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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师简介

王海雁（ 1972.05）女、汉、中共党员、山西省大同市、分析化学、

why7135280@126.com

二、学习工作经历（包括学术兼职）

1990.09-1994.06，山西大学，化学系，应用化学专业，理学学士；

1999.09-2001.06，山西大学，分子所，生物无机专业，理学硕士；

2004.08-2008.06，山西大学/香港浸会大学，化工学院，博士；

2012.01-2012.12，中国科学院化学所，活体分析化学重点实验室，访问；

2013.09-2014.09，加拿大 SimonFraser大学，微流控芯片生物实验室，访问；

2019.09-2020.02，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教育部理科教师培训项目，访问

1995.01-2003.09，雁北教育学院，生化科，助教及讲师；

2003.09-2008.09，大同医专，基础部，讲师；

2008.09-2016.12，山西大同大学，化学与环境工程学院，副教授；

2016.12-至今，山西大同大学，化工学院，教授；

二、科研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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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五省市化学学术研讨会 2015 太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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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王海雁(6-2, 通讯作者). 流动注射——分光光度法测定水中氰化物和总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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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科研项目

[1] 荧光法研究哮喘病人淋巴细胞膜上钠钙交换的异常表现．山西大同大学博士

科研启动基金（2008K3），山西大同大学，10万元．王海雁（主持）．

[2] 基于表面等离子体共振技术的生物传感器对淋巴细胞钙信号的研究．山西省

高校科技研究开发项目（20111118），山西省教育厅，2万元．王海雁（主持）．

[3] SPR 细胞传感器研发．中国学科院活体分析化学重点实验室开放基金

（ACL201201），中科院化学所，2万元．王海雁（主持）.
[4] 化学专业《分析化学》课程教学模式改革实践研究．校级教改项目

（XJG2015203），山西大同大学，0.2万元．王海雁（主持）．

[5] 山西省高等学校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2015348）．
[6] 重金属离子单克隆抗体的制备及其新型免疫分析方法的研究．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21375083），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85万元．王海雁（第三参与）．

[7]疾病筛查与预测预警的新型光传感诊疗技术研究．2017年大同市科技局计划

第一批立项项目（2017126），大同市科技局，2017年 5月，2万元. 王海雁(主持).
[8]细胞、细胞因子传感器之研发. 2016 年度留学人员科技活动择优资助项目

（2016-14），山西省人社厅，2017年 5月，5万元. 王海雁（主持）.“Fund Program
for the Scientific Activities of Selected Returned Overseas Professionals in Shanxi
Province”
[9] 石墨烯溶液对白杨树组培苗生根增殖的影响. 山西省“1331工程”石墨烯产业

化应用协同创新中心建设计划（DTGR2017002）Shanxi 1331 project foundation for
the constrution of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centernof graphene industrial application
（DTGR2017002），山西大同大学，2017年 11月-2019 年 11月，2万元. 王海

雁（主持）.
[10] 石墨烯增效复合肥在林业育苗生产中的推广应用. 2018 年山西省科技成果

转化引导专项项目（201804D131041），山西省科技厅，2018年 12月 18日下文，

2018 年 6 月-2020 年 10 月，195 万元. 王海雁（主持）．Science and Technology
Achievements Transformation Guide project of Shanxi province (201804D131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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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学术会议

三、获奖情况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