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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情况简介 

2003年 7月 至今    南京农业大学任教 

2006年至 2008年受留学基金委员会选派赴日本京都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 

2003年博士毕业于南京农业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植物学专业 

1998年本科毕业于南京农业大学园艺学院药用植物专业 

社会兼职： 

2017年 12月至今 中国甜菊协会第七届理事会理事、农业专业委员会委员（兼） 

2018年 6月 至今 《中国糖料》第八届编委会委员 

2019年 10月至今 江苏省甜菊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常务理事 

曾承担教学科目：波谱解析、中药材安全与监控、中药炮制学、植物组培技术、

VB程序设计、VB程序设计实验 

曾从事研究内容： 

丹参组织培养、大豆耐盐生理与遗传、小麦 EMS诱导突变体筛选、小麦分子标

记辅助育种、LEA 蛋白基因参与小麦抗旱的分子机理研究、转录因子 CjWRKY

对日本黄连小檗碱生物合成的分子机制研究、光质对植物次生代谢物形成和积累

的影响。 

当前研究方向： 

基于化学形态关联分析的植物次生代谢分子育种、栽培及开发体系建设： 

1)甜菊育种及开发体系建设 

2)中药材道地性产地可持续利用策略研究 

主持项目： 

Environmental assessment of Stevia rebaudiana production in China.中英合作项目

(外方合作单位：EARTHWATCH INSTITUTE (EUROPE)；执行期限：2018年-2019

年) 

甜叶菊等资源保存与研究（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编号：KYZZ201916；

执行期限：2018年-） 

基于转录组测序的甜叶菊 Rebaudioside A生物合成关键基因优异单倍型挖掘（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编号：31471553；执行期限：2015年-2018年） 

磷酸化修饰对甜叶菊糖基转移酶UGT76G1糖基化Stevioside形成Rebaudioside A

的调控机制研究（高等学校博士学科点专项科研基金项目，编号：

20120097120033；执行期限：2013年-2015年） 

红花和菊花等 2 种菊科药用植物中原花青素的合成和积累对不同光质的响应研

究（留学回国人员科研启动基金项目，编号：教外司留【2011】1568 号；执行

期限：2012年-2014年） 

小麦脱水素类新基因在耐逆中的作用研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项目，编

号：30500314；执行期限：2006年-2008年） 

参与项目： 



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6项、863项目 2项、省自然科学基金 1项和大豆转

基因重大专项 1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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