被教育部确定为

“国家级优秀教学团队”。2011 年，考古学被调整为历史学门类之下的一级学科。在教育部 2012

年公布的全国一级学科评估结果中，我校考古学科在参评的 35所高校中排名第 2位。2013

年，我学科与北大、西大等高校和科研院所联合组建了“边疆考古与中国文化认同”协同创新

（培育）中心，由我出任中心主任。2014年初，我牵头申报的“体质人类学与分子考古学”

国家级重点科研基地获得国家文物局批准，目前已开始试运行。

2000 年以来，在我的策划和带领下，吉林大学考古学科先后引进和选留教师 18 名（含海

外名校毕业博士 3名），聘任匡亚明讲座教授 4名、特聘教授 6名、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1名、讲

座教授 1名，极大增加了我校考古学科的综合实力。创办并主编的《边疆考古研究》学术集刊

自 2008 年以来连续入选 CSSCI 收录集刊；2012 年创办并主编的《ASIAN ARCHAEOLOGY》（《亚洲

考古》）成为我校人文社会科学的第一部全英文学术集刊，进一步扩大了本学科的国际影响力。

此外，多年来我还一直关心并积极支持校内其他兄弟学科的建设工作。l997 年，我积极参

与由东北亚研究院牵头的国家"211 工程"重点学科建设项目"东北亚区域经济、历史与社会发展

"的申报工作，并担任其中的子课题负责人。2006 年以来，我和我的团队一直与地学部古生物

学与地层学研究中心合作，联合申报了“东北亚生物演化与环境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我兼任该

重点实验室副主任、学术委员会委员及人类学与生物考古团队的学术带头人。2008 年，经教育

部批准，该重点实验室已正式开放运行。2010 年，我参与哲学社会学院牵头申报的吉林大学社

会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的工作，由我担任人类学二级学科的学术带头人，经过大家的共

同努力，该项申请获得成功。

本人保证上述所填内容属实。

申报人签字：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