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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0701 林木遗传育种研究生招生专业介绍

（层次：硕士）

【专业特色】本学科点以服务江西省林业经济为宗旨，围绕林业支柱产业和丰富的森林植物种

质资源，打造学科特色和亮点，在森林植物种质资源、木本油料植物良种选育、珍稀阔叶树种

和花木繁育等领域开展了大量研究，尤其在高产脂湿地松、油茶、红花香椿、南酸枣、山苍子

等树种的遗传改良以及百合、石蒜等园林植物育种等方面有较丰富的学术积累，形成了森林植

物种质资源创新、林木遗传改良、林木遗传资源评价、园林植物遗传育种等稳定的研究方向。

【师资力量】本专业拥有专任教师 9人，其中教授 3人，副教授 4人，具博士学位 9人，博士

生导师 3人，硕士生导师 7人；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 1人，全国林业和草原教学名师 1人，

全国木本油料“一线工匠”1人，江西省百千万人才工程人选 2人，江西省“最美林业科技推

广员”1人，江西农业大学“首席教授”1人、“未来之星”2人。

张露，女，博士，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江西省特色林木

资源与利用 2011 省级协同创新中心主任、“亚热带森林资源培育

与保护”国家级教学团队负责人、江西马头山森林生态系统国家

定位观测研究站站长；

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和江西省政府特殊津贴，全国林业和草

原教学名师，江西省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第一、二层次人

选，江西省三八红旗手。中国林学会森林培育、林木遗传育种、

珍贵树种和松类等专委会常委。

长期从事林木遗传育种和森林培育研究，主要关注毛红椿、

湿地松、油茶、樟树、石蒜等植物。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3项，

国家“十一五”和“十三五”重点研发等国家和省部级项目 50 余

项，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1项、省部级科技进步二、三等奖 5

项，获省优秀教学成果一、二等奖 6项，发表学术论文 160 余篇，

制定地方标准 12项，授权专利 8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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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冬南，女，博士，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经济

林栽培和良种繁育等方面的研究。江西省高等学校第七批中青年

学科带头人，江西省百千万人才工程人选，江西省“最美林业科

技推广员”、全国木本油料“一线工匠”等。

现任教于江西农业大学林学院，兼任中国林学会经济林分会常务

理事、中国植物营养与肥料学会施肥技术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

自然资源学会森林资源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资源环境与生态保

育学会理事、中国林学会林下经济分会委员、中国林业与环境促

进会油茶产业分会理事和顾问、中国农技协袁州油茶科技小院负

责人。

主持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科技支撑计划专题、省教

改课题等 40 多项，发表教改和科研论文 170 多篇，主编国家林草

局“十三五”规划教材 1部，出版专著 3部；授权专利 4项，制

订发布地方标准 3项；研究成果获省部市级科技奖励 20项、省级

教学成果一等奖 2项、二等奖 1项；主讲课程评定为省研究生优

质课程 1门、省本科一流课程 2门；指导学生获省部级优秀学位

论文 3篇次、省部级创新（实践）大赛特等奖 1项、一等奖 1项。

曾到美国、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国留学和交流访问。

周树军，男，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百合遗传育

种。主持国家自然基金面上项目 6项，其中面上项目 4项，地区

项目 2项，在百合育种理论方面取得了一定突破，提出“胚乳中

5个相同基因组是百合杂交成败”的理论，相关结果发表在

《Scientia Horticulturae》《Euphytica》《Breeding Science》

《HortScience》《JGG》《园艺学报》等本领域的主流期刊上，

同时获得了一些远缘杂交 F1 代、多倍体和非整倍体的百合新品

系，其中已有 14个新品种进行国际登录。



第 3 页 共 5 页

刘娟，女，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江西农业大学“未

来之星”“青年教授”校“优秀教师”，江西省第一届林草品种

委员会委员，多个农林重要期刊的审稿人。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及省部级项目 5项；撰写教学和科研论文 40 余篇，授权专利和

软著 10 项；研究成果获市厅级科技奖励 1项。

易敏，女，博士，副教授，硕导。2014 年毕业于中国林业科

学研究院林木遗传育种专业，获农学博士学位。主要从事高产脂

湿地松遗传改良工作，在高产脂湿地松选育、无性繁育、体细胞

胚胎发生、以及分子调控机制等方面做出了较好的成绩，目前，

主持国基自然科学基金，江西省重点研发计划一般项目、江西省

教育厅科学技术研究重点项目、江西省科技厅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江西省教育厅科学技术研究项目、省林业厅科技创新专项各 1项，

参与国家重点研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省林业厅科技创新专项

等项目 5项，以第一或通讯作者在 Industrial crops and

products、Holzforschung、forests 等 Top 或主流 SCI 期刊发表

一区论文 4篇，二区论文 3篇，以第一发明人授权国际发明专利

2项，参与授权发明专利 2项。

孙荣喜，女，博士，副研究员，硕士研究生导师，江西农业

大学“未来之星”。任南酸枣产业国家创新联盟秘书长、南酸枣

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第八届引种专委会委员。主要从事阔叶树

种质资源收集、评价以及遗传多样性和新品种选育等研究。主持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中央财政林业科技推广、江西省科技厅青年

基金、江西省林业局林业科技创新专项、江西省教育厅项目共 5

项（结题 4项），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 10 项。合作申报植物

新品种 2个，获批江西省林木良种 1个（R2），参与制定林业行

业标准 1项（R8），发表论文 20余篇，出版专著 1部（主编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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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条件】本学科实验室面积达 300 多平方米，拥有组织培养实验室、林木遗传育种实验室、

林木分子生物学实验室和种质资源收集圃，并拥有超低温冰箱、高速冷冻离心机、凝胶成像系

统、核酸蛋白色测定仪等精密仪器，满足组织培养、分子、细胞、个体和群体不同层次的林木

遗传与育种的理论及应用研究。本学科依托江西特色林木资源培育与利用 2011 省级协同创新

中心、江西省亚热带森林资源培育重点实验室以及校内花卉盆景基地、校外实训基地开展研究。

【科教成果】近年来主持完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等国家级、省级项目 60 余项。目前在研

项目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5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任务 2项、国家林业局行业专项 1项、其他

省部级项目近 10 项。获国家级科技进步二等奖 1项，省、部级科技奖励 20 余项。近 3年来在

国内外重要核心刊物上发表论文 100 余篇，其中 SCI 30 篇，植物新品种 2个，国际登录新品

种 14 个，省级林木良种 1个，制定地方标准或规程 8项，授权专利 10 余项，参编教材或专著

6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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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目标】本学科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了解本学科及现代森林植物生命科学

等相关学科领域的现状和发展趋势，具有一定创新能力和团队精神，具备独立从事林木和园林

植物遗传育种和生物技术的科学能力。毕业后能够从事良种选育和生物新技术研发，可胜任与

森林遗传育种相关的常规育种和分子育种工作的相关企事业单位的专业性工作。

【学制学位】三年，授予农学硕士学术学位。

【发展前景】林木遗传育种毕业生可以在高校、科研院所以及林业基层从事林木育种、繁育和

遗传改良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也可在企事业单位从事与林业相关的行政管理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