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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个人简介 

韩喜球, 女, 1969 年生。博士, 研究员。主要从事海底成矿系统研究。 

 

2、教育与工作经历 

1986—1990: 成都理工大学（原名成都地质学院）, 地质学系，地质学专业, 本科。 

1990—1993: 成都理工大学（原名成都理工学院），沉积地质研究所, 沉积学专业, 硕士。 

1993—至今: 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原名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海底科学实验室，历任

助研、副研（1998-2003）、研究员（2003-至今），2020 年起任二级研究员。 

1998—2001： 浙江大学地球科学系，构造地质学专业，博士。 

2002—2005: 德国 GEOMAR/德国基尔大学, 访问学者/博士后。 

2008—2009: 美国俄勒冈州立大学/美国伍兹霍尔海洋研究所/美国蒙大拿州立大学, 高级研究学者。 

2015.9-至今 浙江大学海洋学院 副院长（兼）。 

2019.1-至今 上海交通大学海洋学院 双聘教授。 

 

3、成果奖励及荣誉称号 

在多金属硫化物、多金属结核、富钴结壳和天然气水合物等领域取得创新成果，先后获国家科技进步

二等奖 1 项（排名第 8）、省部级科技奖 7 项（5 项排名第一，2 项排名第三）。 

入选第二届浙江省“万人计划” 杰出人才（2018）、首届全国创新争先奖状（2017）、国务院特殊津

贴（2016）、全国先进工作者（2010）、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2009）、浙江十大杰出青年（2009）、中国

青年女科学家奖（2008）等。  

 

4、国内外学术任职 

中国科协第九届常委，中国女科技工作者协会副会长，中国海洋科学研究委员会委员，中国地质学会

沉积地质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矿物岩石地球化学学会沉积学专业委员会委员, 国际 SCI 期刊《Scientific 

Reports》编委，中文核心期刊《矿床地质》编委。 

 

5、负责/主持的项目 

(1)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研究计划重点项目, 91951201, 热液区硫化物微生物氧化作用：过程、机制

及其对海洋硫循环的贡献, 2020.01—2023.12, 290 万元, 在研, 主持； 

(2) 中国大洋“十三五”资源环境重大项目，DY35-S2-1，多金属硫化物资源勘查—印度洋靶区，



2017-2020，920 万，在研，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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