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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实验室基本情况 

 

实验室中文名称 中国科学院热带植物资源可持续利用重点实验室 

实验室英文名称 
CAS Key Laboratory of Tropical Plant Resources and Sustainable 

Use 

实验室代码 2013DP173084 

实验室类型 中科院重点实验室 

依托单位 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 

实验室主任 徐增富 

学术委员会主任 孙汉董 

实验室通讯地址 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云南省勐腊县勐仑镇 

邮政编码 666303 

联系人 张礼凤 

联系电话 0691-8713061 

传真 0691-8715070 

电子邮箱 zhanglifeng@xtbg.ac.cn 

实验室网址 http://tpr.xtbg.ac.cn/ 

研究性质 应用基础研究 

归口领域 生命 

 学科 1 学科 2 学科 3 

硕士点 植物学 生态学  

博士点 植物学 生态学  

博士后流动站 植物学 生态学  

实验室类型：国家研究中心、国家重点实验室、中科院重点实验室。 

研究性质：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社会公益性研究、高技术研发。 

归口领域：化学、数理、地学、生命（生物、医学）、信息、材料、工程。 

 

定位 

 实验室定位于应用基础研究，以木本油料能源植物、木本食用油料植物、

民族药用植物和陆稻（旱稻）等为主要研究对象，针对热带植物资源开发利用和

产业化方面存在的重大科学问题和关键技术，开展种质资源收集、保存和系统评

价，优良品种培育，高效栽培和综合开发利用研究，为热带植物资源可持续利用

提供关键技术支撑。 

序号 研究方向 研究内容 三个重大突破名称 五个培育重点名称 

1 功能基因发 以陆稻、星油藤、小桐 突破二：热带植  



掘与热带植

物分子育种 

子等重要热带植物为

主要研究对象，针对热

带植物资源可持续开

发利用中的重要科学

问题和关键技术难题，

开展种质资源收集与

评价、重要性状的功能

基因发掘、调控机制解

析及遗传改良与分子

育种研究。 

物重要性状的调

控机制解析与优

良品种培育及其

产业化 

2 

民族药用植

物活性物质

与功能食品 

开展传统民族药用植

物和保健食品的种质

资源和传统知识收集

与系统筛选评价，从中

发掘代谢调节类、免疫

抑制类、抗肿瘤和心血

管活性等物质，研究其

药理作用、活性强度、

选择性、新颖性和作用

机制，阐明药效物质基

础，开展毒理研究和成

药前景研究，为现代民

族药物的研制奠定科

学基础。 

 

方向二：热带民

族药用植物资源

的系统评价与普

惠健康产品研发 

3 

热带经济植

物可持续利

用技术及其

示范推广 

系统开展热带经济植

物环境友好型的可持

续种植模式与高效栽

培技术、清洁加工与高

附加值产品开发利用

突破二：热带植

物重要性状的调

控机制解析与优

良品种培育及其

产业化 

方向二：热带民

族药用植物资源

的系统评价与普

惠健康产品研发 



与产业化研究，并在国

内及周边国家示范推

广。 

参与四类机构情况 

1 特色所（核心植物园）创新研究院(药物创新研究院、种子创新研究院) 

2 创新研究院(药物创新研究院、种子创新研究院) 

3 卓越中心（分子植物卓越中心） 

研究内容：为各研究方向的详细说明。 

参与四类机构情况：填写参与研究所的四类机构建设情况。如果有参与，请填写研究所的四

类机构类型；如果未参与，填写否。 

 

  



第二部分 年度总结 

一、研究水平与贡献 

1.承担任务 

2019 年度实验室共有在研项目 83 项，总合同经费 7449 万元。

新争取项目 28 项，新增科研项目合同经费 3363 万元，其中包括多

项重要科技任务：中国科学院 A 类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子课题或任

务 4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优秀青年科学基金 1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面上项目 6 项，云南省“云岭学者”专项 1 项，云南省优秀青年科学

基金项目 1 项，云南省“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项目 1 项。 

2019 年度，实验室获得云南省自然科学一等奖 1 项（独立完成），

云南省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1 项。余迪求研究员、陈利钢研究员等完成

的科研项目“WRKY 蛋白通过激素途径调控植物抗性建成的分子机

制”获得 2019 年度云南省自然科学一等奖，余迪求研究员为第一完

成人，陈利钢、姜艳娟和胡彦如等作为核心骨干参与该项目。由徐鹏

研究员、余迪求研究员与与云南省农业科学院合作完成的“陆稻种间

亚种间杂交育种理论与技术创新及应用”成果获得云南省科技进步奖

二等奖。徐鹏研究员为第一完成人，余迪求研究员为第六完成人。 

2019 年度，实验室发表标注重点实验室的研究论文共 64 篇，其

中 SCI 论文 60 篇。实验室在本学科领域 1 区间发表的 SCI 论文有 34

篇，占全部论文的 53.13%。实验室作为第一单位完成高水平研究论

文 2 篇，影响因子大于 5.0 的研究论文 10 篇，一些研究成果已在国



内外相关领域产生了重要的学术影响力。 

第一，在资源植物全基因组选择与编辑技术方面，建立了小桐

子多组学数据整合分析平台及功能基因组学数据库（ JCDB，

http://jcdb.xtbg.ac.cn）；揭示细胞分裂素信号参与调节小桐子的花序分

枝，建立了小桐子基因组编辑、星油藤瞬时遗传转化体系。 

第二，在资源植物特异性状形成机理与调控方面，揭示了耐低

温蛋白 ICE1与ABI5和DELLA蛋白相互作用调控植物激素动态平衡

和种子萌发的信号通路，论述了关于植物韧皮部-昆虫-病原菌之间相

互作用研究进展以及未来该领域亟待解决的科学问题，相关研究成果

发表于 PNAS、Plant Cell 等著名 SCI 期刊。 

第三，在资源植物新品种创制及产业化应用方面，育成稳定陆稻

新品系 22 个，通过多地点品种比较试验，3 个新品系比生产对照增

产 15%以上，分别命名为“中科西陆 9 号、10 号、11 号”，两个新品

种完成云南省陆稻新品种区域试验，其中“中科西陆 2 号”比对照增产

23.8%，生产试验增产 25.5%，“中科西陆 4 号”比对照增产 27.5%，生

产试验增产 29.2%，“中科西陆 4 号”米值达国标优质米，本年度陆稻

累计推广应用 28 余万亩。 

2019 年度，实验室获得国内授权专利 3 项，软件著作权 1 项，转

让专利 1 项，申请专利 6 项。 



列举不超过 5项当年新增的重要科研任务。 

序

号 
课题名称 

项目（课

题）编号 

负责人

及单位 
起止时间 

总经费（万

元） 

本年度实

到经费
（万元） 

经费来源 类型 类别 研究方向 

1.  
植物激素调控与环

境适应性 
31922009 胡彦如 

2020-01-2

022-12 
150 78 基金委 

优秀青

年科学

基金 

主要

负责 

功能基因发掘与热带植

物分子育种 

2.  

富含亚麻酸的木本

食用油料植物星油

藤的快速驯化 

XDA240

30503 
徐增富 

2019-01-2

024-12 
254 0 中科院 

A 类先

导专项 

主要

负责 

功能基因发掘与热带植

物分子育种 

3.  
水稻耐逆品种的精

准设计 

XDA240

30301 
陈利钢 

2019-10-2

024-10 
565 8 中科院 

A 类先

导专项 

主要

负责 

功能基因发掘与热带植

物分子育种 

4.  

抗 2 型糖尿病药物

zym01 的临床前个

性化特征研究 

XDA120

40219 
张玉梅 

2019-01-2

020-12 
400 220 中科院 

B 类先

导专项 

主要

负责 

民族药用植物活性物质

与功能食品 

5.  

泛素 E3 连接酶

BOIs 与 JAZs 蛋白

互作调控 JA 信号

转导的分子机理 

31870259 姜艳娟 
2019-01-2

022-12 
58 0 基金委 

面上项

目 

主要

负责 

功能基因发掘与热带植

物分子育种 

经费来源：科技部、基金委、中科院、企业合作、其它 

类型：指计划名称，请填写具体的项目类别。                          
当项目来源为科技部时可选项：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科技基础资源调查项目，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国家重大科学仪器设备开发专项，国际科技合作，其它。 

当项目来源为基金委时可选项：国家杰出青年基金，面上项目，重点项目，重大项目，重大研究计划，青年科学基金，地区科学基金，优秀青年科学基金，创新研究群体项目，国

际合作，联合基金，数学天元基金，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其它。 

当项目来源为中科院时可选项：A 类先导专项，B 类先导专项，C 类先导专项，国际合作项目，其它。 

当项目来源为企业合作时可选项：横向项目。 

当项目来源为其它时可选项：国际合作项目，部委课题，其它。 

类别：主要负责、参与。研究方向：与第一部分实验室基本情况列表中的研究方向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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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代表性研究工作进展 

 

代表性工

作 1 

名称 本实验室固定人员参加名单 所属研究方向 

WRKY 蛋白通过激素

途径调控植物抗逆建

成的分子机制 

余迪求,陈利钢,姜艳娟,胡

彦如 

功能基因发掘与

热带植物分子育

种 

简要介绍 

 

由余迪求课题组牵头完成的研究项目“WRKY蛋白通过激素途径调

控植物抗逆建成的分子机制”获得 2019年度云南省自然科学一等奖 。

该成果集成了植物分子生物学实验室系统的研究工作，首次将 WRKY

蛋白与激素途径建立直接联系，揭示了 WRKY 蛋白通过激素途径调控

拟南芥抗性建成的分子机制。系统阐明了 WRKY 蛋白通过茉莉酸、生

长素、脱落酸及乙烯等信号转导途径应对周围逆境环境胁迫的生物学

功能及分子机制。对 WRKY 蛋白在生物及非生物逆境胁迫方面的作用

机制开展了系统而深入的研究，揭示了 WRKY 蛋白介导植物与病原菌

互作，及其响应衰老、盐害、干旱、高温等逆境信号转导过程的功能

及其分子机制。主要创新点如下：  

第一， 阐明了 WRKY转录因子介导茉莉酸（JA）、生长素（Auxin）

及脱落酸（ABA）等激素信号转导，调控植物非生物逆境抗性建成的

分子机制。 (1) 拟南芥 WRKY57 转录因子能有效地与 JA 信号途径中

的抑制子 JAZ4/JAZ8和 Auxin信号途径中的抑制子 IAA29 相互作用，

从而调控 JA 与 Auxin 所介导的叶片衰老信号途径之间的交叉，该研

究成果发表在国际顶级学术期刊 Plant Cell 上，他引 108 次。同时

WRKY57还可直接结合到 ABA相关基因 RD29A和 NCED3启动子，激活它

们的表达，参与调控植物的抗干旱能力，该研究成果发表在国际顶级

学术期刊 Molecular Plant上，他引 102次。(2) 拟南芥 WRKY8转录

因子能与 VQ9蛋白相互作用形成蛋白复合体，两者以拮抗的方式调控

植物耐盐性。该研究结果发表在国际顶级学术期刊 Plant Journal上，

他引 78 次。(3) 拟南芥 WRKY25/26/33 通过协同调控热激蛋白与乙烯

信号转导途径参与热胁迫过程。该研究结果发表在国际植物学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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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 学术期刊 Planta上，他引 165 次。(4) 拟南芥 WRKY13 通过调控

细胞壁合成过程中的一些关键基因来影响茎中厚壁组织的发育，进而

控制茎的支撑强度和植物的生长形态。该研究结果发表在国际植物学

主流 SCI 学术期刊 Plant Science 上，他引 8次。 

第二， 揭示了 WRKY 转录因子介导脱落酸（ABA）、乙烯（ET）、

茉莉酸（JA）及水杨酸（SA）等激素信号转导，调控植物抗病性建成

的分子机制。 (1) 拟南芥 WRKY8 突变促进植物病毒 TMV-Cg在叶片中

的运输和积累，表明 WRKY8正调控抗病毒响应过程。TMV-Cg病毒侵染

促进 WRKY8 与 ABI4 启动子结合，而抑制其与 ACS6 及 ERF104 启动子

的结合。这些结果证实 WRKY8 通过介导 ABA 及 ET 信号途径之间的交

互参与调控植物抗病毒响应。该研究成果发表在国际顶级学术期刊美

国科学院刊(PNAS)上，他引 80次。 (2) 拟南芥 WRKY57与 WRKY33竞

争性地与 VQ 蛋白 SIB1 及 SIB2 相互作用，并竞争性地调控茉莉酸激

素信号途径关键抑制子 JAZ1和 JAZ5 的表达，从而在阻断茉莉酸信号

并削弱 WRKY33 对 B. cinerea的抵抗能力。 

本课题组组长余迪求研究员为第一完成人；课题组核心成员陈利

钢研究员为第二完成人，此外，植物环境适应性研究组的姜艳娟和胡

彦如研究员分别为第三和第四完成人。 

 

 

 

代表性工

作 2 

名称 本实验室固定人员参加名单 所属研究方向 

The transcription 

factor ICE1 interacts 

with ABI5 and DELLA 

proteins to fine-tune 

abscisic acid signaling 

during seed 

germination in 

Arabidopsis. 

胡彦如,韩笑 

功能基因发掘与

热带植物分子育

种 

简要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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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子萌发是开花植物生活史中的一个关键阶段，受到植物体内多种信

号物质和外界环境因子的精细调控。例如，各种不利环境因子可诱导

植物合成脱落酸激素（ABA）从而抑制种子萌发和萌发后发育。前人

研究表明，ABI5转录因子是 ABA 信号转导途径中的核心蛋白之一，然

而，ABI5 转录因子调控 ABA信号转导及种子萌发的信号网络及分子机

理仍不十分清晰。我们研究发现 ABI5能与 ICE1转录因子相互作用形

成转录复合物。基因功能分析发现，当 ICE1 功能缺失以后，相关的

突变体植物对 ABA 更加敏感，表现为萌发率低；相反的，当 ICE1 被

高表达以后，植物对 ABA 抗性增强，表现为萌发率高。上述研究结果

表明，ICE1负调控 ABA信号转导，进而促进种子萌发过程。遗传学实

验分析发现，ICE1 负调控 ABA 信号转导过程依赖于 ABI5 转录因子。

此外，进一步研究发现 ICE1还可以与赤霉素（GA）信号途径的 DELLA 

蛋白互作形成复合物。DELLA蛋白可以抑制 ICE1的转录功能，从而促

进 ABA 信号转导。综上所述，ICE1 作为 ABI5转录因子的抑制子介导

了 ABA 与 GA 激素的动态平衡，进而促进种子萌发。相关研究在植物

学顶级 SCI 学术期刊 Plant Cell 上发表（Hu et al., Plant Cell, 

2019,31: 1520-1538五年 IF=9.848），植物环境适应性研究组的胡彦

如研究员为本文的通讯作者。 

 

 

 

代表性工

作 3 

名称 本实验室固定人员参加名单 所属研究方向 

抗 2 型糖尿病新药

zym01 的临床前研究 
张玉梅,喻凯莉 

民族药用植物活

性物质与功能食

品 

简要介绍 

 

张玉梅研究团队与上海药物研究所李佳研究团队合作研究表明，单体

化合物zym01为我国南方民间降血糖植物光叶子花中降糖活性化学物

质基础；已进行制备工艺研究与优化，可实现实验室化合物 zym01的

百克级制备（纯度 > 98%）；发现优选药用晶型 2个；初步药效学评

价表明 zym01 在自发性 2 型糖尿病小鼠（db / db 小鼠）中慢性给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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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显著降低随机血糖和空腹血糖，起效剂量为 25mg / kg，可改善糖

尿病小鼠胰岛素耐量和口服糖耐量，显著改善胰岛状态，胰岛细胞排

列更为规则紧实，胰岛素含量显著增加，胰高血糖素含量显著减少，

显著降低糖化血红蛋白；zym01 具有独特的药代动力学特征与药物分

布特点，口服给药后基本不入血，具有良好的安全性；zym01 具有独

特新颖的降糖机制，可望研发成为首个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安全有

效的 first-in-class糖尿病治疗药物。 

 

 

 

代表性工

作 4 

名称 本实验室固定人员参加名单 所属研究方向 

小桐子多组学数据整

合分析平台及功能基

因组学数据库 JCDB

的建立 

张轩,潘帮珍,陈茂盛,李菁,

刘长宁,徐增富 

功能基因发掘与

热带植物分子育

种 

简要介绍 

 

小桐子属于大戟科，其种子含油率一般在 30%～40%之间，是国际公认

的最适宜作为生产生物柴油和生物航空燃油原料的能源植物之一。随

着测序技术和生物信息学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研究人员发表了关于小

桐子的多组学数据。整合这些组学数据将大大有利于对其功能基因挖

掘和品种改良。目前，关于小桐子基因组方面已经有数据库建立，但

是并没有多组学整合的数据库。因此，我们建立了小桐子多组学数据

整 合 分 析 平 台 及 功 能 基 因 组 学 数 据 库 （ JCDB ，

http://jcdb.xtbg.ac.cn）。首先，我们构建了处理新基因发现、基

因功能注释和基因网络的流程，然后系统地整合和分析了小桐子基因

组和转录组数据。基于这些数据，我们构建了一个小桐子知识库，它

不仅包括一般的基因和功能注释信息，还包括了基因表达矩阵、蛋白

蛋白相互作用网络和共表达网络。为了方便使用，JCDB提供了浏览、

搜索和下载等基本功能，并进一步整合了 BLAST、基因组浏览器、ID

转换、热图、基因网络分析等工具。有关研究结果已发表于国际期刊

BMC Genomics 20, 958 (2019)。JCDB 是当前国际上最全面、注释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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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的小桐子知识库，我们将定期对其进行数据更新工具升级。 

 

 

 

代表性工

作 5 

名称 本实验室固定人员参加名单 所属研究方向 

解 析 FT-FD-ClassII 

TCP 转录复合物协同

控制植物开花的分子

机理 

余迪求,陈利钢 

功能基因发掘与

热带植物分子育

种 

简要介绍 

 

开花是植物生命活动过程中的重要阶段，在适当的时间完成花期转换是植

物实现成功繁殖的关键。植物开花受到光周期途径、赤霉素途径、春化途径、

年龄途径、自主途径等多种途径的调控，而且这些途径相互之间形成了一个复

杂而庞大的调控网络。研究表明 FLOWERING LOCUS T（FT）-FD模块在光周期开

花途径中发挥至关重要作用，然而其中的分子机制和信号传导途径仍不甚清

楚。   

本研究研究团队发现 II类 TCP转录因子能与 FT-FD模块形成转录复合物

协同调控拟南芥的开花进程。表型分析发现 II类 CINCINNATA（CIN）TCP转录

因子（TCP2/3/4/5/10/13/17/24）表达抑制，严重延迟植物开花，并且其开花

进程依赖于下游花分生组织特征基因 AP1。表达发现 II类 CIN TCP 转录因子与

AP1同时在端分生组织中表达，而染色质免疫共沉淀分析则进一步证实II类CIN 

TCP转录因子通过直接调控 AP1从而控制植物开花进程。蛋白互作分析发现这

些 TCP转录因子与 FD（一种碱性亮氨酸拉链转录因子，在光周期开花中发挥关

键作用）存在直接相互作用，从而形成蛋白复合物，进而将 FD招募至 AP1启动

子，最终协同调控 AP1的表达。遗传分析发现 MIR3TCP植株与 fd-4、ft-10单

突变以及 fd-4/ft-10双突变杂交后，它们的开花时间被进一步延迟。以上结果

证实 II类 CIN TCP转录因子能与 FT-FD模块形成转录复合物共同靶向 AP1基因

进而协同调控植物开花进程。 相关研究结果近期以 Arabidopsis class II TCP 

transcription factors integrate with the FT-FD module to control 

flowering为题在植物学主流期刊 Plant Physiology上发表。版纳植物园植物

http://www.plantphysiol.org/content/early/2019/06/24/pp.19.00252
http://www.plantphysiol.org/content/early/2019/06/24/pp.19.00252
http://www.plantphysiol.org/content/early/2019/06/24/pp.19.00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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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生物学研究组李代波博士为该论文的第一作者，余迪求研究员和陈利钢研

究员为该论文的通讯作者。 

 

 

 

列出本年度 3-5项代表性研究工作。 

 

3.合作研究的组织情况与实施效果 

2019年度，实验室瞄准国家战略需求，紧密围绕依托单位的“一

三五”重大突破与重点培育方向，积极响应国家“走出去”战略，不

断推进国际国内合作研究。目前，实验室已与美国等国外高校或科研

院所及国内高校或科研院所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本年度共有科研人

员 4 人次赴国外参加国际会议或开展合作交流；邀请国（境）内外专

家来实验室交流约 30 人次。  

2019 年度，胡彦如研究组与美国科学院院士何胜洋组开展合作

研究，论述了关于植物韧皮部-昆虫-病原菌之间相互作用方面的重要

研究进展，并以崭新的思路提出了该研究领域内亟待解决的科学问题，

研究成果发表于 PNAS。  

张玉梅研究组与上海药物研究所李佳研究团队就降血糖候选新

药分子 zym01 进行了深入的临床前工作研究，目前已进行制备工艺研

究与优化，实现了实验室化合物 zym01 的百级制备（纯度 > 98%），

即将进入中试放大生产；发现优选药用晶型 2个；初步药效学评价表

明 zym01在自发性 2 型糖尿病小鼠（db / db 小鼠）中慢性给药可显

著降低随机血糖和空腹血糖，起效剂量为 25mg / kg，可改善糖尿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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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鼠胰岛素耐量和口服糖耐量，显著改善胰岛状态，胰岛细胞排列更

为规则紧实，胰岛素含量显著增加，胰高血糖素含量显著减少，显著

降低糖化血红蛋白；zym01具有独特的药代动力学特征与药物分布特

点，口服给药后基本不入血，具有良好的安全性；zym01具有独特新

颖的降糖机制，可望研发成为首个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安全有效的

first-in-class 糖尿病治疗药物。目前该研究已进入成果转移转化

阶段 

余迪求研究组与华南农业大学刘耀光院士团队合作基于遗传定

位的系列非洲栽培稻与亚洲栽培稻种间杂种不育基因，开展了育性基

因 S1 的克隆和功能分析研究，合作研究结果已在著名刊物 NATURE 

COMMUNICATIONS 上发表。 

徐增富研究组与南方科技大学生物系侯春晖团队合作，采用三代

测序和全基因组染色体构象捕获（Hi-C）相结合的技术，对小桐子基

因组进行重新测序和组装，获得了国际上目前最精确和完整的小桐子

基因组序列。组装获得的染色体水平的小桐子基因组大小为 379.5 Mb，

包含 11 条染色体，每条染色体的序列长度大于 27.1 Mb。基于此高

质量的基因组序列，研究团队对纯雌花和雌雄同株异花两种不同花性

别分化特性的小桐子花序芽染色质结构和转录组进行了比较分析。研

究结果显示在两种不同小桐子花性别特性的花序芽中，差异表达基因

富集于变化的染色质 A/B 区室（A/B compartments）和拓扑相关结构

域（topologically associated domains, TADs）中，表明这些变化

区域的染色质结构与花性别分化过程中的基因转录调控有关。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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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在多年生木本植物中揭示染色质空间结构参与花性别分化过程

中的基因转录调控，将有助于阐明小桐子花性别决定的分子机理以及

理解高等植物中染色质结构的生物学功能。相关研究结果发表于国际

学术期刊 GigaScience。 

 

二、队伍建设和人才培养 

1.队伍结构与团队建设 

2019 年，实验室有固定人员 58 人，其中 40 岁及 40 岁以下青

年人员 33人（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占固定人员总数的 56.90%。

其中，学术带头人（课题组长）13 人，正高级研究员 17人，副高级

职称 15 人，中级职称人员 23 人。本年度，在依托单位版纳植物园的

支持下，实验室新成立了创新药物研究组（组长张玉梅研究员 43岁）、

种子生物学青年科学家研究组（组长陈利钢研究员 37 岁 ）、热带稻

种保护与遗传改良研究组（组长徐鹏研究员 43 岁）；同时将版纳植

物园的种子库划归本实验室管理。在中科院先导专项和依托单位版纳

植物园的支持下，实验室成立了作物保护与育种基地。截至 12 月 31

日，实验室共有 13个课题研究组、1 个种子库、1 个作物保护与育种

基地和 1 个经济植物推广站，有 3 名课题组长在 40 岁以下，占课题

组长总数的 23.08%；有 8 名课题组长在 50岁以下，占课题组长总数

的 61.54%。实验室基本形成了一支以高水平学术带头人为核心、中

青年科学家为中坚力量、结构相对合理的科学研究队伍。 

2019 年度，实验室培养研究员 1 名，副研究员 1 名；入职应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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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博士生 2 名，应届毕业硕士生 2名。实验室拥有 2个硕士点，2 

个博士点和 2 个博士后流动站。拥有在职硕士生导师 26人，博士生

导师 15 人。在读研究生有 92 名，其中博士研究生 34 名，硕士研究

生 58名。本年度毕业研究生 15名，其中博士生 3 名，硕士生 12名。

研究生教育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万金鹏博士获得中科院院长优秀奖，

硕士研究生杨米连获得中科院地奥奖学金二等奖，博士生赵美丽和硕

士生张国豪获得国家奖学金。 

2019 年度，实验室在研项目 83 项，项目总经费 7449 万元；其

中 40 岁以下青年人员在研项目 54 项，占在研项目总数的 65.06%。

实验室发表论文 64篇，其中 SCI 论文 60 篇；均有实验室 40 岁以下

的青年人员参与。 

2019 年度， 40 岁以下科研人员中，争取到多项重要科研项目，

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研究成果。胡彦如研究员（34 岁）分别获 2019

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优秀青年基金项目资助，同时入选中科院青年

创新促进会优秀会员，并获得云南省首届优秀青年科学基金资助；新

争取或启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协及云南省科

技厅等部门竞争性科研项目 6 项，项目总经费 557 万元；作为通讯作

者在植物学顶级期刊 Plant Cell 上发表论文 1 篇；参与的研究成果

“WRKY 蛋白通过激素途径调控植物抗逆建成的分子机制”获云南省

自然科学一等奖”(排名第四)。陈利钢研究员（37 岁）入选 2019 年

云南省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承担多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中国

科学院、云南省科技厅等部门竞争性科研项目。刘成刚博士成功入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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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度中国科学院青年创新促进会会员；承担着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青年项目 1 项和云南省科技计划面上项目 1 项；以第一作者在

Agriculture, Ecosystems & Environment 上发表文章 1 篇。万金鹏

博士荣获 2019 年度中国中微肥创新联盟青年英才奖，争取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青年项目 1 项。唐明勇博士的学术报告"解析 FT调控小桐子

开花机制"获得第三届全国热带作物青年科学家论坛优秀报告一等奖。

梁岗研究员获得作为通讯作者在植物学顶级期刊 Plant Cell and 

Environment 上发表论文 1 篇。韩笑博士争取中国科学院竞争性科研

项目 1项；以并列第一作者在 Plant Cell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一篇。

张帆博士荣获云南省 2019 年优秀博士论文。等等。 

 

2.实验室研究骨干简介 

 

姓名 徐增富 身份类型 实验室主任 

性别 男 年龄 54 

最后学位 博士 
获得最后学位 

所在院校 
香港大学 

任职时间 2013 年 4 月 1 日-至今 依托单位职务 无 

学习及工作经历 

 

1983 年 9 月-1987 年 7 月 南京农业大学农学系遗传育种专业，获学士
学位； 

1987 年 9 月-1990 年 7 月 南京农业大学农学系植物生理生化专业，获
硕士学位； 

1997 年 5 月-2001 年 4 月  香港大学植物系植物分子生物学专业，获博
士学位。 

 

1990 年 7 月-1997 年 4 月  中山大学生命科学学院，讲师，从事植物分
子生物学和植物基因工程科研、教学工作 

2001 年 5 月-2007 年 10 月 中山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历任副教授、教授，
从事植物分子生物学和植物基因工程科研、
教学工作 

2007 年 11 月- 至今      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研究员，主
要致力于木本油料植物的基因功能与转基因
育种研究 

 

研究方向 能源植物基因功能与分子育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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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性工作 

 

发现了 2 个分别在植物韧皮部和毛状体中特异表达的蛋白酶抑制剂基因
并研究了其功能；发现细胞分裂素能够显著提高大戟科植物雌花的比例，
赤霉素可以显著地促进小桐子和番木瓜等 10 多种木本植物分枝的生长；
建立了高效的农杆菌介导的能源植物小桐子转基因技术及其基因编辑技
术。已在中国科学, Plant & Cell Physiology, Plant Molecular Biology, Planta, 

BMC Genomics, BMC Plant Biology, Plant Physiology and Biochemistry, 

Industrial Crops and Products 等国内外专业期刊发表 110 多篇学术论文，
其中 76 篇被 SCI 收录，在 Web of Science 数据库中共计被引用 1070 余
次，H 指数为 20；已获国内外授权发明专利 9 项（包括国际专利 2 项），
已转让 4 项。作为第二完成人，获得小桐子的云南省林木良种证书 1 个、
新品种注册登记证书 2 个。作为第二项目完成人荣获中国产学研合作促
进会颁发的 2014 年度“中国产学研合作创新成果奖”。 

  

个人荣誉 

 

2005 年入选教育部 “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  

2006 年入选广东省高等学校“千百十工程”省级培养对象； 

2008 年入选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  

2009 年月入选云南省“高端科技人才引进计划”;  

2011 年入选云南省“百名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 

2019 年入选 2018 年度“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2019 年入选云南省“云岭学者”。 

 

学术兼职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兼职教授、博导； 

生物质液体燃料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理事； 

“国家林业局能源林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 

能源林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专家委员会委员； 

云南省热带作物学会理事； 

国家生物柴油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专家委员会副主任； 

云南省植物学会理事； 

生物质液体燃料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理事。 

 

学术期刊兼职 
Plant Signaling & Behavior 编委； 

《分子植物育种》第三届编辑委员会委员(编委) 

 

 

姓名 胡彦如 身份类型 实验室副主任 

性别 男 年龄 34 

最后学位 博士 
获得最后学位 

所在院校 
中国科学院大学 

任职时间 
2017 年 1 月 1 日-至

今 
依托单位职务 无 

学习及工作经历 

 

2017.1-至今       中科院版纳植物园：研究员，课题组长，博导 

2015.03-2016.12   中科院版纳植物园：副研究员，课题组长 

2013.07-2015.02   中科院版纳植物园：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 

2008.09-2013.06   中科院版纳植物园硕博连读    博士 

2004.09-2008.06   湖南师范大学     学士 

 

研究方向 植物激素调控与环境适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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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性工作 

 

主要从事植物生理学相关的研究工作，发现了茉莉酸激素是植物体内重
要的低温响应信号分子，并揭示了耐低温信号与种子萌发信号之间的协
调机制。近年来，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在植物学著名 SCI 学术期刊 Plant 

Cell（3 篇）、Molecular Plant、Plant Physiology （2 篇）、Plant Journal （3

篇）等上发表十余篇高影响力的论文，累计影响因子（五年）总和为
79.980，平均影响因子为 7.998，单篇最高影响因子 10.682，SCI 数据库
中被他引 564 次，单篇最高被引用 193 次。 

 

个人荣誉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优秀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2019）； 

中国科协首届“青年人才托举工程”入选者； 

中科院“青年创新促进会”会员和优秀会员； 

云南省首届优秀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 

云南省首届“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 

云南省中青年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后备人才； 

中科院“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获得者； 

第五届中国生态学学会青年科技奖获得者。 

 

 

学术兼职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兼职博导； 

云南大学兼职博导； 

中国科学院青年创新促进会会员； 

中国植物生理与植物分子生物学学会会员； 

云南省细胞生物学会会员。 

 

学术期刊兼职 无 

 

 

姓名 余迪求 身份类型 学术带头人 

性别 男 年龄 55 

最后学位 博士 
获得最后学位 

所在院校 
中山大学 

任职时间 2015年11月1日-至今 依托单位职务 无 

学习及工作经历 

 

2003.01 -至今 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中科院“百人计划”择优引进人才、中科院核心特
聘研究员、云南省创新团队带头人、云岭学者，
从事植物分子生物学研究 

2002.09-2002.12    中山大学，副教授、从植物分子生物学基础研究工
作 

1999.08－2002.08   美国 Idaho 大学，博士后研究，从植物分子生物学基
础研究工作 

1990.01-1999.08    中山大学，历任副教授、讲师，从植物分子生物学
基础研究工作 

 

研究方向 植物分子生物学研究与育种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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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性工作 

 

在植物与环境因子互作的研究领域，取得一系列创新性的国际前沿研究
成果，在国际顶级学术期刊如美国科学院刊(PNAS)、Plant Cell、Molecular 

Plant、Plant Physiology、Plant Journal、Journal of Experimental Botany 等
发表原创性研究论文 100 多篇，受到国际同行广泛关注，论文被广泛引
用 4100 多次，在国际学术界产生重要影响力。因其在植物与环境因子互
作研究领域取得重要的原创性突破，Journal of Experimental Botany、
BBA-Gene Regulatory Mechanisms 及 SCIENCE CHINA 等国际知名学术
期刊邀请余迪求研究员撰写相关研究进展的评论。获云南省自然科学一
等奖二项，云南省自然科学二等奖一项。 

 

个人荣誉 

 

中科院“百人计划”择优引进人才； 

中科院核心特聘研究员； 

云南省创新团队带头人； 

云岭学者； 

云南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学术兼职 

 

中国细胞生物学学会理事； 

云南省细胞生物学会副理事长； 

云南省植物学会副理事长； 

云南省遗传学会理事。 

 

学术期刊兼职 
植物生理学报编委； 

广西植物编委。 

 

 

姓名 徐鹏 身份类型 学术带头人 

性别 男 年龄 43 

最后学位 硕士 
获得最后学位 

所在院校 
华南农业大学 

任职时间 2019年 11月 1日-至今 依托单位职务 无 

学习及工作经历 

1995.09-1999.07   云南农业大学农学院，本科学习，农学专业 

2003.09-2006.06   华南农业大学农学院，硕士研究生，作物遗传育种 

2017.09-至今     中国农业大学农学院，在职博士研究生，作物遗传育
种 

1999.09-2016.05    云南省农业科学院粮食作物研究所，历任研究实习
员、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从事稻种
资源发掘与育种利用研究工作 

2016.06 -至今      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研究员，主要致
力于陆稻、野生稻有利基因发掘及育种利用研究 

 

研究方向 稻种资源保护与遗传改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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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性工作 

主持育成获省级审定陆稻品种 4 个，参与育成省级审定陆稻品种 3 个、

水稻品种 1 个，获农业部植物新品种权 1 项；2）通过大规模的栽培稻种

间杂交实践，提出克服种间杂交生殖障碍的策略，并培育系列陆稻、野

生稻渗入系 2 万余份；3）创新性地提出了陆稻的陆生适应性是水、陆稻

间遗传差异的基础，并开展遗传解析研究及育种利用；4）基于育成陆稻

新品种，研究形成“陆稻新品种新技术”成果广泛应用于云南及周边国家

陆稻生产；5）发表 SCI 收录论文 20 余篇；6）获省级以上科技成果奖 6

项。 

个人荣誉 

2016 年，中国科学院“西部之光”人才培养引进计划“西部引进人才”入选

者。 

2018 年，“云南省有突出贡献优秀专业技术人才”称号。 

2018 年，“云南省技术创新人才”称号。 

 

学术兼职 南亚东南亚陆稻研究协作网常任秘书 

学术期刊兼职 无 

 

 

姓名 梁岗 身份类型 学术带头人 

性别 男 年龄 37 

最后学位 博士 
获得最后学位 

所在院校 
中国科学院大学 

任职时间 2016年12月1日-至今 依托单位职务 无 

学习及工作经历 

 

2001/9-2005/7    云南大学生命科学院，生物科学基地班，学士； 

2005/9-2010/7    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植物学，博士。 

2010/10-2012/12  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助理研究员； 

2013/01-2017/12  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副研究员； 

2018/01 至今      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研究员； 

2016/12 至今      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矿质营养青年科学家小组组长。 

 

研究方向 植物矿质营养 

代表性工作 

 

分析研究了拟南芥 bHLH34/104/115 通过调控下游缺铁响应基因参与铁
稳态的维持；阐释了水稻 OsPRI1 调控水稻铁稳态的分子机制；鉴定了
OsPRI2 和 OsPRI3 基因，并分析了它们调控水稻铁稳态的分子机制；改
进了 Cas9 编辑载体的构建方法。 

 

个人荣誉 

 

2015 年 5 月入选云南省中青年学术带头人后备人才；2015 年 10 月入选
中科院青年创新促进会；2018 年入选云南省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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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兼职 无 

学术期刊兼职 Plant Diversity 编委 

 

 

姓名 陈江华 身份类型 学术带头人 

性别 男 年龄 41 

最后学位 博士 
获得最后学位 

所在院校 
中国科学院大学 

任职时间 
2013 年 6 月 13 日—至

今 
依托单位职务 园主任助理 

学习及工作经历 

学习经历： 

1996 年 9 月至 2000 年 7 月  武汉大学生科院生物基地班，获理学学士

学位 

2000 年 9 月至 2006 年 3 月  中科院上海植物生理生态研究所，获遗传

学博士学位 

2006 年 11 月至 2013 年 6 月  美国 Noble Research Institute 植物系从事博

士后 

工作经历： 

2006年 3月至 2006年 10月  中科院上海植物生理生态研究所 助理研

究员 

2013 年 6 月以中科院百人计划 A 类引进回国, 任课题组长, 先后任重点

实验室副主任, 园主任助理, 园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研究方向 

豆科植物叶片运动的信号转导途径的研究； 

重要豆科农作物的基因功能研究及分子辅助育种； 

云南特色植物中活性天然产物的次生代谢生物合成和基因工程研究。 

 

代表性工作 

长期从事豆科植物的功能基因研究, 首次克隆了控制豆科植物运动的器

官属性基因(叶枕)的决定基因, 2012年以封面故事发表在美国科学院院刊

（PNAS）上，引起的广泛的关注。在豆科复叶的发育模式建成方面，克

隆了一个关键的调控基因 PALM1 ，该基因不仅增加了小叶的数目和叶

片的生物量，同时该基因突变后有很强的抗真菌抗性。该项工作申请了

美国专利，获得了 PTC 授权。回国后，陈江华研究员建立研究团队，在

复叶发育和叶片运动方面取得了很多重要的进展，也先后获得了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和云南省-NSFC 联合基金的支持，以及先导Ｂ项目的支持，

多项重要研究成果投稿到国际顶级期刊。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A5%BF%E5%8D%97%E8%81%94%E5%90%88%E5%A4%A7%E5%AD%A6/5622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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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荣誉 

1996-1999 年获武汉大学人民奖学金。 

2000 年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院长奖学金。 

2014 年入选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 A 类择优计划。 

2015 年云南省海外高层次引进人才计划。 

 

学术兼职 
中科院分子植物卓越中心青年骨干( 特聘研究员)；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兼职博士生导师。 

学术期刊兼职 无 

 

 

姓名 陈利钢 身份类型 学术带头人 

性别 男 年龄  38 

最后学位 博士 
获得最后学位 

所在院校 

 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

物园 

任职时间 
 2017 年 12 月 31 日-

至今 
依托单位职务 无 

学习及工作经历 

2018.1-至今    中科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研究员(四级)，博导 

2013.5-2017.12  中科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副研究员(一级)，硕导 

2013.1-2013.5   中科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副研究员(三级) 

2009.7-2012.12  中科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助理研究员 

2004.9-2009.6   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植物学，博士 

2000.9-2004.7   云南大学，生态学 

 

研究方向 植物抗性与发育交互机理 

代表性工作 

以拟南芥和水/陆稻为研究对象，开展植物抗性与发育间交互的分子机制

研究，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身份在 PNAS，Molecular Plant, Plant 

Physiology，MPMI，BBA - Gene Regulatory Mechanisms 等杂志发表 SCI

论文，论文引用超过 1000 多次。采用分子生物学、分子遗传学、生物化

学、植物生理学、基因组学和基因功能分析等学科领域的研究方法和研

究技术，系统研究植物抗性与发育间交互的分子生物学机制及其信号通

路，试图揭示植物逆境胁迫反应建立的分子生物学网络，从而挖掘能用

于农作物改良的重要功能基因及其信号分子，最终为改善作物相关经济

性状提供理论依据。主持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国家自然科学面上及青年

基金、中国科学院“西部之光”重点项目等多个项目，于 2013 年入选中国

科学院青年创新促进会，获得 2014 年度云南省自然科学二等奖，2015

年入选云南省中青年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后备人才，进入云南省 2018 年度

杰出青年项目答辩并在 2018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优秀青年科学基金

评审中获得积极评价。 

 

个人荣誉 

中国科学院青年创新促进会会员； 

云南省中青年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后备人才； 
云南省“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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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兼职 无 

学术期刊兼职 无 

 

 

姓名 刘长宁 身份类型 学术带头人 

性别 男 年龄 41 

最后学位 博士 
获得最后学位 

所在院校 
中科院计算技术研究所 

任职时间 2014年 11月 1日-至今 依托单位职务 无 

学习及工作经历 

教育履历 

1996.9 - 2000.7 武汉大学 国家生物学基地班 学士 

（导师 黄诗笺教授） 

2002.9 - 2007.7 中科院计算技术研究所 生物信息学 博士  

（导师 李国杰院士、陈润生院士） 

2006.6 - 2007.1 哈佛大学 Dana Farber 癌症研究所 访问学生 

 工作经历 

2007.7 - 2010.7 中科院计算技术研究所  助理研究员 

2010.7 - 2014.10 中科院计算技术研究所  副研究员 

2011.1 - 2013.1 德克萨斯大学达拉斯分校  访问学者 

2014.11 – 至今  中科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 研究员 

研究方向 

主要从事生物信息学相关研究工作，特别是与非编码基因以及生物复杂

网络相关的研究工作。目前研究组主要研究内容围绕云南省丰富的药用

植物和经济植物资源展开，利用生物信息学和系统生物学方法，从事基

于高通量测序数据分析结合分子生物学实验的非模式植物功能基因组研

究，包括：相关数据库、软件、算法的设计开发；非模式植物重要分子

通路的解析；重要药用植物和经济植物功能基因组的研究。 

代表性工作 

迄今已在包括 Nucleic Acids Research, Trends in Genetics 等高水平国际权

威期刊发表论文 30 余篇，总影响因子约 240 点，总引用次数超过 2400

次，H-index=20。代表性工作包括： 

1) 建立了国际上首个非编码 RNA 大型数据库 NONCODE。NONCODE

是国际上公认的非编码 RNA 权威数据库， Science 杂志曾对相关工作进

行过专门报道（2005 年 1 月 21 号）。数据库得到国际同行的高度评价，

相关论文被大量引用。 

2) 通过整合分析大规模基因表达芯片数据和高通量测序数据，国际上首

次构建了同时含有长非编码 RNA 以及蛋白编码基因的“双色”混合网络，

开发了国际上首个基于网络拓扑结构分析的长非编码 RNA 大规模功能

预测计算平台 ncFANs。 

3) 在生物复杂网络研究相关算法开发方面，针对蛋白质相互作用网络、

基因调控网络以及 microRNA-protein 互作网络等复杂网络开发了包括功

能模块挖掘、网络调控动态描述、网络互作分析在内的一系列模型和算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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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荣誉 

2015 云南省高端科技人才引进计划； 

2011 中国科学院青年创新促进会首批会员； 

2008 中国科学院卢嘉锡青年人才奖； 

学术兼职 

Asia Pacific Bioinformatics Network (APBioNET) 会员； 

中科院数学、计算机与生命科学交叉研究青年论坛 组委会成员； 

中国医药质量管理协会临床试验及大数据质量管理分会 委员； 

中国细胞生物学学会植物器官发生分会 委员；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Genome Informatics (GIW) 2018, Organizing 

Committee Member, Program Committee Member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Bioinformatics (InCoB) 2020, Organizing 

Committee Member, Program Committee Member 

学术期刊兼职 Scientific Reports, Editorial Board Member 编委 

 

 

姓名 张萍 身份类型 学术带头人 

性别 女 年龄 49 

最后学位 博士 
获得最后学位 

所在院校 

美国德州农工大学(Texas A&M 

University, College Station) 

任职时间 2014 年 4 月 1 日-至今 依托单位职务 无 

学习及工作经历 

 

2005.08-2006.08  美国维克森林大学医学中心 博士后 

2006.08-2008.08  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健康中心 博士后 

2008.08-2012-05  美国杜克大学医学院 博士后 

2012.08-至今     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营养免疫与功能性食
品研究组组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 

 

热带植物资源的营养保健作用及药理作用 

 

 

代表性工作 

 

多不饱和脂肪酸的营养价值、竹笋膳食纤维预防肥胖及对肠道菌的影响、
麻欠精油对治疗糖尿病的药理作用研究。 

共发表论文 38 篇，以通讯和第一作者发表 SCI 论文 11 篇，引用超过 480

次。 

 

 

个人荣誉 

 

2013 入选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 

 

学术兼职 

 

云南省免疫学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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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期刊兼职 无 

 

 

姓名 张玉梅 身份类型 学术带头人 

性别 女 年龄 46 

最后学位 博士 
获得最后学位 

所在院校 
中国科学院 

任职时间 2019 年 7 月 1 日 依托单位职务 无 

学习及工作经历 

 

1993.9-1997.7,   西南师范大学化学系,化学教育专业, 本科 

1997.9-2000.6,   云南农业大学农学院,植物营养专业, 硕士 

2002.3-2005.1,   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天然药物化学专业, 博士 

2015.3-2015.6，   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高级访问学者
5.2000.7-2002.2,云南省环境科学研究所, 助理工程
师 

2005.2-2012.9,   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 历任助理研究员及副研究员 

2012.10-2013.12，中科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 历任副研究员及研究员 

 

研究方向 

 

创新药物研发 

 

代表性工作 

 

发现 2 个新骨架化合物，40 多个新化合物，近 20 个单体化合物具有显著
的体内外降血糖活性，其中 1 个降血糖候选药物分子已进入临床前研究
阶段。主持或主要参加国家基金、国家新药创制科技重大专项、973 计划、
中国科学院个性化药物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子课题、云南省应用基础研
究计划项目等 10 多个项目，在 Organic letters 及 phytochemistry 等国内外
学术期刊上公开发表论文 60 多篇，申请国家发明专利 6 项，授权 3 项。 

 

个人荣誉 

 

2016 年 1 月入选云南省中青年学术和技术带头人称号。 

 

学术兼职 

 

中国化学会会员 

 

学术期刊兼职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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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宋启示 身份类型 学术带头人 

性别 男 年龄 57 

最后学位 博士 
获得最后学位 

所在院校 
中科院昆明植物所 

任职时间 2013 年 4 月 1 日-至今 依托单位职务 无 

学习及工作经历 

 

学习经历：  

1998-09--2003-07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植物化学与西部植物资源
持续利用国家重点实验室攻读植物化学方向博士学位 获理学博士学位  

1995-10--1997-02 英国雷丁大学植物学系（Prof. J.B. Harborne Lab.），植
物化学和化学生态学研修。    

1986-12--1988-01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植物学系（Prof. G.N. 

Towers Lab.），进修植物化学与化学生态学     

1979-10--1983-07 云南大学生物系植物学专业，获理学学士学位  

   

工作经历：（包括专利、承担项目、基金等）  

1983.12-1986.11：中国科学院云南热带植物研究所人工群落学研究室，任
研究实习员。  

1988.2-1997.2：中国科学院昆明生态研究所实验生态学研究室，任助理
研究员、室副主任、所学术委员会委员及所外事秘书。  

1997.2-2003.9：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森林生态研究室协同进
化创新基地组，任副研究员，园学术委员会委员。 

2003.10-2008.3：中科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民族药与功能食品研究组组
长、研究员，园学术、学位委员会委员。 

2008.4-2012.5：中科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药用植物种植技术研究组研
究员。 

2012.6-现在：中科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民族药研究组组长、研究员。 

  

研究方向 药用植物化学、民族药  

代表性工作 

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国家 863 项目子课题、国家发改委现代中
药产业化项目、中科院重要方向性项目子课题等共 13 项，在国内外学术
期刊上发表论文 80 篇,其中 SCI 论文 27 篇。申请专利 6 项。 

 

个人荣誉 

 

参加研究的课题获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一等奖和云南省自然科学二等奖
各一项。 

 

学术兼职 

 

2007 年担任国家自然科学奖生物学组网络及会议评审评委。2008 年担任
国家自然科学奖微观生物学网络评审评委。 

 

学术期刊兼职 《中草药》特邀编委。 

 

 

姓名 蔡传涛 身份类型 学术带头人 

性别 男 年龄 55 

最后学位 硕士 
获得最后学位 

所在院校 
中科院昆明生态研究所 

任职时间 
2013 年 4 月 1 日至今

—至今 
依托单位职务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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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及工作经历 

1982.09 - 1986.07      华中师范大学生物系 学士 

（导师 刘胜祥教授） 

1986.09 - 1989.07      中科院昆明生态研究所 生态学 硕士  

（导师 冯耀宗研究员） 

1989.07 - 1997.09    中科院昆明生态研究所 助理研究员 

1997.10 - 2012.12      中科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 助研 副研究员 

2013.1 – 至今     中科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 研究员  

研究方向 
主要从事药用植物的资源收集、引种驯化以及高产栽培技术研究，同时

进行药用成分与环境因子的关系和林下资源综合开发技术研究。 

代表性工作 

迄今承担国家发改委西部专项、科技部科技支撑专项、财政部重大专项

以及科学院与云南省等部门的各种科研项目 60 多项，发表学术论文 50

多篇（其中 SCI20 余篇），申报国家发明专利 27 项（其中授权专利 19 项）。

代表性工作包括： 

1) 开展包括灯台树、山乌龟、龙血树、大黄藤、滇重楼、鸡血藤、滇黄

精、槲蕨、假雀肾树等多种野生药用植物的资源收集、引种驯化、人工

繁殖和栽培技术研究，并总结了人工繁殖和栽培技术规范，建立了一系

列的技术体系。  

2)对贵州天麻进行了仿野生种植技术和 GAP 规范化种植技术研究，并制

定了一系列种植技术的 SOP 操作规程和质量标准，在贵州省累计推广面

积达到 25 万亩；对云南怒江云黄连进行了 GAP 规范化种植技术研究，

累计推广面积达到 10 万亩。 

3)开展多区域的林下资源的综合开发技术研究，设计并实施了 100 多种

林下资源综合开发模式，并筛选了适合我国西南地区不同区域的林下资

源开发的优化模式 53 个，同时进行了推广，该林下资源综合开发技术已

被列为国家林业局 2018 年全国 100 项林业推广技术之一。 

个人荣誉 

2006 中国科学院“西部之光”优秀学者。 

2006 云南省科技进步三等奖。 

2007 中国科学院与省市、企业合作先进个人二等奖。 

学术兼职 

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中国专利审查技术专家。 

云南省中医药学会中药（民族药）专业委员会委员。 

云南省精品咖啡学会理事。 

学术期刊兼职 无 

 

姓名 唐建维 身份类型 学术带头人 

性别 男 年龄 55 

最后学位 博士 
获得最后学位 

所在院校 
中国科学院大学 

任职时间 2013 年 4 月 1 日-至今 依托单位职务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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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及工作经历 

 

学习经历 

2002.09-2008.07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在职生态学专业博士研究生，
理学博士 

2000.01-2001.01  作为高级访问学者在美国俄勒冈州立大学（Oregon 

State University 学系进行一年的“森林生态系统的
CWD 及凋落物动态与分解” 的进修学习。 

1992.09-1995.07  中国科学院昆明生态研究所 在职生态学专业硕士研
究生，理学硕士。 

1988.02-1988.07  中国科学院成都外语培训中心，英语高级班结业。 

1982.09-1986.07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林学院林学专业，农学学士。 

 

工作经历 

1986.08-1986.12 原中国科学院云南热带植物研究所 

1987.01-1992.09 原中国科学院昆明生态研究所 研究实习员 

1992.10-1997.09 原中国科学院昆明生态研究所 助理研究员  

1997.10-2011.12 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 副研究员 

2012.01-至今   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 研究员 农林复合生态
系统研究组 组长 

1996.10-1998.01 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雨林生态系统定位研究 站  

副站长 

1998.02-2006.01 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雨林生态系统定位研究站 站
长  

1999.10-2006.01 云南西双版纳森林生态系统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
（试点站） 站长 

研究方向 
热带、亚热带农林复合生态系统的生物生产力和碳氮固定潜力及其与植
物多样性的相互关系 

代表性工作 

对西双版纳的热带森林及人工橡胶林和茶园的生物生产力和碳贮量进行
了深入系统的研究工作。同时选择经济、药用、固氮绿肥植物及珍贵树
种在人工橡胶林和茶园中组建了多种橡胶林和生态茶园复合模式，取得
了良好的经济、生态和社会效益，并在滇南橡胶林和茶园种植区域进行
了大面积的推广。 

个人荣誉 

“西部之光”人才培养计划；西双版纳州委联系科技专家；国家科技部和
云南省科技专家。 

作为项目主要人员获 2004 年度获云南省自然科学二等奖（自然科学类）；
作为项目负责人获 2016 年西双版纳州科技进步一等奖；2012 年获西双版
纳科技进步二等奖。 

学术兼职 

云南省林学会森林生态学专业委员会 委员； 

云南省茶学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 委员； 

中国农业国际合作促进会专家委员会 委员。 

学术期刊兼职 无 

 

 

姓名 张帆 身份类型 优秀青年骨干 

性别 男 年龄 34 

最后学位 博士 
获得最后学位 

所在院校 
中国科学院大学 

任职时间 2016 年 7 月-至今 依托单位职务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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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及工作经历 

 

2019.01-至今     中科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副研究员 

2014.01-2018.12   中科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助理研究员。 

2013.09-2016.06   中科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植物学博士，导师：  

方真研究员。 

2011.07-2013.12   中科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研究实习员。 

2008.09-2011.06   湘潭大学，化学工程硕士，导师：曾虹燕教授 

2004.09-2008.06   湘潭大学，生物工程学士，导师：曾虹燕教授。 

 

研究方向 热带特色油料植物资源转化合成高值生物化学品的绿色工艺研究 

代表性工作 

 

自来本单位学习与工作的十年期间，本人一直从事热带植物资源绿
色转化高值生物化学品及其生物活性评价的研究，并协同自主研发设计
的系列反应装置与合成的环境友好型催化剂用于产品中试，技术转让及
辅助市场推广等。近年来主持国家、中科院及云南省应用基础研究等项
目，以通讯或第一作者在 TOP10%国际期刊上发表研究性论文 9 篇（累
计影响因子 63.0），另以第一或参与作者发表 SCI 论文 12 篇，申请授权
专利 6 项（转让 2 项）。马来西亚能源大学 Shamala 博士生联合培养导师，
并辅助指导研究生 6 人（2 人获得国家奖学金，1 人获得朱李月华奖学
金），巴基斯坦籍博士后 1 人。设计组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中试生成反
应装置 3 套。利用热带植物油脂资源开发全天然植物精华洗护产品 1 套
（美藤果油系列冷制手工精油皂，共 11 款，已通过云南省产品质量监督
检验与销售） 

 

个人荣誉 

 

荣获“云南省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中国科学院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中
国科学院青年创新促进会会员”、“院长奖”、“优秀毕业生”、“优秀职工”、
2015 年中国植物园学术年会 “优秀青年报告 ”奖与 GPST（Global 

Professional and Specialist Testing）Certified Product Manager 等 

 

学术兼职 中国植物生理与生物学会能源植物专委会委员 

学术期刊兼职 无 

 

 

姓名 姜艳娟 身份类型 优秀青年骨干 

性别 女 年龄 42 

最后学位 博士 
获得最后学位 

所在院校 

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
园 

任职时间 
2016 年 6 月 1 日 – 

至今 
依托单位职务 无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A5%BF%E5%8D%97%E8%81%94%E5%90%88%E5%A4%A7%E5%AD%A6/562220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A5%BF%E5%8D%97%E8%81%94%E5%90%88%E5%A4%A7%E5%AD%A6/5622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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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及工作经历 

受教育经历: 

2007.9– 2012. 7，中科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植物分子生物学研究

组，硕博研究生/博士, 导师：余迪求研究员。 

1999.9– 2003.7，云南大学，生命科学院生物技术系，大学本科/学士。 

研究工作经历: 

2017.10– 2019.10，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植物研究实验室，博士后，

合作导师：何胜洋教授。 

2016.10– 2017.9，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植物研究实验室，国家公派

访问学者，合作导师：何胜洋教授。 

2005.1–至今，中科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历任研究实习员、助理

研究员、副研究员，硕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 植物-昆虫相互作用，植物-及病原菌相互作用 

代表性工作 

植物韧皮部是植物长距离运输营养及信号物质的重要通道，同时也是很

多昆虫取食和病原菌生存的重要场所。但是由于韧皮部在植物体内的特

殊位置，加之多数韧皮部生存的病原菌不能在体外纯培养，使得我们对

植物韧皮部-昆虫-病原菌之间相互作用的研究远远落后于其它类型的昆

虫和植物病原菌的研究。 该文章以崭新的思路提出了该研究领域内亟待

解决的科学问题，例如“植物韧皮部如何抵抗昆虫和病原菌的入侵？”、“植

物韧皮部赖以生存的昆虫和病原菌如何抑制植物防御体系并获得更多的

营养？” 、“植物韧皮部-昆虫-病原菌之间的相互作用是独特的，还是跟

其它类型的昆虫和植物病原菌具有共同特征？”等等。旨在鼓励更多的研

究者加入到这个重要的研究领域，发展有效的、创新的和环境友好的农

业害虫和病原菌的控制方式。 相关研究在植物学顶级 SCI 学术期刊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上发表（Jiang et al., PNAS, 2019,116: 23390-23397.五年 IF=10.6）。 

个人荣誉 
荣获2019年云南省自然科学一等奖，排名第三。 

荣获2015年度“中国科学院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 

学术兼职 无 

学术期刊兼职 无 

 

 

姓名       王后平 身份类型 优秀青年骨干 

性别 男 年龄 32 

最后学位 博士 
获得最后学位 

所在院校 
中国科学院大学 

任职时间 2017 年 7 月 1 日-至今 依托单位职务 无 

学习及工作经历 

 

2007.07 -至今       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助理研究员 

2012.09-2017.6      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 获博士学位 

2008.09-2012.7      云南大学生命科学院学院，获理学学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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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向 

 

植物分子生物学研究与育种利用 

 

代表性工作 

 

长期从事植物激素调控植物开花诱导的分子机理研究，在植物 

激素赤霉素和茉莉酸调控植物开花诱导的研究中取得重要进展，相关研
究工作发表在植物学国际主流学术期刊 Molecular Plant、Plant Physiology

等杂志上。2018 年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项目仪项，2017 年
入选中国科协“青年人才托举工程项目”2017 年入选中国科学院青年创新
促进会会员，2017 年获得中国科学院“西部青年学者 B 类项目。 

 

个人荣誉 

 

中国科协“青年人才托举工程项目”入选者； 

中国科学院青年创新促进会会员； 

中国科学院院长优秀奖获得者。 

 

学术兼职 无 

学术期刊兼职               无 

 

 

姓名 刘成刚 身份类型 优秀青年骨干 

性别 男 年龄 34 

最后学位 博士 
获得最后学位 

所在院校 
中国科学院大学 

任职时间 2014年 8月11日-至今 依托单位职务 无 

学习及工作经历 

2004.08—2008.07，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林学院，林学专业，农学学士； 

2008.09—2011.06，南京林业大学，森林资源与环境学院，生态学专业，

理学硕士； 

2011.09—2014.07，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植物学专业，理学博士； 

2014.08—2017.12，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农林复合生态系统

研究组，助理研究员； 

2018.01—至今，  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农林复合生态系统

研究组，副研究员。 

 

研究方向 

主要从事农林复合生态系统内土壤养分−微生物互作机制及其与地上植

物群落多样性的关联研究；同时，针对特殊生境下植物对各种环境胁迫

的生理生态响应（碳、氮代谢和光保护）等方面开展合作研究。 

 



35 

 

代表性工作 

初步揭示了胶林、椒农复合生态系统根际分泌物对土壤磷素转化的调控

机制，阐明了土壤动物、微生物对磷素有效性的影响过程，并对它们的

综合效益进行了评价，为合理构建环境友好型农林复合生态系统和推广

示范提供了重要理论参数。 

明确了环境胁迫下不同生活型植物碳氮代谢循环与光保护过程的协同作

用机制，及其碳水平衡关系如何响应胁迫，为典型退化生态系统物种筛

选和经济林木种植选择提供科学依据。 

 

个人荣誉 

2014 年获中国科学院朱李月华优秀博士生奖学金； 

2015 年获中国科学院“西部之光”人才培养计划“西部青年学者”B 类； 

2018 年获《应用与环境生物学报》优秀审稿人荣誉称号； 

2019 年获中国科学院青年创新促进会会员； 

2017 年和 2019 年分获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优秀职工。 

 

学术兼职 
无 

 

学术期刊兼职 

为 Plant and Soil、Applied Soil Ecology、Tropical Conservation Science、

Ecology and Evolution 及《应用与环境生物学报》等杂志的长期审稿人。 

 

 

 

 

姓名 唐明勇 身份类型 优秀青年骨干 

性别 男 年龄 33 

最后学位 博士 
获得最后学位 

所在院校 
中国科学院大学 

任职时间 
2016 年 12 月 19 日-至

今 
依托单位职务 无 

学习及工作经历 

1986 年 3 月出生于云南省宣威市龙潭镇新茂村。2006 年 9 月考入云南大

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基地班。2010 年 6 月获云南大学学士学位；同年 9 月

进入中国科学院大学攻读硕士学位，因成绩优异获得硕博连读资格，2016

年 6 月获中国科学院大学博士学位；2016 年 6 月至 12 月于北京遗传所做

访问学者。2016 年 12 月 19 日任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助理研

究员。 

研究方向 从事多年生木本油料植物的分子育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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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性工作 

由于木本植物个体大，生长周期长，遗传背景不清楚，遗传转化体系困

难；因此，当前对于多年生木本植物育种方面的研究开展的非常少。唐

明勇通过基因克隆和基因功能分析筛选到调控小桐子开花相关基因 5个，

其中有一个是小桐子特有的开花关键基因。并且通过转基因和基因编辑

技术培育了早花、多花、高产、高油的转基因小桐子。 

通过对小桐子小分子 RNA 的功能分析。发现调控年龄的小分子 RNA 调

控多年生木本植物的木质部和形成层发育。 

目前轻木行业原材料供应短缺是限制我国风电产业的卡脖子的关键问

题，唐明勇正通过种质资源收集和种植资源改良的方式培育优质轻木种

质资源。 

2016 年至 2019 年唐明勇通过对不同产地的油沙豆种质资源进行收集、种

植、以及农艺性状分析；筛选出块茎产量高和含油率较高的种质。该工

作有利于促进油莎豆的大规模种植进而替代大豆种植。 

个人荣誉 

2008 年获得云南大学优秀团员称号； 

2010 年获得全国大学生创新实验优秀奖； 

2016 年获得中国科学院大学优秀三好学生称号；  

2017 年获得优秀青年报告三等奖； 

2018 年获得优秀青年报告二等奖； 

2019 年获得中国热带作物学会优秀青年报告一等奖； 

2017 年获得青年人才托举工程项目。 

学术兼职 
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助理研究员； 

中国热带作物学会会员。 

学术期刊兼职 无 

 

 

 

3.国内/外学术机构和期刊任职情况 

序

号 
姓名 学术组织/期刊名称 职务 

任职开

始时间 

任职结

束时间 

1.  徐增富 
生物质液体燃料产业技术创

新战略联盟 
理事 

20

11-01 
至今 

2.  徐增富 
“国家林业局能源林研究中

心”学术委员会 
委员 

20

11-01 
至今 

3.  徐增富 
能源林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

盟专家委员会 
委员 

20

13-01 
至今 

4.  徐增富 云南省热带作物学会 理事 
20

14-01 
至今 

5.  徐增富 
国家生物柴油产业技术创新

战略联盟专家委员会 
副主任 

20

15-01 
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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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徐增富 云南省植物学会 理事 
20

15-01 
至今 

7.  徐增富 
生物质液体燃料产业技术创

新战略联盟 
理事 

20

11-01 
至今 

8.  余迪求 中国细胞生物学学会 理事 
20

15-01 
至今 

9.  余迪求 云南省细胞生物学会 副理事长 
20

14-01 
至今 

10.  余迪求 云南省植物学会 副理事长 
20

15-01 
至今 

11.  余迪求 云南省遗传学会 理事 
20

03-01 
至今 

12.  胡华斌 中国植物园联盟 秘书长 
20

13-01 
至今 

13.  胡华斌 
国家生物柴油产业技术创新

战略联盟 
副理事长 

20

15-01 
至今 

14.  陈江华 
American Society of Plant 

Biologists 
会员 

20

07-01 
至今 

15.  唐建维 
中国农业国际合作促进会专

家委员会 
委员 

20

15-01 
至今 

16.  唐建维 
云南省茶学重点实验室学术

委员会 
委员 

20

17-01 
至今 

17.  唐建维 
云南省林学会森林生态学专

业委员会 
委员 

20

18-01 
至今 

18.  张萍 云南省免疫学会 理事 
20

13-01 
至今 

19.  胡彦如 中国科学院青年创新促进会 会员 
20

15-01 
至今 

20.  胡彦如 中国细胞生物学会 会员 
20

15-01 
至今 

21.  胡彦如 
中国植物生理与植物分子生

物学学会 
会员 

20

14-01 
至今 



38 

 

22.  胡彦如 云南省细胞生物学会 会员 
20

13-01 
至今 

23.  刘长宁 
Asia Pacific Bioinformatics 

Network (APBioNET) 
会员 

20

10-01 
至今 

24.  刘长宁 中国科学院青年创新促进会 会员 
20

11-01 
至今 

25.  刘长宁 
中国医药质量管理协会临床

试验及大数据质量管理分会 
委员 

20

18-01 
至今 

26.  刘长宁 
中国科学院数学、计算机与生

命科学交叉研究青年论坛 
组委会成员 

20

13-01 
至今 

27.  徐进 云南省热带作物学会 会员 
20

14-01 
至今 

28.  徐进 云南省植物学会 理事 
20

15-01 
至今 

29.  陈利钢 中国科学院青年创新促进会 会员 
20

14-01 
至今 

30.  梁岗 中国科学院青年创新促进会 会员 
20

15-01 
至今 

31.  张帆 
中国植物生理与植物分子生

物学学会能源植物专业委员

会 

委  员 
20

19-01 
至今 

32.  张帆 中国科学院青年创新促进会 会员 
20

17-01 
至今 

33.  张玉梅 中国化学会 会员 
20

18-01 
至今 

34.  范青飞 中国化学会 会员 
20

18-01 
至今 

35.  王后平 中国科学院青年创新促进会 会员 
20

18-01 
至今 

36.  刘成刚 中国科学院青年创新促进会 会员 
20

19-01 
至今 

37.  蔡志全 中国作物学会藜麦分会 常务理事 
20

19-01 
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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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蔡志全 应用生态学报 编委 
20

15-01 
至今 

39.  蔡志全 Tree Physiology 
Editorial review 

board 

20

13-01 
至今 

40.  宋启示 中草药 特邀编委 
20

09-01 
至今 

41.  徐进 
山西农业大学学报(自然科学

版) 
特约编委 

20

16-01 
至今 

42.  徐增富 Plant Signaling & Behavior 编委 
20

05-01 
至今 

43.  徐增富 分子植物育种 编委 
20

13-01 
至今 

44.  余迪求 植物生理学报 编委 
20

14-01 
至今 

45.  余迪求 广西植物 编委 
20

10-01 
至今 

46.  梁岗 Plant Diversity 编委 
20

15-01 
至今 

47.  刘长宁 Scientific Reports 
Editorial Board 

Member 

20

19-01 
至今 

 

三、开放交流与运行管理 

1.对外开放 

实验室长期坚持“开放、流动、联合、竞争”的运行机制，对国

内外相关的高校和研究机构全面开放，吸引和支持热带、亚热带植物

学研究的优秀科研人员来实验室工作。实验室积极开展“引进来”策

略，制订了《学术交流经费使用办法》和《“蔡希陶论坛”管理办法》，

邀请国内外专家短期来访并做报告，交流最新科研成果、联合开展科

学实验、指导学生论文写作等实质性深入合作，为实验室研究水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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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提升、交叉学科的长远发展奠定了基础。2019 共邀请国内外

专家、同行来实验室访问和做报告共计 25 人次。人才队伍建设方面，

按照依托单位版纳植物园制订的《博士后研究人员管理规定》和《“博

士+”人才培养计划暂行管理办法》，吸引国内外优秀博士毕业生到实

验室开展博士后研究工作。与此同时，实验室还设置了《开放基金管

理办法》和《论文、获奖成果、授权专利奖励经费追加办法》等制度

措施鼓励科研人员和国内外实验室开展合作研究。 

2019年胡彦如研究组与美国科学院院士何胜洋组开展合作研究，

论述了关于植物韧皮部-昆虫-病原菌之间相互作用方面的重要研究

进展，并以崭新的思路提出了该研究领域内亟待解决的科学问题，相

关研究已在植物学顶级 SCI学术期刊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上发表（Jiang 

et al., PNAS, 2019,116: 23390-23397.五年 IF=10.600）。 

2019 度，实验室在站博后 6 名，2019 年新入站博士后 1 名，出

站 3 博士后名。 

梅松博士的“PIF6 转录因子调控植物耐冻性的功能研究”取得

重要进展。他和合作者克隆了 PIF6 的全长编码序列，将其构建至

pGADT7 载体（AD-PIF6）猎物，将 ICE1（删除了 N 端 260 个氨基酸，

BD-ICE1-C）构建至 pGBKT7 中作为诱饵，通过氨基酸缺陷板来筛选阳

性克隆。AD-PIF6与 BD-ICE1-C 共转的酵母能够在四种氨基酸缺陷的

培养基上生长，表明在酵母细胞中 PIF6能够与 ICE1特异性的相互作

用。进一步采用双分子荧光互补 BiFC 和免疫共沉淀 CoIP 实验进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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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结果发现，在 PIF6-cYFP 与 ICE1-nYFP 质粒农杆菌共注射的烟草

叶片细胞核内观察到 YFP 荧光，而对照组均检测不到信号。进一步

CoIP实验，结果显示，在 35S: MYC-PIF6 和 35S: FLAG-ICE1 共注射

的烟草叶片提取的蛋白屮能检测到 FLAG-ICE1 蛋白，单独表达

MYC-PIF6 蛋白无法检测到 FLAG-ICE1蛋白信号。以上结果表明，PIF6

与 ICE1 在体内存在相互作用形成蛋白复合物。 

路承凯博士的“铁信号调控拟南芥抗灰霉菌的分子机制”取得重

要进展。（1）拟南芥缺铁信号受抑制突变体和组成型缺铁信号增强植

物对灰霉菌的抗性分析；（2）缺铁处理后，拟南芥缺铁突变体中乙烯

通路一些基因的表达发生变化；（3）铁稳态通路中的 FIT是调控的关

键节点；（4）bHLH38 直接结合 SAM1 和 SAM2的启动子；（5）对 sam1, 

sam2及其相关突变体对灰霉菌的抗性进行了分析。 

Sreetama Bhadra 博士的“一些重要经济植物的表型特征和遗传

分化研究”取得重要进展。一、藜麦的细胞学变异研究（已投稿）。

在蔡志全研究员的指导下，她对来自安第斯山高海拔地区的 21 个藜

麦品种进行了细胞核型分析，体细胞的染色体数均为 2n=36，品种间

染色体的长度、初级缢痕、对称性、臂比值等均有较大变异。二、RAD

序列研究藜麦的居群遗传 （研究结果在整理中）。对来自秘鲁和玻利

维亚高海拔地区的 58 个藜麦品种进行了 RAD 测序分析，共获得

2712607 个 SNP、279320 个插入缺失和 140338 个 SSR 标记，系统发

生分析发现在 58 个品种中，地理位置和遗传距离没有显著相关性，

可能与基因平行转移和长期的驯化历史有关。目前正开展的工作有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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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与基因组大小对多倍体植物山奈属物种物候、生理和生化特征的影

响以及遗传多样性对小花山奈生理特征的影响。 

2.科学传播 

（1）举办第四届青年科学节。 

5 月 22 日至 23 日，版纳植物园成功举办 2019 年“植物园＋青

年科学节”暨国际生物多样性日活动。本届科学节的主题为“一树一

世界”，专辑收录了入围的科学节海报 83 份，主要来自版纳植物园、

上海科技馆的研究生和青年科研人员。入围海报主要由科研人员以自

己第一手的研究数据和结果为基础制作而成，分为一树一世界、科研

视角、植物智慧、生长故事、人与自然等主要专题进行在线展示。在

5月22日至23日的科学节互动现场，青年科研人员将结合科普海报，

通过现场解说、科学仪器和实验模型展示、以及游戏互动等方式，向

公众讲述科学研究及其背后丰富有趣的科学故事。同时，为期两天的

互动交流展示还吸引了西双版纳及普洱地区 9 所中小学的近千名学

生参加，他们与研究生和青年科研人员进行了面对面的互动交流。通

过此活动，为广大公众尤其是当地中小学生们激情讲解最新的科研成

果，提升了他们的科学素养，培养他们对自然、对科学的热爱。  

（2）开展自然之兰科普活动。 

泼水节期间，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第六届“自然之兰

——大自然的馈赠”兰花展隆重开幕。配合兰展，版纳植物园在 4 月

12 日至 16 日期间，开展了有趣的科普活动。活动分为两部分，有现

场体验的“ 叫兰不是兰”趣味辨识，也有 take home message 的“兰

花纪念品 DIY”等。其中，“叫兰不是兰”围绕兰花结构这一知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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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取了嘉兰、紫罗兰、球花石斛、硬叶兜兰等 12 种代表植物供公众

观察辨识，便于公众准确掌握兰花的独特结构。“兰花纪念品 DIY”，

以明星兰花物种白旗兜兰、鹤顶兰、竹叶兰、鼓槌石斛、达尔文兰等

为原型提供线稿图，供公众自由发挥创意，绘制兰花题材的图画并加

工成形式多样的生活物品，使公众把兰花作品带回家的同时，还可以

同身边的人分享参观兰展的经历。除此之外，现场还提供了《自然之

兰——大自然的馈赠》、《幽兰之性》等科普读物，供感兴趣的游客拓

展学习。 本活动持续 5 天，受到亲子家庭的广泛喜爱，其中儿童和

成年女性是主要参与群体，参与人次约 200 人次。 

（3）举办夏令营活动。 

版纳植物园科普活动经过十年的积累和发展，冬夏令营活动应接

不暇，预订活动往往需要提前 3-4个月进行。2019 年 6月 15日，在

夏令营活动还没开始之前，营期就已经爆满拒接。自然体验“闻香之

旅”、“我的棕榈树”、“采茶割胶”、“大榕树小榕蜂”、“雨林动物在哪

里”等等，新的活动不断推陈出新，经典的活动经久也依然深受欢迎。

150 余个探究小课题，引导着营员发现问题、设计实验，收集数据、

分析数据、得出结论，汇报的提问和交流环节，发现别人思维或实验

设计的漏洞、提出质疑，完美回答提问，往往是营员最活跃、兴奋和

激动的时刻。  

版纳植物园的科普活动深受欢迎，一方面是版纳植物园科普活动

开发充分考虑到西双版纳热带雨林生物多样性、当地民族传统文化，

并根据版纳植物园园区的特点量身设计，活动具有不可替代性，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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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出深受广大营员喜爱。另一方面，版纳植物园环境教育中心也培养

和打造了一批专业的一线科普人才，有热爱昆虫的、喜欢蜘蛛蝴蝶的、

有懂植物的、有喜欢观星的，有当地傣族、彝族，也有汉族，多元化

多生态位的人才队伍和浓厚的学习氛围，是高品质科普活动付诸实施

取得非常好效果的保障。 

（4）举办“2019 年全国科普日”系列活动。 

为弘扬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助力推动全民科学素质全面提

升，9 月 5 日至 19 日，版纳植物园分别在西双版纳州、成都市实现

两地联动，顺利举办主题为“礼赞共和国智慧新生活”全国科普日系列

活动，共计 2000 余名师生、博物爱好者、市民及教育人员参加了本

次活动。 本次活动围绕云南省全国科普日活动的“科普教育基地开放

行动”、“校园科普行动”、“学术资源科普化联合行动”等主题，并结合

版纳植物园的科普特色，先后开展：1）勐腊县民族中学师生体验研

学课程；2）生物多样性主题的科普讲座：雨林、棕榈与天南星；3）

“一树一世界”科学节展览走进成都市金堂、武侯会场；4）“科普进校

园”之走进西双版纳州第一中学、成都市青羊实验中学附属小学。全

国科普日活动是由中国科协、中央宣传部等部门发起，于每年 9 月的

第三周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的大规模群众性科普活动，也是版纳植

物园开展科普活动的一个重要渠道。今年的活动紧紧围绕“礼赞共和

国 智慧新生活”主题，通过两地多级联合，开展丰富多彩的系列科普

活动，形成多融合、多联动的生动局面，助力全面促进科学精神和科

技成果的全民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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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举办国庆节科普活动“妙趣棕国”。 

在热带植物类群中，棕榈这个家族的植物特别与众不同：其茎杆

可高耸入云，大型羽状或掌状叶片簇生于茎顶，给人以刚柔之美，早

在一百多年前就流行于世界园艺界。由于棕榈植物生命顽强，树姿优

美，著名的植物学家林奈誉之为“植物界的王子”。2019 年国庆节，

版纳植物园围绕园中保存的 400 余种棕榈植物，推出“妙趣棕国”经

典科普活动，主要包括 6 项内容：“按图索骥——探索棕榈植物地图”、

“探秘棕榈化石”、“定时讲解棕榈趣事”、“棕榈知识问答”、“棕榈编

织”及“蓑衣试穿”。多主题的互动体验活动，旨在从科学、文化和

艺术的角度，使公众欣赏棕榈植物的生物多样性之美及科学魅力。 

（6）与庐山植物园联合举办科学节海报巡展。 

10 月 28 日，由版纳植物园与中国科学院庐山植物园联合举办的

“植物园+青年科学节”海报巡展及互动活动暨中国科学院第二届科学

节在庐山植物园拉开帷幕，来自庐山小学的 100 余名师生、九江电视

台、中国江西网等 8 家媒体以及游客参加了开幕式。此次活动的目的

旨在让公众了解植物园中所开展的科研和科普工作，了解版纳植物园

最新的科研进展，唤起公众对科学的兴趣。 此次海报巡展活动是版

纳植物园环境教育中心首次和庐山植物园环境教育部进行合作，也是

“植物园+青年科学节”海报巡展再次走出版纳植物园，让更多人了解

植物园的科研工作和科学教育工作，同时也是版纳植物园参与中国科

学院第二届科学节的活动之一。在随后的几天，版纳植物园还将组织

当地学生走进植物园，了解植物园人的科学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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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依托单位的支持 

1.依托单位在人、财、物条件方面的保障和支持 

类别 上一年度 本年度 增长数 增长比率 

专职管理人员（个） 3 3 0 0% 

专职技术人员（个） 3 5 2 66.67% 

硕士研究生招生（个） 24 16 -8 -33.33% 

博士研究生招生（个） 8 8 0 0% 

单位配套运行费（万元） 350 350 0 0% 

单位配套设备费（万元） 0 0 0 0% 

实验室总面积（平米） 3547 3547 0 0% 

固定资产总值（万元） 2568 2568 0 0% 

 

2.依托单位给予的其它支持 

 

实验室接受依托单位版纳植物园的行政领导、管理和监督。2019

年度，依托单位在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对实验室给予了全方位的

支持，把重点实验室的发展作为本单位科技创新能力提升最重要的抓

手，通过科学、有效管理，既保证了重点实验室成为具有相对独立的

人事权和财务权的科研实体，又实现了与版纳植物园相互支撑、共同

发展的科技创新基地发展模式。重点实验室是人财物相对独立的科研

实体，在学术委员会指导和室务委员会的共同领导下，以独立建制组

织开展各项工作。 

目前，重点实验室研究方向的设置、研究人员的年度考核、人员

工资和各项待遇等均纳入到全园创新体制的管理范畴。在人事管理方

面，版纳植物园充分尊重重点实验室发展的队伍建设需求，从高水平

科研人才的引进到临时工作人员的雇用，依托单位都制订了相关规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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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和管理办法。特别是在优秀人才引进和待遇方面，优先考虑重点

实验室的学科发展需求。在依托单位财务审核和有关部门审批的前提

下，重点实验室自主使用自行申请的科研资金、重点实验室的运行费

等。在重点实验室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借助财政部修购专项经费，优

先为重点实验室提供实验室急需的科研设备和仪器。在对外合作方面，

优先安排重点实验室的需求，利用园区的有利条件，以重点实验室为

载体，加强与大学、其他研究院所等单位的实质性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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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人员情况 

1.固定人员名单 

序
号 

姓名 
性
别 

出生
日期 

职
称
名
称 

职称
等级 

实验室职
务 

所学
专业 

工
作
性
质 

最
后
学
位 

学位取
得时间 

授予单位 

进入
实验
室时
间 

研究方向 
国
籍 

1.  徐增富 男 
1965-

09 

研

究

员 

正高

级 

实验室主

任 

植物

分子

生物

学 

研

究

人

员 

博

士 
2001-04 香港大学 

2013-

04 
功能基因发掘与热带植物分子育种 

中

国 

2.  胡彦如 男 
1985-

12 

研

究

员 

正高

级 

实验室副

主任 

植物

生理

学 

研

究

人

员 

博

士 
2013-07 中国科学院大学 

2015-

04 
功能基因发掘与热带植物分子育种 

中

国 

3.  张礼凤 女 
1966-

10 

高

级

实

验

师 

副高

级 

实验室秘

书 

计算

机科

学与

技术 

管

理

人

员 

学

士 
2003-07 中山大学 

2013-

09 
功能基因发掘与热带植物分子育种 

中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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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蔡传涛 男 
1964-

09 

研

究

员 

正高

级 
其它 

药用

植物 

研

究

人

员 

硕

士 
1989-06 

中国科学院昆明

生态研究所 

2013-

04 

热带经济植物可持续利用技术及其

示范推广 

中

国 

5.  蔡志全 男 
1973-

10 

研

究

员 

正高

级 
其它 

资源

植物 

研

究

人

员 

博

士 
2007-03 

荷兰瓦赫宁根大

学 

2013-

04 

热带经济植物可持续利用技术及其

示范推广 

中

国 

6.  陈江华 男 
1978-

10 

研

究

员 

正高

级 
其它 

植物

学 

研

究

人

员 

博

士 
2006-03 

中科院上海植物

生理生态研究所 

2013-

06 
功能基因发掘与热带植物分子育种 

中

国 

7.  陈利钢 男 
1982-

04 

研

究

员 

正高

级 
其它 

植物

分子

生物

学 

研

究

人

员 

博

士 
2010-07 中国科学院 

2015-

11 
功能基因发掘与热带植物分子育种 

中

国 

8.  胡华斌 男 
1963-

04 

研

究

员 

正高

级 
其它 

民族

植物

学 

研

究

人

员 

博

士 
2008-03 

中国科学院昆明

植物研究所 

2013-

04 
民族药用植物活性物质与功能食品 

中

国 

9.  刘长宁 男 
1978-

12 

研

究

员 

正高

级 
其它 

生物

信息

学 

研

究

人

员 

博

士 
2007-07 

中科院计算技术

研究所 

2014-

11 
功能基因发掘与热带植物分子育种 

中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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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宋启示 男 
1962-

11 

研

究

员 

正高

级 
其它 

植物

化学 

研

究

人

员 

博

士 
2003-07 

中国科学院昆明

植物研究所 

2013-

04 
民族药用植物活性物质与功能食品 

中

国 

11.  唐建维 男 
1964-

01 

研

究

员 

正高

级 
其它 

森林

生态

学 

研

究

人

员 

博

士 
2010-07 

中国科学院研究

生院 

2013-

04 

热带经济植物可持续利用技术及其

示范推广 

中

国 

12.  余迪求 男 
1964-

04 

研

究

员 

正高

级 
其它 

植物

分子

生理

学 

研

究

人

员 

博

士 
1998-07 中山大学 

2015-

11 
功能基因发掘与热带植物分子育种 

中

国 

13.  徐进 男 
1973-

06 

研

究

员 

正高

级 
其它 

植物

分子

生物

学 

研

究

人

员 

博

士 
2007-06 

中国科学院研究

生院 

2013-

08 
功能基因发掘与热带植物分子育种 

中

国 

14.  徐鹏 男 
1976-

07 

研

究

员 

正高

级 
其它 

作物

遗传

育种 

研

究

人

员 

硕

士 
2006-06 华南农业大学 

2016-

06 
功能基因发掘与热带植物分子育种 

中

国 

15.  张萍 女 
1970-

06 

研

究

员 

正高

级 
其它 

营养

学 

研

究

人

员 

博

士 
2005-08 

美国 Texas A&M 

University, 

College Station, 

Texas 

2013-

04 
民族药用植物活性物质与功能食品 

中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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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梁岗 男 
1982-

02 

研

究

员 

正高

级 
其它 

植物

学 

研

究

人

员 

博

士 
2010-07 

中科院西双版纳

热带植物园 

2016-

12 
功能基因发掘与热带植物分子育种 

中

国 

17.  张玉梅 女 
1973-

11 

研

究

员 

正高

级 
其它 

天然

药化 

研

究

人

员 

博

士 
2015-03 

中国科学院研究

生院 

2013-

04 
民族药用植物活性物质与功能食品 

中

国 

18.  兰芹英 女 
1966-

10 

正

高

级

工

程

师 

正高

级 
其它 

植物

学 

技

术

人

员 

其

它 
2004-10 华南农业大学 

2019-

06 
功能基因发掘与热带植物分子育种 

中

国 

19.  文彬 男 
1967-

12 

研

究

员 

正高

级 
其它 

种子

生物

学 

研

究

人

员 

博

士 
2008-06 

中国科学院研究

生院 

2019-

06 
功能基因发掘与热带植物分子育种 

中

国 

20.  段柱标 男 
1967-

10 

高

级

工

程

师 

副高

级 
其它 农学 

管

理

人

员 

学

士 
1992-06 云南农业大学 

2015-

06 

热带经济植物可持续利用技术及其

示范推广 

中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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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陈茂盛 男 
1974-

11 

副

研

究

员 

副高

级 
其它 

植物

学 

研

究

人

员 

博

士 
2016-05 中国科学院大学 

2013-

04 
功能基因发掘与热带植物分子育种 

中

国 

22.  付乾堂 男 
1979-

08 

副

研

究

员 

副高

级 
其它 

分子

生物

学 

研

究

人

员 

博

士 
2010-03 

中国科学院研究

生院 

2013-

04 
功能基因发掘与热带植物分子育种 

中

国 

23.  姜艳娟 女 
1978-

12 

副

研

究

员 

副高

级 
其它 

植物

学 

研

究

人

员 

博

士 
2013-01 中国科学院大学 

2015-

04 
功能基因发掘与热带植物分子育种 

中

国 

24.  刘长安 男 
1978-

02 

副

研

究

员 

副高

级 
其它 

土壤

生态

学 

研

究

人

员 

博

士 
2009-12 兰州大学 

2013-

08 

热带经济植物可持续利用技术及其

示范推广 

中

国 

25.  刘成刚 男 
1985-

09 

副

研

究

员 

副高

级 
其它 

植物

生态

学 

研

究

人

员 

博

士 
2014-07 中国科学院大学 

2014-

08 

热带经济植物可持续利用技术及其

示范推广 

中

国 

26.  罗嘉 男 
1983-

02 

副

研

究

员 

副高

级 
其它 

植物

学 

研

究

人

员 

博

士 
2011-06 四川大学 

2013-

04 

热带经济植物可持续利用技术及其

示范推广 

中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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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纳智 男 
1973-

12 

副

研

究

员 

副高

级 
其它 

植物

化学 

研

究

人

员 

博

士 
2001-08 

中国科学院研究

生院 

2013-

04 
民族药用植物活性物质与功能食品 

中

国 

28.  潘帮珍 女 
1985-

09 

副

研

究

员 

副高

级 
其它 

植物

学 

研

究

人

员 

博

士 
2012-07 

中国科学院研究

生院 

2013-

04 
功能基因发掘与热带植物分子育种 

中

国 

29.  田波 男 
1975-

06 

副

研

究

员 

副高

级 
其它 

植物

学 

研

究

人

员 

博

士 
2005-03 

中国科学院昆明

植物研究所 

2013-

04 

热带经济植物可持续利用技术及其

示范推广 

中

国 

30.  何惠英 女 
1970-

08 

高

级

实

验

师 

副高

级 
其它 林学 

技

术

人

员 

学

士 
1995-07 西南林学院 

2013-

06 
功能基因发掘与热带植物分子育种 

中

国 

31.  唐寿贤 男 
1964-

12 

高

级

工

程

师 

副高

级 
其它 园艺 

技

术

人

员 

学

士 
1990-06 云南农业大学 

2015-

06 

热带经济植物可持续利用技术及其

示范推广 

中

国 

32.  王芳 女 
1971-

12 

六

级

职

员 

副高

级 
其它 会计 

管

理

人

员 

学

士 
2000-07 中山大学 

2015-

11 
功能基因发掘与热带植物分子育种 

中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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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张帆 男 
1985-

02 

副

研

究

员 

副高

级 
其它 

植物

学 

研

究

人

员 

博

士 
2016-07 中国科学院大学 

2013-

04 

热带经济植物可持续利用技术及其

示范推广 

中

国 

34.  范青飞 男 
1983-

11 

助

理

研

究

员 

中级 其它 
植物

学 

研

究

人

员 

硕

士 
2012-07 

中国科学院研究

生院 

2013-

04 
民族药用植物活性物质与功能食品 

中

国 

35.  
高洁

（大） 
女 

1980-

07 

助

理

研

究

员 

中级 其它 

昆虫

生态

学 

研

究

人

员 

博

士 
2008-07 南京林业大学 

2014-

01 

热带经济植物可持续利用技术及其

示范推广 

中

国 

36.  高晓阳 女 
1986-

06 

助

理

研

究

员 

中级 其它 
生态

学 

研

究

人

员 

博

士 
2015-07 中国科学院大学 

2015-

07 
功能基因发掘与热带植物分子育种 

中

国 

37.  
贡潘偏

抽 
女 

1986-

11 

助

理

研

究

员 

中级 其它 

细胞

生物

学 

研

究

人

员 

博

士 
2016-07 中国科学院大学 

2016-

12 
民族药用植物活性物质与功能食品 

中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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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华帅 男 
1981-

10 

工

程

师 

中级 其它 
植物

学 

技

术

人

员 

硕

士 
2010-06 云南大学 

2015-

06 

热带经济植物可持续利用技术及其

示范推广 

中

国 

39.  何华 女 
1986-

05 

助

理

研

究

员 

中级 其它 
植物

学 

研

究

人

员 

博

士 
2014-07 中国科学院大学 

2014-

07 
功能基因发掘与热带植物分子育种 

中

国 

40.  金艳强 男 
1987-

10 

助

理

研

究

员 

中级 其它 

植物

生理

生态 

研

究

人

员 

博

士 
2018-06 中国科学院大学 

2018-

08 

热带经济植物可持续利用技术及其

示范推广 

中

国 

41.  李菁 女 
1977-

08 

助

理

研

究

员 

中级 其它 

分子

生物

学 

研

究

人

员 

博

士 
2009-07 清华大学 

2015-

12 
功能基因发掘与热带植物分子育种 

中

国 

42.  李扬 男 
1988-

12 

助

理

研

究

员 

中级 其它 
植物

学 

研

究

人

员 

博

士 
2017-06 

中科院西双版纳

热带植物园 

2017-

08 
功能基因发掘与热带植物分子育种 

中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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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刘贵周 男 
1979-

09 

助

理

研

究

员 

中级 其它 农学 

研

究

人

员 

硕

士 
2005-07 云南农业大学 

2013-

04 

热带经济植物可持续利用技术及其

示范推广 

中

国 

44.  刘清 男 
1987-

05 

工

程

师 

中级 其它 
植物

学 

技

术

人

员 

硕

士 
2013-06 中国科学院大学 

2015-

06 

热带经济植物可持续利用技术及其

示范推广 

中

国 

45.  雷日华 男 
1986-

06 

助

理

研

究

员 

中级 其它 
植物

学 

研

究

人

员 

博

士 
2018-01 

中科院西双版纳

热带植物园 

2018-

02 
功能基因发掘与热带植物分子育种 

中

国 

46.  唐明勇 男 
1986-

03 

助

理

研

究

员 

中级 其它 

分子

生物

学 

研

究

人

员 

博

士 
2016-06 中国科学院大学 

2016-

12 
功能基因发掘与热带植物分子育种 

中

国 

47.  陶彦彬 女 
1982-

07 

助

理

研

究

员 

中级 其它 

分子

生物

学 

研

究

人

员 

博

士 
2014-07 

中国科学院研究

生院 

2014-

07 
功能基因发掘与热带植物分子育种 

中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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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万金鹏 男 
1985-

01 

助

理

研

究

员 

中级 其它 
植物

学 

研

究

人

员 

硕

士 
2011-06 中科院研究生院 

2016-

07 
功能基因发掘与热带植物分子育种 

中

国 

49.  赵宝林 男 
1987-

02 

助

理

研

究

员 

中级 其它 
植物

学 

研

究

人

员 

博

士 
2016-06 兰州大学 

2016-

06 
功能基因发掘与热带植物分子育种 

中

国 

50.  王如玲 女 
1979-

09 

实

验

师 

中级 其它 
植物

学 

研

究

人

员 

硕

士 
2005-06 中科院研究生院 

2013-

11 
功能基因发掘与热带植物分子育种 

中

国 

51.  王后平 男 
1987-

11 

助

理

研

究

员 

中级 其它 
植物

学 

研

究

人

员 

博

士 
2017-06 中国科学院大学 

2017-

07 
功能基因发掘与热带植物分子育种 

中

国 

52.  杨君 男 
1985-

12 

助

理

研

究

员 

中级 其它 
植物

学 

研

究

人

员 

硕

士 
2011-07 昆明植物研究所 

2014-

09 
功能基因发掘与热带植物分子育种 

中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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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张轩 男 
1989-

08 

助

理

研

究

员 

中级 其它 
软件

工程 

研

究

人

员 

硕

士 
2013-12 重庆大学 

2015-

08 
功能基因发掘与热带植物分子育种 

中

国 

54.  韩笑 女 
1989-

02 

助

理

研

究

员 

中级 其它 
植物

学 

研

究

人

员 

博

士 
2018-07 中国科学院大学 

2019-

03 
功能基因发掘与热带植物分子育种 

中

国 

55.  徐芳芳 女 
1981-

10 

助

理

研

究

员 

中级 其它 
生态

学 

研

究

人

员 

博

士 
2016-07 中国科学院大学 

2019-

06 
功能基因发掘与热带植物分子育种 

中

国 

56.  张苹 女 
1987-

09 

助

理

研

究

员 

中级 其它 
植物

学 

研

究

人

员 

博

士 
2019-01 中国科学院大学 

2019-

01 
功能基因发掘与热带植物分子育种 

中

国 

57.  梁燕 女 
1971-

05 

园

林

园

艺

师 

初级 其它 园艺 

技

术

人

员 

其

它 
1988-06 普洱中学 

2015-

06 

热带经济植物可持续利用技术及其

示范推广 

中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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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喻凯莉 女 
1995-

12 

研

究

实

习

员 

初级 其它 
药物

化学 

研

究

人

员 

硕

士 
2019-06 云南大学 

2019-

10 
民族药用植物活性物质与功能食品 

中

国 

固定人员：指经过核定的属于实验室编制的人员。不包括在读研究生。 

证件类型：只能是身份证、军官证、护照。 

出生日期：格式为“年-月” 

职称等级：正高级；副高级；中级；初级；其它。 

实验室职务：实验室主任、实验室副主任，实验室秘书、其它。 

工作性质：研究人员、技术人员、管理人员。 
研究人员：指承担研究课题并在实验室主要从事研究工作的固定人员； 

技术人员：指主要从事技术性工作的固定人员； 

管理人员：指专职负责管理工作的固定人员，主要从事研究工作的兼职管理人员应计入研究人员范围。 

最后学位：博士、硕士、学士、其它。 

学位取得时间：填写格式为：“年-月”。 

研究方向：选择或填写该人员对应研究方向。 

 

2.流动人员名单 

序号 姓名 性别 职称等级 职称名称 工作单位 
是否为本实验室博士

后 

1.  李有涵 男 中级 助理研究员 中科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 是 

2.  路承凯 男 中级 助理研究员 中科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 是 

3.  阮宝慧 女 初级 研究实习员 中科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 否 

4.  陆添权 男 其它 无 中科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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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杜建灿 女 中级 助理研究员 中科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 是 

6.  Sreetama Bhadra 女 中级 助理研究员 中科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 是 

7.  梅松 男 中级 助理研究员 中科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 是 

8.  朱翔 男 中级 助理研究员 中科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 是 

流动人员：指在本实验室做博士后以及编制不在实验室、到实验室从事合作研究或进行开放课题研究的人员，不包括临时聘请的仪器设备维修人员、来

室使用仪器但不参加实验室研究的人员及在读研究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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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实验室研究单元 

序
号 

研究方向 学术带头人 其它固定人员名单 

1.  
功能基因发掘与热带植物分

子育种 
余迪求 

徐增富,胡彦如,陈江华,陈利钢,

刘长宁,余迪求,徐进,徐鹏,梁岗,兰芹

英,文彬,陈茂盛,付乾堂,姜艳娟,潘帮

珍,何惠英,王芳,高晓阳,何华,李菁,李

扬,雷日华,唐明勇,陶彦彬,万金鹏,赵

宝林,王如玲,王后平,杨君,张轩,韩笑,

徐芳芳,张苹 

2.  
民族药用植物活性物质与功

能食品 
张玉梅 

胡华斌,宋启示,许又凯,张萍,张

玉梅,纳智,范青飞,贡潘偏抽,喻凯莉 

3.  
热带经济植物可持续利用技

术及其示范推广 
唐建维 

蔡传涛,蔡志全,唐建维,段柱标,

刘长安,刘成刚,罗嘉,田波,唐寿贤,张

帆,高洁（大）,华帅,金艳强,刘贵周,

刘清,梁燕 

 

4.重要人才情况 

 
中国 

科学院 
院士 

中国 
工程院 
院士 

国家杰 
出青年基 
金获得者 

优秀青 
年基金 
获得者 

青年千人 长江学者 百人计划 
万人计划 

杰出人才 领军人才 
青年拔
尖人才 

姓

名 

   胡彦如       

      余迪求    

      徐增富    

      张萍    

      陈江华    

数
量 

0 0 0 1 0 0 4 0 0 0 

请依次列出相应的固定人员姓名，合计处列出合计的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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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基金委创新研究群体 

 

序号 研究方向 学术带头人 参加人员 获批年份 

学术带头人：要求是本实验室固定人员。 

 

6.研究生培养情况 

 
在读硕士一览表 

序号 姓名 导师姓名 入学时间 获奖 获奖 获奖 

1.  江秋煜 徐鹏 2017-07 无 无 无 

2.  吴锋玲 徐鹏 2017-07 无 无 无 

3.  陈婉琴 余迪求 2018-09 无 无 无 

4.  庞志强 余迪求 2018-09 无 无 无 

5.  吴松果 陈利钢 2018-09 无 无 无 

6.  常桂梅 徐鹏 2018-09 无 无 无 

7.  普梦娜 梁岗 2017-09 无 无 无 

8.  李晨阳 梁岗 2018-09 无 无 无 

9.  杨钰洁 梁岗 2018-09 无 无 无 

10.  赵俊惠 梁岗 2019-09 无 无 无 

11.  彭凤 梁岗 2019-09 无 无 无 

12.  范彬彬 张玉梅 2016-09 无 无 无 

13.  杨周颖 张玉梅 2017-09 无 无 无 

14.  陈雪林 张玉梅 2018-09 无 无 无 

15.  张国强 刘长宁 2018-09 
国家奖学

金 
无 无 

16.  张 頔 刘长宁 2016-09 无 无 无 

17.  任强 刘长宁 2017-09 无 无 无 

18.  桑世叶 刘长宁 2017-09 无 无 无 

19.  姚宝林 刘长宁 2018-09 无 无 无 

20.  王杰 刘长宁 2019-09 无 无 无 

21.  蒋晓可 刘长宁 2019-09 无 无 无 

22.  杜波 蔡传涛 2017-09 无 无 无 

23.  王玮 蔡传涛 2017-09 无 无 无 

24.  潘沫晗 田波 2017-09 无 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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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李江莹 田波 2017-09 无 无 无 

26.  何幸 田波 2018-09 无 无 无 

27.  李泓池 蔡传涛 2019-09 无 无 无 

28.  张洁 蔡传涛 2019-09 无 无 无 

29.  王文 唐建维 2017-09 无 无 无 

30.  聂宇 刘长安 2017-09 无 无 无 

31.  梁明月 刘长安 2018-09 无 无 无 

32.  高欣 文彬 2016-09 无 无 无 

33.  杨佩儒 文彬 2016-09 无 无 无 

34.  奎梦漪 胡彦如 2018-09 无 无 无 

35.  李志鹏 姜艳娟 2018-09 无 无 无 

36.  杨后红 姜艳娟 2019-09 无 无 无 

37.  李金月 胡彦如 2019-09 无 无 无 

38.  李绍琴 姜艳娟 2019-09 无 无 无 

39.  杨甲甲 胡彦如 2019-09 无 无 无 

40.  娄莹 胡彦如 2019-09 无 无 无 

41.  黄志冲 胡彦如 2019-09 无 无 无 

42.  郭诗琦 陈江华 2017-09 无 无 无 

43.  王超群 陈江华 2017-09 无 无 无 

44.  杜姗姗 陈江华 2018-09 无 无 无 

45.  伍青 陈江华 2018-09 无 无 无 

46.  杨远帆 陈江华 2018-09 无 无 无 

47.  周典 陈江华 2019-09 无 无 无 

48.  莫小雨 陈江华 2019-09 无 无 无 

49.  黄民鹏 徐 进 2019-09 无 无 无 

50.  王静娴 徐增富 2016-09 无 无 无 

51.  黄萍 徐增富 2017-09 无 无 无 

52.  徐传佳 徐增富 2017-09 无 无 无 

53.  张明君 徐增富 2017-09 无 无 无 

54.  陈涛 徐增富 2018-09 无 无 无 

55.  王新 徐增富 2018-09 无 无 无 

56.  冯程 付乾堂 2018-09 无 无 无 

57.  荆毅芬 徐增富 2019-09 无 无 无 

入学时间：格式：年-月。 

获奖：院百篇优博、院长特别奖、院长优秀奖。 

 

在读博士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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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导师姓名 入学时间 获奖 获奖 获奖 

1.  向生远 余迪求 2014-09 无 无 无 

2.  马振兵 余迪求 2014-09 无 无 无 

3.  陈艳丽 余迪求 2015-09 无 无 无 

4.  吴子豪 余迪求 2015-09 无 无 无 

5.  王飞军 余迪求 2016-09 无 无 无 

6.  刘蕾 余迪求 2017-09 无 无 无 

7.  蔡月荣 梁岗 2016-09 无 无 无 

8.  杨文静 刘长宁 2018-09 无 无 无 

9.  李靖 刘长宁 2014-09 无 无 无 

10.  张轩 刘长宁 2016-09 

中国科学

院朱李月

华优秀博

士生奖 

无 无 

11.  苏琪璇 刘长宁 2017-09 无 无 无 

12.  张珍贤 蔡传涛 2017-09 无 无 无 

13.  张霁 蔡传涛 2018-09 无 无 无 

14.  
Farkhand

a Bibi 
唐建维 2017-09 无 无 无 

15.  
Mohsin 

Razaq 
唐建维 2017-09 无 无 无 

16.  何坤容 胡彦如 2018-09 无 无 无 

17.  张桔萍 胡彦如 2019-09 无 无 无 

18.  杨米连 胡彦如 2019-09 
中科院地

奥奖学金 
无 无 

19.  张明辉 胡彦如 2017-09 无 无 无 

20.  贺亮亮 陈江华 2014-09 无 无 无 

21.  张晓嘉 陈江华 2015-09 无 无 无 

22.  刘野 陈江华 2016-09 无 无 无 

23.  赵维月 陈江华 2013-09 无 无 无 

24.  郑小玲 陈江华 2012-09 无 无 无 

25.  白权子 陈江华 2016-09 无 无 无 

26.  杨亚婷 陈江华 2015-09 无 无 无 

27.  王若若 陈江华 2014-09 无 无 无 

28.  周绍礼 
陈江华、胡

华斌 
2015-09 无 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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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毛亚文 陈江华 2016-09 无 无 无 

30.  王东法 陈江华 2017-09 无 无 无 

31.  明新 徐增富 2013-09 无 无 无 

32.  张甜甜 徐增富 2014-09 无 无 无 

33.  柴霞 徐增富 2016-09 无 无 无 

34.  白雪 徐增富 2015-09 无 无 无 

 

当年毕业研究生一览表 

序号 姓名 学历 导师姓名 获奖 

1.  李代波 博士 余迪求 无 

2.  万金鹏 博士 徐进 
中国科学院大学院长优秀

奖 

3.  赵美丽 博士 徐增富 国家奖学金 

4.  唐如玉 硕士 余迪求 无 

5.  范彬彬 硕士 张玉梅 无 

6.  李岸林 硕士 刘长宁 无 

7.  张春燕 硕士 唐建维 无 

8.  高欣 硕士 文彬 无 

9.  陈俊洁 硕士 胡彦如 无 

10.  杨米连 硕士 胡彦如 中国科学院地奥奖学金 

11.  方月哏旺 硕士 陈江华 无 

12.  高欣 硕士 陈江华 无 

13.  丁谦谊 硕士 陈江华 无 

14.  郭亚静 硕士 徐增富 无 

15.  任树林 硕士 徐增富 无 

 

第四部分 承担任务及经费 

1.承担任务一览表 

 

序

号 
项目名称 项目来源 项目类别 

开始 

时间 

结束 

时间 

总经费 

(万元) 

本年度

实到经

费（万

元） 

负责人

类别 
负责人 

参与

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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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水稻耐逆品种的

精准设计 
中科院 

A 类先导专

项 

2019-

10 

 

2024-

10 

565 8 
固定人

员 
陈利钢 

主要

负责 

2. 2 
版纳育种基地研

究网络完善 
中科院 

A 类先导专

项 

2019-

10 

2024-

10 
339 0 

固定人

员 
徐鹏 

主要

负责 

3. 3 

植物激素调控棉

花黄萎病害的分

子机制研究 

科技部 
国家重点研

发计划 

2016-

06 

2020-

12 
55 6.2 

固定人

员 
陈利钢 

主要

负责 

4. 4 

热带植物重要性

状的调控机制解

析与优良品种培

育及其产业化 

中科院 其它 
2017-

09 

2020-

12 
600 329.04 

固定人

员 
余迪求 

主要

负责 

5. 5 
云南省组织部人

才项目 
其它 其它 

2017-

01 

2020-

12 
200 40 

固定人

员 
余迪求 

主要

负责 

6. 6 

普通野生稻茎分

枝性状分子生物

学解析及育种利

用研究 

基金委 重点项目 
2018-

01 

2020-

12 
250.6 10.15 

固定人

员 
余迪求 

主要

负责 

7. 7 

拟南芥转录因子

WRKY8 与自噬

结合蛋白 ATG8i

相互作用调控植

物抗病反应的分

子机制 

基金委 面上项目 
2017-

01 

2020-

12 
63 10.68 

固定人

员 
余迪求 

主要

负责 

8. 8 

JAZ 互作蛋白

NOT2 调控植物

抗病反应的分子

机理 

基金委 面上项目 
2017-

01 

2020-

12 
73.16 15.27 

固定人

员 
陈利钢 

主要

负责 

9. 9 

WRKY24/ 56 通

过ABA和GA途

径调控种子萌发

的分子机理 

其它 部委课题 
2019-

06 

2022-

05 
50 10 

固定人

员 
陈利钢 

主要

负责 

10. 1

0 

拟南芥WRKY12

参与调控年龄相

关的植物开花诱

导的分子机制 

基金委 
青年科学基

金 

2019-

01 

2021-

12 
24 1.51 

固定人

员 
王后平 

主要

负责 

11. 1

1 

中国科学院 “西

部之光”西部引

进人才计划项目 

中科院 其它 
2017-

01 

2019-

12 
150 50 

固定人

员 
徐鹏 

主要

负责 

12. 1

2 

元江普通野生稻

散生—直立转换

新株型分子解析 

其它 部委课题 
2018-

06 

2021-

05 
50 30 

固定人

员 
徐鹏 

主要

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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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1

3 

中国科学院青年

创新促进会专项

经费 

中科院 其它 
2018-

01 

2021-

12 
80 20 

固定人

员 
王后平 

主要

负责 

14. 1

4 

中国科协“青年

人才托举工程 ”

项目 

其它 其它 
2017-

12 

2019-

12 
45 15 

固定人

员 
王后平 

主要

负责 

15. 1

5 

CO-SPLs 复合物

协同调控开花的

机理 

中科院 其它 
2018-

01 

2020-

12 
15 5 

固定人

员 
王后平 

主要

负责 

16. 1

6 

JAZ-NOT2 复合

物调控植物抗病

的分子机理 

其它 部委课题 
2017-

01 

2019-

12 
10 3 

固定人

员 
陈利钢 

主要

负责 

17. 1

7 

云南省万人计划

-青年拔尖人才 
其它 其它 

2019-

01 

2023-

12 
50 10 

固定人

员 
梁岗 

主要

负责 

18. 1

8 

GRF11 调控 FIT

转录因子维持植

物铁稳态的分子

机制 

其它 部委课题 
2019-

06 

2022-

12 
10 0 

固定人

员 
雷日华 

主要

负责 

19. 1

9 

bHLH IVc 家族

蛋白与其互作蛋

白调控植物铁稳

态的分子机制 

其它 部委课题 
2018-

06 

2021-

12 
50 30 

固定人

员 
梁岗 

主要

负责 

20. 2

0 

NRF1 调控铁稳

态的分子机制 
基金委 面上项目 

2018-

01 

2021-

12 
60 15 

固定人

员 
梁岗 

主要

负责 

21. 2

1 

拟南芥转录因子

bHLH48 和

bHLH60 调控植

物衰老的机制研

究 

其它 其它 
2018-

01 

2020-

12 
15 5 

固定人

员 
李扬 

主要

负责 

22. 2

2 

拟南芥铁稳态关

键转录因子 FIT

的转录后调控机

制 

中科院 其它 
2019-

01 

2021-

12 
15 5 

固定人

员 
雷日华 

主要

负责 

23. 2

3 

抗 2 型糖尿病药

物 zym01 的临床

前个性化特征研

究 

中科院 
A 类先导专

项 

2019-

01 

2020-

09 
400 220 

固定人

员 
张玉梅 

主要

负责 

24. 2

4 

光叶子花有效成

分 zym01 的降糖

临床前研究 

中科院 
A 类先导专

项 

2018-

11 

2021-

11 
200 60 

固定人

员 
张玉梅 

主要

负责 

25. 2

5 

三萜皂苷型抗 2

型糖尿病候选新

药的临床前药学

研究 

其它 其它 
2018-

09 

2020-

12 
200 80 

固定人

员 
张玉梅 

主要

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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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2

6 

傣药龙血竭与光

叶子花的抗糖尿

病活性研究 

中科院 其它 
2017-

10 

2020-

12 
40 10 

固定人

员 
张玉梅 

主要

负责 

27. 2

7 

连续流动釜式反

应装置协同碳基

镍磁性固体碱催

化合成生物柴油

绿色工艺研究 

其它 部委课题 
2017-

07 

2020-

06 
10 5 

固定人

员 
张帆 

主要

负责 

28. 2

8 

热带植物资源绿

色转化高值生物

化学品研究 

中科院 其它 
2017-

01 

2020-

12 
80 20 

固定人

员 
张帆 

主要

负责 

29. 2

9 

美藤果油绿色转

化合成甘油二酯

及其生物活性评

价与护肤产品研

发 

中科院 其它 
2020-

01 

2022-

12 
50 0 

固定人

员 
张帆 

主要

负责 

30. 3

0 

热带典型木本油

脂不皂化成份的

提取、分离和抗

氧化性研究 

其它 其它 
2018-

01 

2020-

12 
3.5 0 

固定人

员 
罗嘉 

主要

负责 

31. 3

1 

滇重楼功能基因

组应用研究 
其它 其它 

2016-

01 

2020-

12 
200 0 

固定人

员 
刘长宁 

主要

负责 

32. 3

2 

滇重楼皂苷含量

与EST-SSR标记

的关联分析及优

良种质资源发掘 

基金委 
青年科学基

金 

2019-

01 

2021-

12 
27 11 

固定人

员 
高晓阳 

主要

负责 

33. 3

3 

滇重楼甾体皂苷

代谢差异的分子

机制研究 

中科院 其它 
2017-

01 

2019-

12 
15 5 

固定人

员 
高晓阳 

主要

负责 

34. 3

4 

澜沧县山区生态

循环型有机茶园

建设与示范 

中科院 其它 
2017-

01 

2019-

12 
40 0 

固定人

员 
唐建维 

主要

负责 

35. 3

5 

土壤酸化进程及

金属离子释放量

对橡胶林和橡胶

-千斤拔复合林

的响应 

其它 部委课题 
2017-

10 

2020-

09 
10 2 

固定人

员 
刘长安 

主要

负责 

36. 3

6 

热带地区土壤真

菌群落结构对土

地利用变化的响

应 -以西双版纳

为例 

其它 部委课题 
2018-

06 

2021-

09 
10 0 

固定人

员 
刘成刚 

主要

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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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3

7 

橡胶 -大叶千斤

拔复合生态系统

根系分泌物特征

及其对土壤磷素

转化的调控机制 

基金委 
青年科学基

金 

2017-

01 

2019-

12 
24 0 

固定人

员 
刘成刚 

主要

负责 

38. 3

8 

龙脑香科调查与

保护成效评估 
其它 其它 

2019-

06 

2020-

06 
98 98 

固定人

员 
唐建维 

主要

负责 

39. 3

9 

中国科学院 “青

年创新促进会 ”

人才项目 

中科院 其它 
2019-

01 

2022-

12 
80 20 

固定人

员 
刘成刚 

主要

负责 

40. 4

0 

胶林复合生态系

统林下植被群落

动态和碳分配特

征及其对季节性

干旱的响应 

基金委 
青年科学基

金 

2020-

01 

2022-

12 
24 20 

固定人

员 
金艳强 

主要

负责 

41. 4

1 

花外蜜腺分泌与

植物糖分运输的

关系以及花外蜜

腺对植株防御的

贡献 

基金委 
青年科学基

金 

2018-

01 

2020-

12 
24.62 10.11 

固定人

员 
徐芳芳 

主要

负责 

42. 4

2 

热带种子高温耐

性的生理学基础

与生态学意义 

基金委 面上项目 
2020-

01 

2022-

12 
58 29 

固定人

员 
文彬 

主要

负责 

43. 4

3 

小桐子花发育相

关非编码 RNA 

(miRNA/lncRNA

) 的系统发现及

功能和机制研究 

基金委 面上项目 
2020-

01 

2022-

12 
58 29 

固定人

员 
刘长宁 

主要

负责 

44. 4

4 

miRNA 调控高

粱锌缺乏响应的

分子机理研究 

基金委 
青年科学基

金 

2020-

01 

2022-

12 
25 15 

固定人

员 
万金鹏 

主要

负责 

45. 4

5 

植物激素调控与

环境适应性 
基金委 

优秀青年科

学基金 

2020-

01 

2022-

12 
150 78 

固定人

员 
胡彦如 

主要

负责 

46. 4

6 

自噬蛋白 ATG8I

与 ABI5 互作调

控 ABA 信号转

导的分子机理 

基金委 面上项目 
2019-

01 

2022-

12 
72 33 

固定人

员 
胡彦如 

主要

负责 

47. 4

7 

泛素 E3 连接酶

BOIs 与 JAZs 蛋

白互作调控 JA

信号转导的分子

机理 

基金委 面上项目 
2019-

01 

2022-

12 
72 33 

固定人

员 
姜艳娟 

主要

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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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4

8 

Q 蛋白与 ABI5

互作调控 ABA

信号转导及种子

萌发的分子机制 

基金委 面上项目 
2017-

01 

2020-

12 
74.4 18 

固定人

员 
胡彦如 

主要

负责 

49. 4

9 

拟 南 芥

WHIRLY3 和

WRKY57互作调

控 JA 诱导叶片

衰老的分子机理 

基金委 面上项目 
2017-

01 

2020-

12 
72.8 18 

固定人

员 
姜艳娟 

主要

负责 

50. 5

0 

PIF6 调控 CBF

信号通路及植物

耐冻性的分子机

制 

基金委 
青年科学基

金 

2018-

01 

2020-

12 
27.53 8 博士后 梅松 

主要

负责 

51. 5

1 

“青年创新促进

会”优秀会员人

才项目 

中科院 其它 
2020-

01 

2022-

12 
250 0 

固定人

员 
胡彦如 

主要

负责 

52. 5

2 

云南省优秀青年

科学基金 
其它 其它 

2019-

07 

2022-

06 
30 10 

固定人

员 
胡彦如 

主要

负责 

53. 5

3 

云南省首届 “万

人计划”青年拔

尖人才项目 

其它 其它 
2019-

01 

2023-

12 
50 10 

固定人

员 
胡彦如 

主要

负责 

54. 5

4 

赤霉素调控植物

抗冻性的信号传

导机理研究 

其它 部委课题 
2017-

06 

2020-

05 
50 15 

固定人

员 
胡彦如 

主要

负责 

55. 5

5 

茉莉酸调控植物

抗冻性的分子机

理研究 

其它 部委课题 
2018-

06 

2021-

05 
50 15 

固定人

员 
姜艳娟 

主要

负责 

56. 5

6 

云南省中青年学

术和技术带头人

后备人才项目 

其它 其它 
2017-

01 

2021-

12 
6 0 

固定人

员 
胡彦如 

主要

负责 

57. 5

7 

光周期调控拟南

芥种子萌发的分

子机理研究 

中科院 其它 
2020-

01 

2022-

12 
15 0 

固定人

员 
韩笑 

主要

负责 

58. 5

8 

云南省博士后定

向培养基金 
其它 其它 

2019-

01 

2020-

12 
16 16 博士后 朱翔 

主要

负责 

59. 5

9 

中国科协优秀中

外青年交流计划

人才项目 

其它 其它 
2020-

01 

2020-

12 
5 0 

固定人

员 
胡彦如 

主要

负责 

60. 6

0 

蒺藜苜蓿复叶模

式建成的分子机

制研究 

基金委 重点项目 
2018-

01 

2022-

12 
200 108 

固定人

员 
陈江华 

主要

负责 

61. 6

1 

植物复叶发育的

分子机制 
中科院 

B 类先导专

项 

2018-

08 

2023-

12 
254.25 49.38 

固定人

员 
陈江华 

主要

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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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6

2 

蛋白激酶调节蒺

藜苜蓿胚胎发育

的分子机制研究 

其它 部委课题 
2018-

06 

2021-

05 
10 10 

固定人

员 
赵宝林 

主要

负责 

63. 6

3 

澳洲坚果自交不

亲和基因挖掘 
其它 其它 

2018-

01 

2020-

12 
12 4 

固定人

员 
陈江华 

主要

负责 

64. 6

4 

蒺藜苜蓿株高性

状的分子调节机

理 

基金委 
青年科学基

金 

2018-

01 

2020-

12 
24 11.18 

固定人

员 
赵宝林 

主要

负责 

65. 6

5 

蒺藜苜蓿转录因

子  ELP1 调节

复叶运动的转录

网络及其互作蛋

白研究 

中科院 其它 
2017-

01 

2019-

12 
15 5 

固定人

员 
赵宝林 

主要

负责 

66. 6

6 

蒺藜苜蓿果荚适

应动物传播的分

子机理研究 

其它 部委课题 
2016-

07 

2019-

09 
10 0 

固定人

员 
何华 

主要

负责 

67. 6

7 

土壤生态功能提

升技术研发 
科技部 

国家重点研

发计划 

2016-

07 

2020-

12 
60 0 

固定人

员 
徐进 

主要

负责 

68. 6

8 

托鲁巴姆重金属

转运蛋白 StZIP5

和 StZIP11 基因

调控植物对 Cd

累积的功能研究 

基金委 面上项目 
2017-

01 

2020-

12 
72 0 

固定人

员 
徐进 

主要

负责 

69. 6

9 

细胞分裂素调控

大戟科植物性别

决定的分子机理 

基金委 面上项目 
2019-

01 

2022-

12 
72 3 

固定人

员 
潘帮珍 

主要

负责 

70. 7

0 

赤霉素促进木本

植物小桐子分枝

生长发育的分子

机理 

基金委 面上项目 
2018-

01 

2021-

12 
72 27 

固定人

员 
徐增富 

主要

负责 

71. 7

1 

新型木本油料模

式植物小桐子研

发 II 期 

中科院 其它 
2018-

01 

2020-

12 
75 25 

固定人

员 
徐增富 

主要

负责 

72. 7

2 

JcMADS1 调控

木本植物小桐子

成花转变的分子

机理 

基金委 
青年科学基

金 

2018-

01 

2021-

12 
28.3 11.65 

固定人

员 
唐明勇 

主要

负责 

73. 7

3 

酵母双杂解析

JcMADS1 小桐

子开花机理 

其它 部委课题 
2018-

10 

2019-

12 
10 0 

固定人

员 
唐明勇 

主要

负责 

74. 7

4 

利用花性别分化

突变体研究小桐

子性别决定机制 

基金委 面上项目 
2017-

01 

2020-

12 
73.2 15.25 

固定人

员 
陈茂盛 

主要

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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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7

5 

新型油脂植物油

莎豆资源开发与

利用 

中科院 其它 
2017-

01 

2019-

12 
165 30 

固定人

员 
徐增富 

主要

负责 

76. 7

6 

星油藤重要功能

基因挖掘与优良

品种培育 

中科院 其它 
2017-

10 

2020-

12 
120 40 

固定人

员 
徐增富 

主要

负责 

77. 7

7 

星油藤花性别分

化过程中的相互

作用及其分子机

理 

其它 部委课题 
2016-

10 

2019-

09 
10 0 

固定人

员 
潘帮珍 

主要

负责 

78. 7

8 

星 油 藤

SUPEZRMAN基

因在其雌雄花芽

性别分化中的功

能研究 

其它 部委课题 
2016-

10 

2019-

09 
10 0 

固定人

员 
付乾堂 

主要

负责 

79. 7

9 

赤霉素信号转导

途 径 中 的

DELLA 蛋白基

因对小桐子开花

的调控 

其它 部委课题 
2016-

10 

2019-

09 
10 0 

固定人

员 
陶彦彬 

主要

负责 

80. 8

0 

木本植物小桐子

的染色体三维构

象在花性别分化

过程中的调控作

用 

基金委 面上项目 
2020-

01 

2022-

12 
58 0 

固定人

员 
陈茂盛 

主要

负责 

81. 8

1 

含亚麻酸的木本

食用油料植物星

油藤的快速驯化 

中科院 
A 类先导专

项 

2020-

01 

2022-

12 
450.7 0 

固定人

员 
徐增富 

主要

负责 

82. 8

2 

云南省“云岭学

者”专项 
其它 部委课题 

2020-

01 

2024-

12 
200 0 

固定人

员 
徐增富 

主要

负责 

83. 8

3 

云南省首届 “万

人计划”青年拔

尖人才项目 

其它 其它 
2019-

01 

2023-

12 
50 10 

固定人

员 
陈利钢 

主要

负责 

合

计 
\ \ \ \ \ 7449.06 

1856.4

2 
\ \ \ 

承担任务只包括项目、课题，不统计子课题。 

项目来源：科技部、基金委、中科院、企业合作、其它； 

类型：指计划名称，请填写具体的项目类别。                          
当项目来源为科技部时可选项：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科技基础资源调查项目，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国家科

技支撑计划，国家重大科学仪器设备开发专项，国际科技合作，其它。 

当项目来源为基金委时可选项：国家杰出青年基金，面上项目，重点项目，重大项目，重大研究计划，青

年科学基金，地区科学基金，优秀青年科学基金，创新研究群体项目，国际合作，联合基金，数学天元基

金，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其它。 

当项目来源为中科院时可选项：A 类先导专项，B 类先导专项，C 类先导专项，国际合作项目，其它。 

当项目来源为企业合作时可选项：横向项目。 

当项目来源为其它时可选项：国际合作项目，部委课题，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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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类型：主要负责、参与。 

 

2.国际合作项目一览表 

 

序

号 
项目名称 

项目来

源 
项目类别 

开始 

时间 

结束 

时间 

总经费 

(万元) 

本年实

到经费

（万元） 

负责

人类

别 

负责人 
参与

类型 

合

计 
\ \ \ \ \ 0 0 \ \ \ 

国际合作项目指双方单位正式签订协议书的国际合作科研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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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 研究成果 

1.获奖情况 

 

序号 成果名称 级别 成果类型 等级 完成人 排名 

1 

WRKY 蛋白通过

激素途径调控植物抗

逆建成的分子机制 

省部级 自然科学奖 一等 
余迪求,陈利钢,姜

艳娟,胡彦如 
1,2,3,4 

2 

陆稻种间亚种间

杂交育种理论与技术

创新及应用 

省部级 科学技术进步奖 二等 徐鹏,余迪求 1,6 

级别：国家级、省部级、其它 

类别：最高科学技术奖，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奖，科学技术进步奖,国际合作奖。 

等级：特等、集体、一等、二等、其它 

排名：阿拉伯数字，有多个排名时中间用逗号分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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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发表论文一览表 

 

序

号 
论文名称 期刊名称 卷、期、页 

收录

类型 

是否

为 1

区论

文 

作者 通讯作者 完成情况 

1.  

Arabidopsis Class II TCP 

Transcription Factors 

Integrate with the FT-FD 

Module to Control 

Flowering 

PLANT 

PHYSIOLOGY 

卷：181 期：

1 出版年： 

SEP 

2019:97-111 

SCI

收录 
是 

Daibo Li， Haiyan Zhang, Minghui 

Mou, Yanli Chen, Shengyuan 

Xiang,Ligang Chen, Diqiu Yu 

陈利钢，余

迪求 
独立完成 

2.  

Oryza sativa POSITIVE 

REGULATOR OF IRON 

DEFICIENCY RESPONSE 

2 (OsPRI2) and OsPRI3 are 

involved in the maintenance 

of Fe homeostasis 

PLANT CELL 

AND 

ENVIRONME

NT 

2019 Nov 1 

doi: 

10.1111/pce.1

3655 

SCI

收录 
是 

Huimin Zhang,Yang Li,Mengna 

Pu,Peng Xu,Gang Liang,Diqiu Yu 

梁岗，余迪

求 
独立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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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The conversion of tropical 

forests to rubber plantations 

accelerates soil acidification 

andchanges the distribution 

of soil metal ions in topsoil 

layers 

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

NT 

卷：696  

DEC 15 2019 

SCI

收录 
是 

Liu Changan*, Liang Mingyue, Nie Yu, 

Tang Jianwei, Siddique KH 
刘长安 独立完成 

4.  

Drivers of soil bacterial 

community structure and 

diversity in tropical 

agroforestry systems 

AGRICULTUR

E 

ECOSYSTEMS 

& 

ENVIRONME

NT 

卷：278  出

版年： JUN 1 

2019：24-34 

SCI

收录 
是 

CG Liu*, YQ Jin, YN Hu, JW Tang, QL 

Xiong, MX Xu, Bibi F, Beng K.C. 
刘成刚 独立完成 

5.  

The effects of introducing 

Flemingia macrophylla to 

rubber plantations on soil 

water content and 

exchangeable cations 

CATENA 

卷： 172 出

版年： JAN 

2019： 

480-487 

SCI

收录 
是 

Liu Changan*, Nie Yu, Rao Xin, Tang 

Jianwei, Siddique KH 
刘长安 独立完成 

6.  

Small roots of Parashorea 

chinensis Wang Hsie 

decompose slower than 

twigs 

FORESTS 2019, 10: 301 
SCI

收录 
否 

Dossa GGO, Jin Yanqaing, Lü Xiaotao, 

Tang Jianwei*, Harrison RD 
唐建维 

第一完成人(非

独立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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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New Xanthone from 

Millettia pachyloba Drake 

RECORDS OF 

NATURAL 

PRODUCTS 

卷：13  期：

5 出版年： 

SEP-OCT 

2019:385-389 

SCI

收录 
否 Na Zhi，Song Qishi， Fan Qingfei 纳智 独立完成 

8.  
A New Coumann from 

Zanthoxylum n 巾 dum 

CHEMISTRY 

OF NATURAL 

COMPOUNDS 

卷：55  期：

6   出版年：

NOV 192019: 

1010-1013 

SCI

收录 
否 

Lan Zhou, Wencui Chen, Wenqian He, 

Yumei Zhang, Pianchou Gongpan, 

Qingfei Fan* and Qishi Song* 

范青飞，宋

启示 
独立完成 

9.  

Two new steroidal saponins  

from Neolamarck1a 

cadamba 

JOURNAL OF 

ASIAN 

NATURAL 

PRODUCTS 

RESEARCH 

卷：21  期：

10  出版年：

SEP 2019: 

561-565 

SCI

收录 
否 

Xiao-Yu Xu, Xiao-Hong Yang & Qi-Shi 

Song* 
宋启示 独立完成 

10.  

Ectopic Expression of 

Jatropha curcas 

TREHALOSE-6-PHOSPHA

TE PHOSPHATASE J 

Causes Late-Flowering and 

Heterostylous Phenotypes in 

Arabidopsis but not in 

Jatropha 

INTERNATIO

NAL 

JOURNAL OF 

MOLECULAR 

SCIENCES 

卷：20 期：9  

出版年： 

MAY 1 2019 

SCI

收录 
否 

Mei-Li Zhao, Jun Ni, Mao-Sheng Chen 

*, Zeng-Fu Xu 

陈茂盛，徐

增富 
独立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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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First Report of Powdery 

Mildew in Jatropha curcas 

Caused by Erysiphe 

quercicola in Yunnan 

Province, China 

PLANT 

DISEASE 

卷：103  期：

11 出版年：

NOV 2019：

2958-2959 

SCI

收录 
是 

Mei-Li Zhao, Mao-Sheng Chen, 

Zeng-Fu Xu 
徐增富 独立完成 

12.  

Transcriptome analysis of 

two inflorescence branching 

mutants reveals cytokinin is 

an important regulator in 

controlling inflorescence 

architecture in the 

woody_plant Jatropha curcas 

BMC PLANT 

BIOLOGY 

卷：19  期：

1 出版年：

NOV 4 2019 

SCI

收录 
是 

Mao-Sheng Chen,Mei-Li 

Zhao,Gui-Juan Wang, Hui-Ying 

He,Xue Bai, Bang-Zhen pan,Qiantang 

Fu,Yan-Bin Tao, Mingyong 

Tang,Zeng-Fu Xu * 

徐增富 独立完成 

13.  

Coding or Noncoding, the 

Converging Concepts of 

RNAs 

FRONTIERS 

IN GENETICS 

卷：10   出

版年： 

MAY22 2019 

SCI

收录 
否 Li Jing,Liu Changning 

李菁，刘长

宁 
独立完成 

14.  

CRISPRlnc: a manually 

curated database of validated 

sgRNAs for lncRNAs 

NUCLEIC 

ACIDS 

RESEARCH 

卷： 47 期： 

Dl 出版年： 

JAN 8 2019： 

D63-D68 

SCI

收录 
是 

Wen Chen, Guoqiang Zhang, Jing Li, 

Xuan Zhang, Shulan Huang, Shuanglin 

Xiang, Shuanglin Xiang, Xiang Hu* , 

Changning Liu* 

刘长宁 
第一完成人(非

独立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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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Identification of 

cancer-related long 

non-coding RNAs using 

XGBoost with high accuracy 

FRONTIERS 

IN GENETICS 

卷：10 期：

735  出版

年：2019:1-14 

SCI

收录 
否 

Xuan Zhang, Tianjun Li, Jun Wang, 

Jing Li, Long Chen and Changning Liu 
刘长宁 

第一完成人(非

独立完成) 

16.  

Regulatory roles of long 

noncoding RNAs implicated 

in cancer hallmarks 

INTERNATIO

NAL 

JOURNAL OF 

CANCER 

卷：146  期：

4  出版年：

15 March 

2019： 

906-916 

SCI

收录 
是 

Jun Wang  Xuan Zhang  Wen Chen  

Xiang Hu  Jing Li  Changning Liu 

李菁，刘长

宁 
独立完成 

17.  

Authentic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al 

herb"Gusuibu" by 

DNA-based molecular 

methods 

INDUSTRIAL 

CROPS AND 

PRODUCTS 

卷：141 DEC 

1 2019 

SCI

收录 
是 

Shen Zongfang, Lu Tianquan, Zhang 

Zhirong, Cai Chuantao, Yang Junbo, 

Tian Bo 

杨俊波，田

波 

第一完成人(非

独立完成) 

18.  

Ethnomedicine study on 

traditional medicinal plants 

in the Wuliang Mountains of 

Jingdong,Yunnan, China 

JOURNAL OF 

ETHNOBIOLO

GY AND 

ETHNOMEDI

CINE 

卷：15 期：1 

出版年：AUG 

19 2019: 1-20 

SCI

收录 
否 

Gao lunlun,Wei Nen， Yang Guoping，

Zhang Zhenxian ,  Liu Guizhou， Cai 

Chuantao* 

蔡传涛 
第一完成人(非

独立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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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Identification of genes 

associated with ricinoleic 

acid accumulation in 

Hiptage benghalensis via 

transcriptome analysis 

BIOTECHNOL

OGY FOR BIO 

FUELS 

卷： 12 出版

年： JAN 21 

2019 

SCI

收录 
是 

Bo Tian*, Tianquan Lu, Yang Xu, 

Ruling Wang and Guanqun Chen* 
田波 

第一完成人(非

独立完成) 

20.  

Soil Microbial Community 

Structure and 

Physicochemical Properties 

in Amomum tsaoko?based 

Agroforestry Systems in the 

Gaoligong Mountains, 

Southwest China 

SUSTAINABIL

ITY 

卷： 11  期：

2 出版年： 

JAN 2 2019 

SCI

收录 
否 

Guizhou Liu, Man Jin, Chuantao Cai, 

Chaonan Ma, Zhongsuzhi Chen, 

Lunlun Gao 

刘贵周 独立完成 

21.  

Zanthoxylum myriacanthum 

var. pubescens Essential Oil 

Protective Potential Against 

Diabetic Mice Nephropathy 

and its Relevant Oxidative 

Stress 

JOURNAL OF 

ESSENTIAL 

OIL BEARING 

PLANTS 

出版年：AUG 

2019 

SCI

收录 
否 

Mahmoud Dahab, Baiting Fu, Elbadri 

Osman, You-kai Xu, Ping Zhang 

mahmoud 

Dahab 
独立完成 



81 

 

22.  

Challenging battles of plants 

with phloem-feeding insects 

and prokaryotic pathogens 

PROCEEDING

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卷：116 期：

47 出版年：

NOV 19 

2019 ：

23390-23397 

SCI

收录 
是 

Yanjuan Jiang, Chuan-Xi 

Zhang,Rongzhi Chen,and Sheng Yang 

He 

姜艳娟 
第一完成人(非

独立完成) 

23.  

Ontogenetic shifts in 

resource allocation and 

potential defense syndromes 

of a tropical medicinal 

treelet 

INDUSTRIAL 

CROPS AND 

PRODUCTS 

卷： 138  出

版年： OCT 5 

2019 

SCI

收录 
是 Bhadra S.， Cai, Z. Q. 蔡志全 

第一完成人(非

独立完成) 

24.  

The Transcription Factor 

INDUCER OF CBF 

EXPRESSION! Interacts 

with ABSCISIC ACID IN 

SENSITIVES and DELLA 

Proteins to Fine-Tune 

Abscisic Acid Signaling 

during Seed Germination in 

Arabidopsis 

PLANT CELL 

卷：31 期:7  

出版年：JUL 

2019 :1520-1

538 

SCI

收录 
是 

Yanru Hu*, Xiao Han, Milian Yang, 

Jinjing Pan,  Diqiu Yu 
胡彦如 独立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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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The conversion of tropical 

forests to rubber plantations 

accelerates soil acidification 

andchanges the distribution 

of soil metal ions in topsoil 

layers 

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

NT 

卷：696  

DEC 15 2019 

SCI

收录 
是 

Liu Changan*, Liang Mingyue, Nie Yu, 

Tang Jianwei, Siddique KH 
刘长安 独立完成 

26.  

Trehalose phosphate 

synthase 5-dependent 

trehalose metabolism 

modulates basal defense 

responses in Arabidopsis 

thaliana 

JOURNAL OF 

INTEGRATIVE 

PLANT 

BIOLOGY 

卷：61  期：

4  出版年：

2019:509-527 

SCI

收录 
是 Wang xue lang,Yan  Du ，Yu Diqiu* 余迪求 独立完成 

27.  

The essential oil of 

Zanthoxylum myriacanthum 

var. pubescens attenuates 

diabetic nephropathy by 

reducing oxidative stress and 

inflammation 

EUROPEAN 

JOURNAL OF 

IMMUNOLOG

Y 

卷： 49 特

刊： SI 增

刊： 3 出版

年：2019：

1891-1891 

SCI

收录 
是 

Dahab M.， Xu Y. -K.， Hu H. -B.，

Zhang Ping 
张萍 独立完成 

28.  

The SNAC-A Transcription 

Factor ANAC032 

Reprograms Metabolism in 

Arabidopsis 

PLANT AND 

CELL 

PHYSIOLOGY 

卷：60  期：

5 出版年： 

MAY2019： 

999-1010 

SCI

收录 
是 

Liangliang Sun, Ping Zhang , Ruling 

Wang, Jinpeng Wan, Qiong Ju, Steven 

J. Rothstein, Jin Xu* 

徐进 独立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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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The R2R3-MYB 

Transcription Factor MYB49 

Regulates Cadmium 

Accumulation 

PLANT 

PHYSIOLOGY 

卷：180 期：

1 出版年： 

MAY 2019：

529-542 

SCI

收录 
是 

Ping Zhang, Ruling Wang, Qiong Ju, 

Weiqiang Li, Lam-Son Phan Tran, Jin 

Xu* 

徐进 独立完成 

30.  

Comparative Physiological 

and Transcriptomic Analyses 

Reveal the Toxic Effects of 

ZnO Nanoparticles on Plant 

Growth 

ENVIRONME

NTAL 

SCIENCE & 

TECHNOLOG

Y 

卷：53 期：8 

出版年：

4235-4244 

SCI

收录 
是 

Jinpeng Wan, Ruting Wang, Ruling 

Wang, Qiong Ju, Yibo Wang, Jin Xu* 
徐进 独立完成 

31.  

Small Roots of Parashorea 

chinensis Wang Hsie 

Decompose Slower than 

Twigs 

FORESTS 

卷：10 期：4  

出版年： 

APR 2019 

SCI

收录 
否 

Dossa Gbadamassi G.O，Jin 

Yan-Qiang，Lue Xiao-Tao， Tang 

Jian-Wei 

唐建维 独立完成 

32.  

Trehalose phosphate 

synthase 5-dependent 

trehalose metabolism 

modulates basal defense 

responses in Arabidopsis 

thaliana 

JOURNAL OF 

INTEGRATIVE 

PLANT 

BIOLOGY 

卷：61 期： 4  

出版年： 

APR 2019 ：

509-527 

SCI

收录 
是 Xang Xuelan， Du Yan， Yu Diqiu 余迪求 独立完成 

33.  

New cadinane 

sesquiterpenoids from 

Mikania micrantha 

NATURAL 

PRODUCT 

RESEARCH 

出版年：

MAR 2019 

SCI

收录 
否 

Zhang Yao，Zeng You-Mei， Xu 

You-Kai，等 
许又凯 独立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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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Chemical constituents from 

the twigs and leaves of 

Trichilia sinensis and their 

biological activities 

PHYTOCHEMI

STRY 

LETTERS 

卷： 29  出

版年： FEB：

页 142-147 

SCI

收录 
否 

Dong-Hua Cao, Peng Sun, Zong-Yi 

Zhang, Jin-Feng Li, Xiao-Ling 

Zheng,You-Kai Xu * 

许又凯 独立完成 

35.  

Morphological and 

physiological responses of 

Spatholobus suberectus 

Dunn to nitrogen and water 

availability 

PHOTOSYNT

HETICA 

卷：57 期：4 

出版年：

2019：

1130-1141 

SCI

收录 
否 

Zhang Z. -X.，Zhang J.，Gong Y.，Liu 

G. -Z.，Gao L. -L.，Zhang P.，Cai C. -T. 
蔡传涛 独立完成 

36.  

Identification of 

manganese-responsive 

microRNAs in Arabidopsis 

by small RNA sequencing 

CZECH 

JOURNAL OF 

GENETICS 

AND PLANT 

BREEDING 

卷：55 期：2  

出版年： 

2019：76-82 

SCI

收录 
否 

Jian Gong，Dong Li， Hao Li，Huakun 

Zhou，Jin Xu 
徐进 

第一完成人(非

独立完成) 

37.  
昆明柏的化学成分及其抗

肿瘤活性研究 

天然产物研究

与开发 

卷：31，期：

22  出版年：

2019：1-4 

其它 否 范彬彬，肖琳，张玉梅 张玉梅 独立完成 

38.  
?星油藤 WOX 基因家族成

员的鉴定及其表达谱分析 
分子植物育种 2019.00 其它 否 

郭亚静，付乾堂，胡晓笛，陈茂盛，

潘帮珍，陶彦彬，何惠英，徐增富* 
徐增富 独立完成 

39.  
快中子辐射星油藤突变体

库的构建及其突变体筛选 
分子植物育种 2019.00 其它 否 任树林,?付乾堂,?潘帮珍,?徐增富* 徐增富 独立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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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水稻轮回选择群体

XTBG-HP1 表型遗传多样

性分析 

广西植物 2019.00 其它 否 唐如玉，徐鹏，余迪求 余迪求 独立完成 

41.  

Overexpression of OsAGOlb 

Induces Adaxially Rolled 

Leaves by Affecting Leaf 

Abaxial Sclerenchymatous 

Cell Development in Rice 

RICE 

卷：12 期：1  

出版年：AUG 

8 2019 

SCI

收录 
是 

Youhan Li, Yiqi Yang, Ye Liu, Dexia 

Li, Yahuan Zhao, Zhijie Li, Ying Liu, 

Dagang Jiang, Jing Li, Hai Zhou, 

Jianghua Chen, Chuxiong Zhuang and 

Zhenlan Liu 

Chuxiong 

Zhuang， 

Zhenlan Liu 

非第一完成人

(非独立完成) 

42.  

HEADLESS, a WUSCHEL 

homolog, uncoversleaf blade 

development in Medicago 

truncatula  novel aspects of 

shoot meristem regulation 

and 

JOURNAL OF 

EXPERIMENT

AL BOTANY 

卷：70  期：

1   出版年： 

JAN 1 2019：

149-163 

SCI

收录 
是 

Yingying Meng, Huan Liu, Hui Wang, 

Ye Liu, Butuo Zhu, Zuoyi Wang, Yaling 

Hou, Pengcheng Zhang, Jiangqi Wen, 

Hongshan Yang, Kirankumar S. 

Mysore, Jianghua Chen, Million 

Tadege, Lifang Niu and Hao Lin 

Hao Lin 
非第一完成人

(非独立完成) 

43.  

Towards the conservation of 

the Mesozoic  relict  fern 

Christensenia:  a fern 

species with extremely small 

pulations in China 

JOURNAL OF 

PLANT 

RESEARCH 

卷： 132 期： 

5 出版年： 

SEP 2019：

601-616 

SCI

收录 
否 

Hong-mei Liu*, Harald Schneider, Ying 

Yu, Tao Fujiwara, Phyo Kay Khine 
刘红梅 

非第一完成人

(非独立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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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Ant assemblage composition 

explains high predation 

pressure on artificial 

caterpillars during early 

night 

ECOLOGICAL 

ENTOMOLOG

Y 

出版年：DEC 

2019 

SCI

收录 
否 

Xiang Liu，Zhenghong Wang，Chenyu 

Huang， Manru Li，  Farkhanda Bibi，

Shurong Zhou， Akihiro Nakamura 

Akihiro 

Nakamura 

非第一完成人

(非独立完成) 

45.  

Monitoring the impact of 

climate change and human 

activities on grassland 

vegetation dynamics in the 

northeastern Qinghai-Tibet 

Plateau of China during 

2000-2015 

JOURNAL OF 

ARID LAND 

出版年：OCT 

2019 

SCI

收录 
否 

Xiong Qinli， Xiao Yang， Halmy 

Marwa Waseem A.，Dakhil Mohammed 

A.,Liang Pinghan，Liu Chenggang，

Zhang Lin，Pandey Bikram，Pan 

Kaiwen，EI Kafraway Sameh B.,Chen 

Jun 

肖洋 
非第一完成人

(非独立完成) 

46.  

Ce modified Cu/Zn/Al 

catalysts for direct 

liquefaction of 

microcrystalline cellulose in 

supercritical methanol 

CELLULOSE 

卷： 26 期 

15 特刊： SI

出版年： 

OCT 2019 ：

8291-8300 

SCI

收录 
否 

Liu Guo, Bao Gui-rong*,?Wang Hua, 

Luo Jia, Hui Shuo, Huang Yu, Ma, 

Yi-wen 

包桂蓉 
非第一完成人

(非独立完成) 

47.  

Selectively biorefining 

levoglucosan from NaOH 

pretreated corncobs via fast 

pyrolysis 

CELLULOSE 

卷：26 期：

13-14 出版

年： SEP 

2019：

7877-7887 

SCI

收录 
否 

Jiang Liqun*, Wu Yaxiang, Zhao 

Zengli, Li Haibin, Zhao Kun*, Zhang 

Fan* 

蒋丽群，赵

坤，张帆 

非第一完成人

(非独立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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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Meliviticines A and B: 

Rearranged prenylated 

acetophenone derivatives 

from Melicope viticina and 

their antimicrobial activity 

BIOORGANIC 

CHEMISTRY 

卷： 90 特

刊： SI 出版

年： SEP 

2019 

SCI

收录 
是 

Wei Li，Li Rao，Yu Liu，Qian He，

Yue Fan，Yun-Xi You，Yu Su，Feng Hu，

You-Kai Xu，Bin Lin，Sheng Yin，

Chuan-Rui Zhang 

Chuan-Rui 

Zhang 

非第一完成人

(非独立完成) 

49.  

Two out of one: revising the 

diversity of the epiphytic 

fern genus Scleroglossum 

(Polypodiaceae, 

Grammitidoideae) in 

southern China 

PHYTOKEYS 

期： 130  出

版年： AUG 

29 2019： 

115-133 

SCI

收录 
否 

Hong-Mei Liu, Jian-Yong Shen, 

Zhen-Long Liang, Feng Peng, 

Wei-Zhen Wang, Zu-Wei Yang, Shuang 

Wang, Barbara Parris, Harald Schneider 

刘红梅 
非第一完成人

(非独立完成) 

50.  

Biodiesel production from 

esterification of oleic acid by 

a sulfonated magnetic solid 

acid catalyst 

RENEWABLE 

ENERGY 

卷：139  出

版年：AUG 

2019：

688-695 

SCI

收录 
是 

Yi-Tong Wang，Xing-Xi Yang，Jie Xua，

Hong-Li Wang，Zi-Bing Wang，Lei 

Zhang，Shao-Long Wang，Jing-Long 

Liang 

王一同 
非第一完成人

(非独立完成) 

51.  

Chloroplast phylogenomics 

of liverworts: a reappraisal 

of the backbone phylogeny 

of liverworts with emphasis 

on Ptilidiales 

CLADISTICS 
出版年：JUL 

2019 

SCI

收录 
是 

Ying Yu，Jun‐Bo Yang，Wen‐Zhang 

Ma，  Silvia Pressel，  Hong‐Mei Liu，

Yu‐Huan Wu，Harald Schneider 

Yu‐Huan 

Wu，Harald 

Schneider 

非第一完成人

(非独立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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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Compartmentalized 

biosynthesis of 

mycophenolic acid 

PROCEEDING

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卷： 116  

期：27：出版

年：JUL 2 

2019 ：

13305-13310 

SCI

收录 
是 

Wei Zhang, Lei Du, Zepeng Qu, 

Xingwang Zhang, Fengwei Li, Zhong 

Li, Feifei Qi, Xiao Wang,Yuanyuan 

Jiang, Ping Men, Jingran Sun, Shaona 

Cao, Ce Geng, Fengxia Qi, Xiaobo 

Wan, Changning Liu,Shengying Li 

Shengying 

Li 

非第一完成人

(非独立完成) 

53.  

Precipitation reduction alters 

herbaceous community 

structure and composition in 

a savanna 

JOURNAL OF 

VEGETATION 

SCIENCE 

卷：30  期：

5 出版年：

SEP 

2019:821-831 

SCI

收录 
是 

Yanqiang Jin, Jing Li, Chenggang Liu, 

Yuntong Liu, Yiping Zhang*, Qinghai 

Song*, Liqing Sha, Durairaj 

Balasubramanian, Aiguo Chen, Daxin 

Yang, Peiguang Li 

张一平，宋

清海 

非第一完成人

(非独立完成) 

54.  

Cytotoxic arylalkenyl 

alpha,beta-unsaturated 

delta-lactones from 

Cryptocarya brachythyrsa 

FITOTERAPIA 

卷：136 文献

号：104167

出版年：JUL 

2019 

SCI

收录 
否 

Fan Yue，Liu Yu，You Yun-Xia，Rao Li，

Su Yu，He Qian，Hu Feng，Li Yizhou，

Wei Weili， Xu You-Kai，Lin Bin，

Zhang Chuan-Rui 

Zhang 

Chuan-Rui 

非第一完成人

(非独立完成) 

55.  

Exploring the plastid 

genome disparity of 

liverworts 

JOURNAL OF 

SYSTEMATIC

S AND 

EVOLUTION 

卷：57  期：

4  特刊：SI 

出版年：JUL 

2019：

382-394 

SCI

收录 
是 

Yu Ying， Liu Hong-Mei，Yang 

Jun-Bo，等 
刘红梅 

非第一完成人

(非独立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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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Polyploidy does not control 

all: Lineage-specific average 

chromosome length 

constrains genome size 

evolution in ferns 

JOURNAL OF 

SYSTEMATIC

S AND 

EVOLUTION 

卷：57 期：4 

特刊：SI 出

版年：JUL 

2019：

418-430 

SCI

收录 
是 

Hong-Mei Liu, Libor Ekrt, Petr 

Koutecky, Jaume Pellicer, Oriane 

Hidalgo, Jeannine Marquardt, Fatima 

Pustahija, Atsushi Ebihara, Sonja 

Siljak-Yakovlev, Mary Gibby, Ilia 

Leitch, Harald Schneider* 

刘红梅 
非第一完成人

(非独立完成) 

57.  

Two spiroketal derivatives 

with an unprecedented 

amino group and their 

cytotoxicity evaluation from 

the endophytic fungus 

Pestalotiopsis flavidula 

FITOTERAPIA 

卷：135  出

版年： JUN 

2019 ：5-8 

SCI

收录 
否 

Rao Li ，You Yun-Xia， Su Yu，Liu Yu，

He Qian，Fan Yue，Hu Feng，Xu 

You-Kai， Zhang Chuan-Rui 

Zhang 

Chuan-Rui 

非第一完成人

(非独立完成) 

58.  

Relationship between gross 

primary production and 

canopy colour indices from 

digital camera images in a 

rubber (Hevea brasiliensis) 

plantation, Southwest China 

FOREST 

ECOLOGY 

AND 

MANAGEME

NT 

卷：437 出版

年： APR 1 

2019：

222-231 

SCI

收录 
否 

Zhou Ruiwu， Zhang Yi ping， Song 

Qinghai， 等 

张一平，宋

清海 

非第一完成人

(非独立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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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Bacterial Wilt of Sacha lnchi 

(Plukenetia volubilis) 

Caused by Ralstonia 

pseudosolanacearum 

Phylotype I in Southern 

China 

PLANT 

DISEASE 

卷：103 期：

2 出版年： 

FEB 2019：

364-365 

SCI

收录 
是 

G. F. Wang, H. Li, Y. Zhou, L. Y. Yang, 

Z. J. Ding, J. S. Huang, and B. Z. Pan 
J. S. Huang 

非第一完成人

(非独立完成) 

60.  

Aminocyclopropane-1-carbo

xylic acid is a key regulator 

of guard mother cell 

terminal division in 

Arabidopsis thaliana 

JOURNAL OF 

EXPERIMENT

AL BOTANY 

卷： 70 期:3 

出版年： 

JAN 30 

2019：

897-907 

SCI

收录 
是 

Jiao Yin,, Xiaoqian Zhang, Gensong 

Zhang,Yuanyuan Wen, Gang 

Liang,Xiaolan Chen 

梁岗,陈小

兰 

非第一完成人

(非独立完成) 

61.  

Low-temperature-induced 

changes in t h e 

transcnptome revea l a 

maJor role of CgSVP genes 

in regulating flowering of 

Cymbidium goeringii 

BMC 

GENOMICS 

卷： 20 出版

年： JAN 17 

2019 

SCI

收录 
是 

Fengxi Yang, Genfa Zhu*, Yonglu Wei, 

Jie Gao, Gang Liang, Lingyuan Peng, 

Chuqiao Lu , Jianpeng Jin 

朱根发 
非第一完成人

(非独立完成) 

62.  

Maximumins A-0, 

Rearranged Labdane-Type 

Diterpenoids with Four 

Different Carbon Skeletons 

from Amomum maximum 

JOURNAL OF 

ORGANIC 

CHEMISTRY 

卷：84  期：

1  出版年： 

JAN 4 2019：

282-288 

SCI

收录 
是 

Kai-Long Ji，Yao-Yue Fan，Zhan-Peng 

Ge，Li Sheng，You-Kai Xu，Li-She 

Gan，Jing-Ya Li，Jian-Min Yue 

岳建民 
非第一完成人

(非独立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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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Four new C-19-diterpenoid 

alkaloids from the roots of 

Aconitum ouvrardianum 

JOURNAL OF 

ASIAN 

NATURAL 

PRODUCTS 

RESEARCH 

卷：21 期：1  

出版年： 

JAN 2 2019：

9-16 

SCI

收录 
否 

Liu，Wang-Yan，He Dan，Zhao，Da-Ke，

Chen Yan-Ping，Shen Yong 

Zhao 

Da-Ke，

Shen Yong 

非第一完成人

(非独立完成) 

64.  

Mulberry Diets-Alder-type 

adducts from Morus alba as 

multi-targeted agents for 

Alzheimer's 

PHYTOCHEMI

STRY 

卷： 157  出

版年： JAN 

2019：82-91 

SCI

收录 
否 

Xia Chun-Li，Tang Gui-Hua，Guo 

Yan-Qiong，Xu You-Kai，Huang 

Zhi-Shu，Yin Sheng 

Huang 

Zhi-Shu，

Yin Sheng 

非第一完成人

(非独立完成) 

收录类型：SCI收录、EI收录、SCI和 EI同时收录、其它。 

作者：所有作者，以出版物排序为准。 

完成情况：独立完成、第一完成人(非独立完成)、非第一完成人(非独立完成)。 

 

 

3.其它成果一览表 

 

序号 类别 成果名称 编号 完成人（固定人员） 完成人（非固定人员） 完成情况 授权日期 国别 

1.  
发明

专利 

一种提高成苗率的滇重楼

育苗方法 
201610492012.X 刘贵周;蔡传涛 

谢有能;罗忠华;刘

长铭;王春华;杨华

军 

第一完成

人(非独立

完成) 

2019-03 
国

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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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发明

专利 

稻作育种一年四代快速加

代纯合稳定的方法 
201610481841.8 徐鹏;陈利钢 

王效宁;唐力琼;熊

怀阳;王新华;孟卫

东;徐靖 

非第一完

成人(非独

立完成) 

2019-07 
国

内 

3.  
发明

专利 

一种碳基磁性固体酸催化

剂及其在生物柴油制各中

的应用 

201710048911.5 罗 嘉;张 帆 
王一同;方 真;杨星

霞 
独立完成 2019-05 

国

内 

4.  
软件

证书 

lncRNA 相关的 sgRNA 数

据库系统 
2019SR0663734 李菁；刘长宁 陈雯;张国强;胡翔 

第一完成

人(非独立

完成) 

2019-06 
国

内 

类别：发明专利、新药证书、软件证书、国家标准、规范、数据库、农业新品种、其它，“其它”为等同于发明专利的成果。 

编号：专利指当年授权的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不在统计范围内，国内外同内容的发明专利不得重复填报。 

国别：国内、国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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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出版专著一览表 

 

序

号 
著作名称 类别 作者 出版单位 出版年份 

类别：国内、国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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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部分 开放交流与运行管理 

1.举办的学术会议一览表 

 

序

号 
会议名称 

会议

类型 

主办/承办单位名

称 
会议主席 会议日期 

会议

地址 

参加

人数 

1.  

热带作物

种质资源保护

与可持续利用

国际研讨会 

区

域性 

中国科学

院西双版纳热

带植物园、云南

农业大学/中科

院热带植物资

源可持续利用

重点实验室 

徐增富;毛

自朝 
2019-08 

中

国云

南 

5

0 

会议类型：全国性、双边性、区域性、全球性。 
全国性会议：是指由国家学术协会组织的，全国性的学术会议 

双边性会议：特指由两个国家参加的学术会议  

区域性会议：特指在某一地区的两个以上的国家召开的学术会议  

全球性会议：是指定期举行的、至少 5 个国家参加、参会的国外人数比例不低于 40%的学术会议 ） 

会议时间：填写格式为“年-月” 

 

2.参加的学术会议一览表 

 

序

号 
报告名称 报告人 会议名称 地点 时间 

1.  

JCDB: a 

comprehensive 

knowledge base of 

Jatropha curcas, an 

emerging model for 

woody energy plants. 

张轩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Bioinformatics 2019 

印度

尼西

亚 

雅加

达 

2019-09 

2.  
云南本土资源植物助

力老年痴呆症预防 
田波 云南环境与健康论坛 

中国 

昆明 
201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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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西双版纳环境友好型

生态胶园模式建设与

实践 

唐建维 
云南高原特色热带农业

创新发展研讨会 

中国 

云南 
2019-07 

4.  
植物激素调控种子萌

发的分子机制 
余迪求 中国植物生理学大会 

中国 

江西 
2019-07 

5.  

WRKY 蛋白通过激素

途径调控植物抗性建

成的分子机制 

余迪求 
中国西部细胞生物学会

议 

中国 

重庆 
2019-11 

6.  

激素信号调控植物种

子和幼苗适应低温的

分子机制 

胡彦如 
第三届中国热带作物青

年科学家论坛 

中国 

云南 
2019-12 

7.  

超量表达抗 miR156

降解的 JcSPL9 可同时

提高生物燃油原料植

物小桐子的种子产量

和含油率 

徐增富 中国植物生理学大会 
中国 

江西 
2019-07 

8.  
热带木本油料植物功

能基因组与遗传改良 
徐增富 

2019 年全国热带作物

学术年会 

中国 

陕西 
2019-09 

9.  

Transgenic 

improvement of the 

tropical oilseed plant 

Jatropha curcas for use 

as a biofuel crop 

徐增富 

热带作物种质资源保护

与可持续利用国际研讨

会 

中国 

云南 
2019-08 

10.  

Mining and Breeding 

Utilization of 

Interspecific Important 

traits in AA Genome of 

Oryza 

徐鹏 

热带作物种质资源保护

与可持续利用国际研讨

会 

中国 

云南 
2019-08 

11.  

Antidiabetic Chemical 

Constituents from 

Tropical Medicinal 

Plants 

张玉梅 

热带作物种质资源保护

与可持续利用国际研讨

会 

中国 

云南 
2019-08 

12.  
解析FT调控小桐子开

花机制 
唐明勇 

第三届中国热带作物青

年科学家论坛 

中国 

云南 
201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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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Understanding and 

utilizing the molecular 

mechanism of iron 

uptake in plants 

梁岗 

热带作物种质资源保护

与可持续利用国际研讨

会 

中国 

云南 
2019-08 

 

3.开放课题一览表 

 

序

号 
课题名称 负责人 职称 

工作

单位 

参加人

员 

课题开始

时间 

课题结束

时间 

总经

费（万

元） 
合

计 
\ \ \ \ \ \ \  

负责人：应为实验室以外人员。 

职称：正高级、副高级、中级、初级、其它。 

参加人员：除负责人外的其它参与人员总数。 

课题开始时间/课题结束时间：填写格式为“年-月” 

总经费：数字。 

 

4.50 万元以上仪器设备使用情况 
 

序

号 

设备

类型 
设备型号 

设备名

称 

设备

状况 

价格(万

元) 

实验

室研

究总

机时

(小时) 

对外

服务

总机

时(小

时) 

购置时间 是否开放 

1.  购置 BX63 

研究级

生物荧

光显微

镜 

优 51.05 700 0 2016-12 是 

2.  购置 BDW40 

高光强

低温步

入式植

物培养

室 

优 70 1,440 0 2018-10 是 

 

设备类型：自制、购置、改装； 

设备状况：优、良、差； 

价格：以万元（人民币）为单位填写，用美元购买的设备按照购买时汇率换算，只能是数字； 

实验室研究总机时：研究总机时只需要填写本年度的数据，机时中应包括机器预备、测试、

后处理的总机时，只能是数字； 

对外服务总机时：服务总机时只需要填写本年度的数据，非本室人员研究工作总机时，只能

是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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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置时间：填写格式为“年-月” 

是否开放：非本室人员是否有权使用该仪器，是、否。 

5.运行管理 

实验室自 2013 年 4月 13日被批准成立以来，一直重视规章制度

建设。依托单位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针对科研、实验室安

全、人员管理、公务出差、公务接待等制订了一系列规章制度。在此

基础上，为了保证重点实验室管理工作高效有序，更好地为科研一线

人员服务，依据重点实验室建设与管理办法，实验室制订了一系列管

理办法和规章制度，包括《开放基金管理办法》、《学术交流经费使用

办法》、《“蔡希陶论坛”管理办法》、《论文、获奖成果、授权专利奖

励经费追加方案》、《印章管理规定》和《蔡希陶会议室使用管理规定》

等。通过近 7 年的运行，实验室及时总结管理经验，不断完善各项

管理规定，已制订了一整套完整、可行的重点实验室运行管理条例和

办法，并坚持规范管理，有章可循、有据可依。 

重点实验室实行实验室主任负责制。重点实验室主任负责实验室

的全面工作，组织领导本实验室的科学研究、学术活动、经费开支、

行政管理，落实重点实验室工作会议或依托单位相关工作会议通过的

决定，根据讨论问题的性质，决定召开和主持重点实验室工作会议。

重点实验室副主任协助主任开展各项工作。实验室秘书协助实验室主

任和副主任开展各项工作，包括实验室的日常事务和管理、起草重点

实验室的有关管理文件、网页的维护与更新、国内外学术交流活动、

运行经费的管理和报账等等。 

实验室科研氛围和学术风气浓厚。实验室遵照“开放、流动、联

合、竞争”的方针，十分注重创新文化建设，形成了学术自由、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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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正的学术合作与竞争文化，积极营造有利于一流人才成长的工作环

境，稳定和吸引了一批拥有高水平成果和发展潜力的年轻科研人才。

为了拓展师生思维，促进科研人员快速成长和提高创新能力，激励科

研人员团结协作、勇于创新的精神，并在建设国家（重点）实验室和

世界一流植物园的重大使命中有所作为，实验室于 2015年 11月设立

了“蔡希陶论坛”，围绕本重点实验室的主要研究方向，邀请本领域

国内外学术带头人、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到实验室进行学术

交流和做报告。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实验室共举办了 39 期，

有 60 多位国内外专家分享了他们最新的学术成果。同时，实验室重

视中青年骨干科研能力的培养，鼓励他们到国外研究所或高校以及东

部一流高校或研究所开展学术交流活动，做访问学者，出席国际学术

会议、进修和进行各种学术交流活动，不断提高其基本专业素养和学

术科研的能力。并鼓励科研人员积极与其他实验室开展合作，2019

年度合作的科研人员取得了明显的研究成果，相关成果已发表在国际

生物学期刊。2019年依托单位成立了学术道德与学术诚信领导小组，

本实验室主任徐增富研究员为该领导小组组长，实验室副主任胡彦如

研究员为该领导小组成员，他们经常提醒科研人员重视学术道德与学

术诚信问题，至今本实验室没有违反学术道德的事件发生。 

此外，大多数研究组坚持每周召开一次研究组组会，对实验和理

论工作中的发现、体会和出现的问题及时进行沟通和交流，对于培养

锻炼青年骨干起到了促进作用。固定人员以身作则，严格要求学生，

对实验数据和成果严格把关。重点实验室建立了严谨的学风，拥有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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跃的学术思想和勇于创新的精神。因而，整个重点实验室拥有民主和

谐的科研氛围和学术风气。 

针对科研创新，实验室制定了专门激励的政策措施——《论文、

获奖成果、授权专利奖励经费追加方案》，在激励创新的各项政策措

施下，优秀青年骨干脱颖而出。胡彦如研究员获 2019 年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优秀青年基金项目资助，同时入选中科院青年创新促进会优秀

会员；陈利钢研究员入选 2019 年云南省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刘

成刚博士成功入选 2019 年度中国科学院青年创新促进会会员；王后

平获得 2019年云南省优秀博士学位论文；等等。 

学术委员会作用。重点实验室设立独立的学术委员会，学术委员

会由 15 位著名的科学家组成。学术委员会是实验室的学术指导机构，

负责审议重点实验室的研究方向、建设目标、发展规划，审议重点实

验室的重大学术活动、年度工作，审批开放研究课题等。学术委员会

由同行专家学者组成，人数不超过 15 人，其中版纳植物园的学术委

员 5 人，不超过总人数的三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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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部分 学委会会议情况 

1.学术委员会名单 

 

序

号 
姓名 性别 出生年份 职称 学委会职务 工作单位 

是

否

院

士 

1.  孙汉董 男 1939 院士 主任 
中国科学院昆明

植物研究所 
是 

2.  陈  进 男 1965 研究员 副主任 
中科院西双版纳

热带植物园 
否 

3.  陈  凡 男 1969 研究员 委员 
中科院遗传与发

育生物学研究所 
否 

4.  陈  放 男 1960 教授 委员 
四川大学生命科

学学院 
否 

5.  高立志 男 1968 研究员 委员 
中国科学院昆明

植物研究所 
否 

6.  龚  明 男 1963 教授 委员 云南师范大学 否 

7.  马履一 男 1957 教授 委员 北京林业大学 否 

8.  沈世华 男 1962 研究员 委员 
中国科学院植物

研究所 
否 

9.  吴国江 男 1962 研究员 委员 
中国科学院华南

植物园 
否 

10.  岳建民 男 1962 院士 委员 
中国科学院上海

药物研究所 
是 

11.  赵  忠 男 1969 教授 委员 
中国科学技术大

学 
否 

12.  陈江华 男 1978 研究员 委员 
中科院西双版纳

热带植物园 
否 

13.  余迪求 男 1964 研究员 委员 
中科院西双版纳

热带植物园 
否 

14.  张  萍 女 1970 研究员 委员 
中科院西双版纳

热带植物园 
否 

15.  徐增富 男 1965 研究员 委员 
中科院西双版纳

热带植物园 
否 

学委会职务：主任、副主任、委员、顾问 

是否院士：填是或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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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学术委员会会议 

 

会议年度  

会议时间  

地点  

学委会委员出席人

员名单 
 

学委会委员缺席人

员名单 
 

会议纪要  

学委会委员出席人员名单：依次列出学委会委员出席学委会会议人员名单。 

学委会委员缺席人员名单：依次列出学委会委员缺席学委会会议人员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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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部分 审核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