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邱楠生 男，福建连城县人，1968年7月生，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1989

年从淮南矿业学院（现安徽理工大学）煤田地质勘探本科毕业，1991年从中国矿

业大学北京研究生部煤田、油气田勘探专业毕业，获硕士学位；1994年获中国科

学院地质研究所构造地质学博士学位。1998.10-1999.4在美国Oklahoma State 

University做访问学者。1994年7月至今在中国石油大学（北京）盆地与油藏研究

中心工作，主要从事沉积盆地定量分析和油气成藏机理的教学和研究工作，研究方

向为沉积盆地温压场、沉积盆地构造-热演化和油气成烃成藏史分析。主讲《沉积

盆地温压场》和《地质过程定量模拟》硕士研究生课程。发表论文70余篇，出版专

著3部，第一作者论文有15篇被SCI收录。获省部级科技奖励一等奖3项、二等奖和

三等奖各1项，获得青年地质科技奖－银锤奖，2005年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

才支持计划”。 

办公电话：010-89733340,手机：13910633594， 

Email：qiunsh@cup.edu.cn 

研研研研究究究究领领领领域域域域 

(1)油气成藏史和成藏机理；（2）油气藏形成与分布；(3)沉积盆地热体制和热历史研究；(4)沉积盆地温

压场。 

代表性科代表性科代表性科代表性科研研研研工作工作工作工作 

【1】国家油气专项《大型气田成藏机制与分布规律》课题的《大型气田形成的温压场研究》专题

(2009.5-  )

【2】教育部重大项目《中国典型海相沉积盆地热动力学与油气成藏》(2008-2010） 

【3】中石化海相前瞻性项目《中国陆域海相沉积盆地烃源岩成熟度与生烃期次》(2007-2010） 

【4】国家“973”二级课题“中国海相碳酸盐岩层系生烃条件与生烃史分析(2005CB422102)” （2005-

20010） 

【5】国家“863”项目“天然气水合物成藏条件实验模拟技术”（2006-2010） 

【6】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项目“我国碳酸盐岩地区有机质高－过成熟的热演化历史及古地温恢

复方法探”（2006-2008） 

【7】中海油天津分公司重大项目的二级课题“渤海湾地区优质烃源岩分布预测与油气资源定量评价”
（2006-2010） 

【8】国家自然基金项目“有机质自由基热演化的时间-温度效应机制研究(40472066)”（2005-2007） 

【9】国家自然基金项目“沉积盆地中微量元素抑制或催化有机质成熟的机理(40342014)”（2004-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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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中石化“十五”重大项目“郯庐断裂中段两侧盆地烃源岩分布及演化规律研究(P03007)”课题（2003-

2005） 

【11】国家“973”二级课题“典型叠合盆地热历史恢复方法研究(G1999043302)”（2000-2004） 

【12】中石油中青年创新基金项目“沉积盆地有机质镜质体反射率异常的有机-无机作用成因机理

(03E7011)”（2003-2005） 

【13】中石化西部石油勘探开发指挥部大型科研项目“准噶尔盆地有效烃源岩分布特征、演化历史和油源贡

献”课题 （2004-2007年） 

【14】教育部科技研究重点基金项目“沉积盆地古生代碳酸盐岩地区古地温恢复方法探索(03108)”（2003-

2005年） 

【15】国家“十五”攻关子课题“济阳坳陷下第三系隐蔽油气藏成藏机理(2001BA605A09)”（2000-2003年） 

【16】SINOPEC“十五”重大基础研究项目“八面河油田成藏组合模式研究”（2000-2003） 

【17】CNPC“九五”项目三级课题“柴达木盆地温压场研究(970208-04-01)”（1996-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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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部省部省部省部级级级级以上以上以上以上获奖获奖获奖获奖成果成果成果成果 

【1】教育部2006年度自然科学一等奖《中国主要含油气盆地热体制、热历史及其在油气成藏过程中的作

用》，排名第1； 

【2】教育部2005年度科技进步一等奖《济阳坳陷下第三系油气运聚成藏与挖潜勘探》，排名第8； 

【3】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2002年度技术创新一等奖：《大中型油气田成藏定量模式研究》，排名第

11； 

【4】教育部2003年度科技进步二等奖：《柴达木盆地油气地质基础研究及资源评价》，排第15； 

【5】湖北省2005年度科技进步三等奖：《八面河油田挖潜勘探》，排名第6； 

【6】第九届中国青年地质科技奖—银锤奖； 

学学学学生培生培生培生培养养养养情情情情况况况况 
   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独立工作能力和动手能力，采取指导、交流与相互探讨的方式，培养其科



 

研思路及综合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硕士研究生一年级阶段原则上不要求学生参与科研工作，主要

以上课和查阅相关文献为主，学会撰写科技论文，着重了解某方面科研的方法、国内外研究现状与发展前

景。进入论文阶段后，选定论文题目、进一步进行文献阅读和分析，进入独立工作的培养阶段。要求硕士

研究生毕业前至少公开发表论文1篇（含接受）。研究生进入论文后的补助将依据其工作表现，在学校规定

的基础上给予奖励。博士研究生按照学校的规定发表论文和参加相应的科研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