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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务指南
报到地点：

兰州大学萃英大酒店一楼大厅（总台电话 0931-8631999）。

用餐地点：

早餐凭房卡在住宿酒店就餐。

中、晚餐凭餐券和代表证在兰州大学城关校区丹桂苑二楼就餐。

温馨提示：

1.参会者凭会议代表证出入兰州大学校园。

2.作报告专家请提前半天将 PPT 发给会务组武艳培邮箱

wuyp@lzu.edu.cn，联系电话 13369437886。

3.兰州 10 月份昼夜温差较大，注意添减衣服。

4.会务组：苟小军 13519664812、金少红 18219717593、范成勇

15117228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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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安排

日期 时间 内容 地点

10 月 20 日

（星期五）

全天 报到 萃英大酒店一楼大厅

18:30-20:00 自助晚餐 兰州大学丹桂苑二楼

10 月 21 日

（星期六）

09:00-10:00 开幕式
兰州大学

大学生活动中心礼堂
10:00-12:05 主旨报告

12:05-13:20 自助午餐 兰州大学丹桂苑二楼

13:30-18:50 专题一、专题二报告
兰州大学

大学生活动中心礼堂

18:50-20:30 自助晚餐 兰州大学丹桂苑二楼

10 月 22 日

（星期天）

08:30-12:30 分会场一：专题三、四报告
兰州大学

大学生活动中心礼堂

08:30-12:40 分会场二：专题五报告 大学生活动中心报告厅

12:30-13:20 自助午餐 兰州大学丹桂苑二楼

13:30-16:00 分会场一：专题四、六报告
兰州大学

大学生活动中心礼堂

14:00-15:40

分会场二：首届“任继周草

业科学奖励基金”青年科技

奖获得者论坛

兰州大学

大学生活动中心报告厅

16:00-18:30

试验站建设暨庆阳站建站

40 周年研讨会

兰州大学

大学生活动中心礼堂

学术期刊建设研讨会
兰州大学

大学生活动中心 402

农业伦理学教学研讨会
兰州大学

大学生活动中心报告厅

18:30-20:30 自助晚餐 兰州大学丹桂苑二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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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继周草地农业学术思想研讨会日程

时 间 内 容 主持人

10 月 21 日

上午
地点：兰州大学大学生活动中心礼堂

大会开幕式

09:00-10:00

1.任继周院士创办的学术集体成长历程

甘肃农业大学草业科学发展历程

甘肃农业大学草业学院院长 白小明 教授

兰州大学草业科学发展历程

兰州大学草地农业科技学院院长 李春杰 教授

草种创新与草地农业生态系统全国重点实验室发展历程

草种创新与草地农业生态系统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

贺金生 教授 马小洁

兰州大学

党委书记

2.任继周院士《中国农业伦理学》首发式暨《任继周著作集》

电子书赠送仪式

中国农业出版社党委书记、董事长、社长刘天金讲话

为新书和著作集揭幕

3.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草原管理司司长李拥军讲话

4.农业农村部全国畜牧总站站长王宗礼讲话

5.兰州大学草地农业科技学院党委书记张大伟介绍外国朋友

来信

6.甘肃省政府领导讲话

7.任继周院士讲话（视频）

10:00-10:10 茶歇

主旨报告

10:10-10:45
对草地农业的若干认识和思考

兰州大学 南志标 院士

陈熙萌

兰州大学

副校长

10:45-11:20
草种质创新与高效分子设计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种康 院士

11:20-11:55
中国西部沙产业发展模式与对策研究

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 冯起 院士

11:55-12:05
《中国农业伦理学概论》——世界之问的中国回响

南京农业大学 沈其荣 院士

12:05-13:30 自助午餐

https://www.lzu.edu.cn/static/leader/chenximeng_3098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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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交流报告

10月 21 日

下午
地点：兰州大学大学生活动中心礼堂

专题一 农业结构调整与草地农业

13:30-13:50
农业结构转型与政策取向

北京大学 黄季焜 教授

林克剑

中国农业

科学院草

原研究所

13:50-14:10
调整优化农业结构 加快饲草产业发展

农业农村部全国畜牧总站 王宗礼 研究员

14:10-14:30
我国农区草业发展的途径、模式和制约因素

中国人民大学 仇焕广 教授

14:30-14:50
黄土高原草地农业系统的结构、模式及影响

兰州大学 沈禹颖 教授

14:50-15:10
论任继周草业思想的普遍意义

山东省大众创业创新研究院 吴洪浩 特邀研究员

15:10-15:20
学习草地农业思想，创新草业发展模式

山西农业大学 侯向阳 教授
王岭

东北师范

大学

15:20-15:30
山西农业结构调整（粮改饲）——朔州案例

山西农业大学 董宽虎 教授

15:30-15:40
运用系统分析思维，比较粮-饲作物生产的资源环境效率

兰州大学 胥刚 高级工程师

专题二 粮-草-畜系统耦合

15:40-16:00
绿洲灌区基于间作的碳减排强化技术与机理

甘肃农业大学 柴强 教授

杨培志

西北农林

科技大学

16:00-16:20
苜蓿玉米间套作模式研究与实践

中国农业大学 许瑞轩 博士

16:20-16:40
奶牛饲料营养与牛奶质量研究进展

农业农村部食物与营养发展研究所 王加启 研究员

16:40-17:00
任继周草地农业学术思想融入绵羊生产团队建设的实践

兰州大学 李发弟 教授

17:00-17:10
苜蓿在猪生产中的应用

河南农业大学 王成章 教授

17:10-17:30
草畜耦合新理念—“以草调畜，以畜促草，实现草畜互惠”

东北师范大学 王岭 教授

17:30-17:50
南方肉牛-饲草耦合系统技术与范式

云南省草地动物科学研究院 黄必志 研究员

付和平

内蒙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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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大学
17:50-18:10

跨区域草地农牧系统耦合路径研究

北京大学 侯玲玲 研究员

18:10-18:20
林-草-畜禽复合种养模式研究与应用实践

北京市农林科学院 孟林 研究员

18:20-18:30
生物炭对玉米/苜蓿带状间作系统水分利用关系的研究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张志新 副教授

18:30-18:40
粮草轮作保护黑土地阻控侵蚀评价及机制研究

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草业研究所 刘杰淋 副研究员

18:40-18:50
可持续集约化草（苜蓿）田轮作生态系统构建及其关键技术

中国农业大学 张旭龙 博士

18:50-20:30 自助晚餐

10月 22 日

上午
分会场一：兰州大学大学生活动中心礼堂

专题三 分类系统与计量单位

08:30-08:50
综合顺序分类法和畜产品单位的应用

兰州大学 侯扶江 教授

朱剑霄

兰州大学

08:50-09:10
草地综合顺序分类法及其应用

兰州大学 林慧龙 教授

09:10-09:30
基于 CSCS 的潜在自然植被空间分布特征研究

兰州大学 梁天刚 教授

09:30-09:50
中国两大草地分类系统类的兼容性分析及应用

甘肃农业大学 柳小妮 教授

09:50-10:00
草地地上生物量遥感建模

中国农业科学院草原研究所 李飞 研究员

10:00-10:10
数据智能驱动牧场高效可持续发展

一牧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马志愤 CEO

专题四 草地培育与季节畜牧业

10:10-10:30
退化草地的近自然恢复及应用技术研发

兰州大学 贺金生 教授

10:30-10:50
从鼠道犁及免耕补播到零耕播种改良技术

中国农业大学 张英俊 教授

10:50-11:10
草地放牧承载力相关科学问题及管理实践

青海大学 赵新全 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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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万军

新疆农业

大学

11:10-11:30
草地放放管理的基础理论问题

东北师范大学 王德利 教授

11:30-11:50
草地资源与季节畜牧业的理论与实践

内蒙古农业大学 韩国栋 教授

11:50-12:10
半栽培草地的放牧思想综述

兰州大学 侯扶江 教授

12:10-12:30
草地放牧系统单元：概念与模式

北京林业大学 董世魁 教授

12:30-13:20 自助午餐

10月 22 日

下午
分会场一：兰州大学大学生活动中心礼堂

专题四 草地培育与季节畜牧业

13:30-13:40
高寒草地适应性管理理论与实践

青海大学 董全民 研究员

孙娟

青岛农业

大学

13:40-13:50
中亚干旱区草地资源概况及生产功能提升

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 李耀明 研究员

13:50-14:00
植物多样性调控的土壤增强植物多样性-生产力相关关系

南京农业大学 任海彦 教授

14:00-14:10
喀斯特地区冬闲田种草模式探究

贵州大学 陈超 教授

14:10-14:20
春季休牧对高寒草甸土草系统的影响

甘肃农业大学 鱼小军 教授

14:20-14:30
放牧对晋北农牧交错带草地生态系统多功能性的影响

山西农业大学 王常慧 教授

14:30-14:40

适度放牧可有效权衡我国草地放牧系统生产力提升与甲烷

减排

兰州大学 马磊 青年研究员

14:40-14:50
贵州草地多功能性和功能权衡对生态系统转变的响应

贵州省草业研究所 丁磊磊 助理研究员

专题六 观赏草地规划与管理

14:50-15:10
任继周先生学术思想在草坪学领域的体现

北京林业大学 韩烈保 教授

马红彬

宁夏大学

15:10-15:30
校地合作共促草坪产业发展

南京农业大学 杨志民 教授

15:30-15:40
HSFA3 增强多年生黑麦草高温耐受性的分子机理

华中农业大学 产祝龙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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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0-15:50
免浇水的屋顶绿化草坪——惠及千万顶层住户

广东岭南师范学院 刘金祥 教授

15:50-16:00
主要暖季型草坪草种质发掘与创新利用研究进展

江苏省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郭海林 研究员

10月 22 日

上午
分会场二：兰州大学大学生活动中心报告厅

专题五 草类植物种质创新与栽培草地管理

08:30-08:50
草类植物分子改良

青岛农业大学 王增裕 教授

谢文刚

兰州大学

08:50-09:10
苜蓿全基因组选择育种技术的研究

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 杨青川 研究员

09:10-09:30
乡土草种子生产与利用

兰州大学 胡小文 教授

09:30-09:50
从灼圃到油杉河-任继周院士草地农业思想在贵州的嬗变

贵州大学 何胜江 教授

09:50-10:00
东北秣食豆野生资源及新品种选育

东北农业大学 崔国文 教授

10:00-10:10

任先生系统学思想对草类植物微观研究及种质创新的指导

作用

兰州大学 王锁民 教授

10:10-10:20

株型导致多年生黑麦草在季节变化中的地上部分与根部分的

分配差异

兰州大学 Cory Matthew 教授

10:20-10:30
冷季型牧草在南方农田的应用研究

湖南农业大学 徐华勤 教授

赵祥

山西农业

大学

10:30-10:40

西部寒旱区冬季覆盖饲料作物新品种培育及高效利用技术

研究

甘肃农业大学 杜文华 教授

10:40-10:50
狼尾草基因资源挖掘及育种利用

四川农业大学 黄琳凯 教授

10:50-11:00
沙质荒漠化土地土壤质量与作物互作规律

新疆大学 薛伟 研究员

11:00-11:10
抗旱耐盐优质饲用小黑麦新品种选育及利用

河北省农林科学院旱作农业研究所 刘贵波 研究员

11:10-11:20
制种是振兴草种业的关键一一甘农 5号的启示

甘肃华丰草牧业有限公司 贺春贵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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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0-11:30
宁夏地区苜蓿新品种选育

宁夏农林科学院动物科学研究所 高婷 研究员

11:30-11:40
MtZPT2-2 负调控蒺藜苜蓿耐盐性

南京农业大学 朱海凤 副教授

黄琳凯

四川农业

大学

11:40-11:50
新疆牧草种资源研究与育种研究进展

新疆农业大学 王玉祥 副教授

11:50-12:00
耐盐碱长穗偃麦草选育与长穗偃麦草滨海草带示范样板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 李宏伟 副研究员

12:00-12:10
草类植物空间诱变种质创新与利用

中国农业科学院兰州畜牧与兽药研究所 杨红善 副研究员

12:10-12:20
盐碱地改良优质饲草耦合节水种植模式推广

新疆新沃生态科技有限公司 张磊 高级畜牧师

12:20-12:30
重要草种质资源挖掘与创新利用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草原研究中心 张然 助理研究员

12:30-12:40
草种企业生产中所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新疆迈特威草业有限公司 王延飞 总经理

12:40-13:20 自助午餐

10月 22 日

下午
分会场二：兰州大学大学生活动中心报告厅

首届“任继周草业科学奖励基金”青年科技奖获得者论坛

14:00-14:20
高原鼢鼠灾变机制与可持续防控技术

甘肃农业大学 苏军虎 教授

刘志鹏

兰州大学

14:20-14:40
干旱区紫花苜蓿的适应性和生产模式

兰州大学 杨惠敏 教授

14:40-15:00
土壤微生物与生态系统稳定性：从单因子到多因子干扰

中国农业大学 杨高文 教授

15:00-15:20
多层级草地农业系统与可持续生态恢复

兰州大学 尚占环 教授

15:20-15:40

牵一发而动全身——黑麦草叶片衰老调控影响其耐逆性及

根茎发育

南京农业大学 徐彬 教授

16:00-18:30

试验站建设暨庆阳站建站 40 周年研讨会

地点：兰州大学大学生活动中心礼堂

赵长明

兰州大学

学术期刊建设研讨会

地点：兰州大学大学生活动中心 402

李春杰

兰州大学

农业伦理学教学研讨会

地点：兰州大学大学生活动中心报告厅

程修文

兰州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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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继周草地农业学术思想研讨会

——试验站建设暨庆阳站建站 40 周年研讨会日程

时间：10 月 22 日下午 16:00-18:30

地点：兰州大学大学生活动中心礼堂

时间 内容 主持人

开幕式

16:00-16:30

1.兰州大学领导欢迎致辞

赵长明

兰州大学科

学观测台站

管理中心

2.庆阳市领导讲话

3.甘肃省科技厅领导讲话

4.任继周院士讲话（视频）

5.甘肃省政协领导讲话

试验站建设交流

16:30-16:45
甘肃庆阳草地农业站 40 年发展历程

兰州大学 沈禹颖 教授/站长

刘国彬

西北农林科

技大学

16:45-17:00
陕西安塞农田生态系统国家站建设与学科发展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刘国彬 研究员/前站长

17:00-17:15
河北栾城农田生态系统国家站建设与发展

中国科学院农业资源研究中心 李红军 副研究员/副站

17:15-17:30
甘肃武威绿洲农业高效节水国家站建设与发展

中国农业大学水利与土木工程学院 牛俊 教授/副站长

17:30-17:45
四川若尔盖湿地生态系统国家站建设

西南民族大学青藏高原研究中心 周青平 研究员/站长

17:45-17:55
甘肃省祁连山草原生态系统野外站建设

甘肃农业大学草业学院 白小明 教授/站长

17:55-18:05
甘肃镇原国家土壤质量观测试验站建设

甘肃省农业科学院旱地农业研究所 李尚中 研究员

18:05-18:20
国家牧草产业技术体系沧州综合试验站建设

河北省农科院农业资源与环境研究所 刘忠宽 研究员

18:20-18:35
我成长的基石-庆阳站

哈姆雷特蛋白副总裁/亚太区总监 于锋 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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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继周草地农业学术思想研讨会

——期刊建设研讨会日程

时间：10 月 22 日下午 16:00-18:30

地点：兰州大学大学生活动中心 402会议室

时间 内容 主持人

开幕式

16:00-16:10 兰州大学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安俊堂致开幕词
李春杰

兰州大学

特邀报告

16:10-16:25

随期刊发展调整约稿策略——JASB 约稿经历

Journal of Animal Science and Biotechnology 赖长华 研

究员/执行主编

刘蔚

甘肃省科技

期刊学会
16:25-16:40

三足鼎立、协同发展——沈阳应用生态所期刊介绍

中科院沈阳应用生态所编辑部 肖红 编审/副主编

自由报告

16:40-16:50
《草业学报》期刊建设与创新发展

《草业学报》 沈紫微 副编审

武艳培

兰州大学

16:50-17:00

交流办刊经验 赋能期刊发展——《中国草地学报》介绍

《中国草地学报》 胡卉芳 副研究员

17:00-17:10
《草原与草坪》期刊发展历程及展望

《草原与草坪》 靳奇峰 副编审/编辑部主任

17:10-17:20
浅谈新时期下《草地学报》发展介绍

《草地学报》彭露茜

17:20-17:30
办好中文科技期刊 助力草业科技发展

《草学》 陈琴 副编审

17:30-17:40
草业科学助力区域研究——以助力高寒生态研究为例

《草业科学》 张瑾 编辑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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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继周草地农业学术思想研讨会

——农业伦理学教学研讨会日程

时间：10 月 22 日下午 16:00-18:30

地点：兰州大学大学生活动中心报告厅

时间 内容 主持人

16:00-16:10

1.兰州大学副校长致欢迎辞
程修文

兰州大学
2.北京林业大学教务处领导讲话

3.中国农业出版社领导讲话

4.任继周院士讲话（视频）

主旨报告

16:10-16:40
解读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意见》精神

清华大学 高校科技伦理教育专项工作组秘书长 李正风
姜萍

南京农业

大学
16:40-17:00

中国农业伦理学的原理与基础

北京林业大学 《中国农业伦理学概论》执行主编 董世魁

自由报告

17:00-17:10
新文科背景下农业伦理学教学与研究现状

南京农业大学人文学院 姜萍

林慧龙

兰州大学

17:10-17:20
兰州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农业伦理组织现状介绍

兰州大学哲学与社会学院 周亚平

17:20-17:30
多学科视角下的中国农业伦理：学科建设与创新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 李人庆

17:30-17:40
中国农业伦理学的缘起、关切与展望

兰州大学哲学与社会学院 方锡良

17:40-17:50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农业伦理学教学与研究情况介绍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郭洪水

17:50-18:00
台湾地区农业与环境伦理教学经验分享

兰州大学哲学与社会学院 王涵青

18:00-18:10
我国传统饮食文化的伦理性向度

兰州财经大学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韩作珍

18:10-18:20
浅谈草地农业科学教育教学体系中的文化元素

甘肃农业大学草业学院 曹文侠

18:20-18:30
《中国农业伦理学进展》丛书介绍

兰州大学草地农业科技学院 林慧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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