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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轩然，男，1981 年生，内蒙古赤峰市人。2003 年毕业于北

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系环境科学专业，同年进入中科院地理科学

与资源研究所进行生态学研究，于 2006 年获硕士学位。2014 年 9

月于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获理学博士学位。主要从事陆

地生态系统碳交换及碳蓄积方面的研究。 

所教课程：  自然地理学，人文地理学，现代天文学，生态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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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项目、获奖情况： 

主持赤峰学院农业科学研究院项目“内蒙古农田植被碳储量

的时空分布研究” （编号 KYFW-16-07），2016/09-2017/12  

主持赤峰学院院士工作站项目“近 30 年赤峰地区降水格局的

变化及其生态效应” （编号 cfxyys201711），2017/04-2018/12  

主持赤峰学院科研服务地方项目“赤峰市南山植物群落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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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课程的开发、建设与实践 --以《宇宙与地球》课程为例”

(JGXM201506)，2015/10-2016/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