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2 会议嘉宾介绍 

特邀嘉宾（按姓氏首字母排序，更多的嘉宾还在邀请中） 

傅衍  曾任 PIC 亚洲技术总监、Genus 中国技术与研究总监、全国动

物遗传育种分会副理事长、天邦股份副总裁等；现任天邦食品股份有

限公司首席科学家、国际生态发展联盟中国区副理事长、中国细胞生

物学会医学细胞生物学分会理事、中国转化医学联盟理事、浙江省遗传学会副理事

长、德国洪堡大学中国校友会副会长、柏林工大中国校友会副秘书长等。被人事部批

准为“来华定居专家”，并被评为“2009 中国农经产业十大科技创新人物”，入选国

家“千人计划”。 

黄瑞华 南京农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农业大学养猪研究所

所长、南京农业大学淮安研究院院长。兼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委员会猪

专业委员会委员、国家生猪遗传改良计划专家组成员、国家畜牧业标

准化委员会委员、全国万名优秀创新创业导师人才库导师、国家生猪产业技术创新战

略联盟常务副理事长、中国畜牧兽医学会养猪学分会副理事长、中国畜牧兽医学会动

物遗传育种学分会理事、江苏省优良品种培育工程生猪协作攻关组首席专家、江苏现

代农业（生猪）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江苏省畜禽遗传资源委员会委员猪专业委员

会主任、江苏省畜牧业标准化委员会委员等职。 

毛区健丽 家育种猪集团董事长，亚盛投资创始合伙人/管理合伙人。

纽约城市大学会计学学士，税务学硕士。她拥有 25 年金融从业经验，

对于美国及亚洲企业的资本运作、财务管理和公司运营具备丰富经

验，致力于帮助美国及亚洲的企业集团，顺利实现企业融资及美国上市。1983 年至

1992 年，毛区健丽就职于安达信纽约事务所，任高级税务经理；1992 年，她开办了

自己的会计师事务所，担任 Arimoto, Ogaswara& Mo c 创始合伙人。该事务所主要

为在美国运营的中国和台湾的金融机构提供长期顾问服务，并帮助早期的美国投资者

对中国进行直接投资；2002 年，毛区健丽建立了亚盛投资公司。与此同时，她在

8848.net 期间任职 CFO、财务顾问和投资人，并为公司融资 5000 多万美元，并负责

公司在美国上市工作。2011 年投资建立家育种猪集团。 



 

 

杨公社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动物遗传育种与

繁殖国家重点学科带头人。现担任国家 973 计划农业科学领域专家咨

询组成员、国家转基因猪新品种培育重大专项执行专家组成员、国家

生猪遗传改良计划专家组成员、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委员会猪专业委员会委员、国家生

猪产业技术体系岗位科学家、中国畜牧兽医学会动物遗传育种分会常务理事、中国畜

牧兽医学会养猪学分会副理事长、西北五省（区）养猪协会理事长、《中国生物化学

与分子生物学报》和《中国细胞生物学学报》编委等职务。先后主持国家科技重大专

项、国家 973、国家 863、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农业部现代农业

产业技术体系和陕西省重大科技创新专项等课题 20 余项。迄今共发表论文 160 余

篇，其中 SCI 论文 80 余篇。主编《猪生产学》（面向 21 世纪全国统编教材）和《肉

类学》等多部学术著作。获陕西省科技进步一等奖一项、二等奖两项。 

张勤 中国农业大学/山东农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畜牧

兽医学会常务理事、国家生猪遗传改良计划专家组副组长、《Journal 

of Animal Breeding and Genetics》、《Plos One》、《Journal of 

Animal Science and Biotechnology》、《遗传》等学术期刊编委。已发表论文 150

余篇，其中 SCI 论文 80 余篇。研究方向为动物分子数量遗传学、动物育种。先后主持

国家杰出青年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重大专项、

973、863、948 等科研课题 10 余项。国家杰出青年基金和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

者，先后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北京市科学技术一等奖和二等奖、广东省科技进步

一等奖、中华农业科技奖、教育部科技进步二等奖等。 

赵桂苹 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中国畜牧兽医学会禽业分会理事，全国肉鸡遗传改良计划专家组成

员。主要研究方向为鸡免疫抗病、肌肉品质的遗传机理与选育技术。

主持国家科技支撑计划 “鸡种质资源培育与创新利用（2015BAD03B03）”、国家

自然基金“靶向 microRNA、LncRNA 调控鸡先天免疫 MyD88-依赖通路的抗菌机制

（31572393）等课题。获得育种技术国家发明专利 2 项，培育肉鸡新品种 3 个，获

得中华农业科技一等奖、农牧渔业部丰收一等奖等奖励 4 项。共发表论文 70 余篇，

其中 SCI 35 篇；参编《动物种业科技创新战略研究报告》等著作。 



 

 

报告嘉宾（按姓氏首字母排序） 

冯羿方 北京康普森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技术总监。毕业于安徽农业大

学，具有丰富的基因组学、数量遗传与群体进化等方面的经验。主要

负责康普森农业公司分子育种平台的搭建及业务研发工作，为育种企

业提供个性化的分子育种服务。  

报告主题：康普森农业育种平台的升级及应用 

韩威 博士，副研究员，现任江苏省家禽科学研究所国家级地方鸡种基

因库主任。主要从事家禽资源保护、评价与利用工作。近年来主持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农业部物种资源保护、江苏省现代农业重点研发等

项目 8 项，在《BMC Genomics》、《PLOS ONE》、《畜牧兽医学报》等国内外期

刊发表学术论文 20 多篇，参与制定国家标准 6 个，获得授权发明专利 6 项，参与 2

个国家级新品种（配套系）培育。江苏省六大人才高峰和 333 工程培养对象，获省科

技进步二等奖 1 项、市科技进步一等奖 1 项。 

报告主题：鸡保种新技术相关 

李华 教授，博导，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佛山中科协同创新研

究院院长，为广东省动物分子设计与精准育种重点实验室执行主任，

广东省畜禽遗传育种工程中心主任、广东省“千百十”工程省级重点

培养对象，广东省珠江学者设岗学科——动物遗传育种与繁殖学科带头人，省“冲补

强”畜牧学科带头人，中国畜牧兽医学会动物福利与健康养殖分会常务理事、中国动

物遗传育种分会理事，国家农业龙头企业技术顾问、育种总监。先后主持国家级和省

市项目 30 项，横向课题多项。主持项目获省市奖 5 项。在国内外发表论文 148 篇，

获计算机软件版权 2 个，国家发明专利等 15 件，主持培育国家新品种“天农麻鸡”1

个，培育高新技术产品 1 个。先后获广东省第四届“金博奖”——创新突出贡献奖，

2017 年获中国发明协会第十届发明创业奖.人物奖、2018 年获中国畜牧业协会.第五届

畜牧行业先进工作者，2019 年获中国动物福利与健康养殖分会突出贡献奖。 

 报告主题：三品建设助推清远鸡产业化发展 



 

 

李家连 扬翔集团秀博科技董事长，博士，华中农业大学副研究员。

长期从事养猪有关的教学、生产、瘦肉猪育种与畜牧工程技术研究和

成果推广工作。在猪场规划设计、猪的育种、饲养管理、繁殖技术、

疫病防制、性能测定、屠宰测定和猪场环境控制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猪场进

行精细化、规范化管理，保证高产高效生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参加“863”、

“973”项目、国家支撑计划、国家基金、省创新团队、湖北省攻关、湖北省重大专

项等十多项课题的研究。目前，在校企合作框架机制指导下，主要经营中国最大的专

业社会化供精企业“广西秀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2 年获得贵港市“西江创业创

新领军人才行动计划”第三批创业创新领军人才（团队）；贵港市第三届科学技术协

会委员；2013 年被聘为广西壮族自治区农村科技特派员；2016 年当选为政协贵港市

第五届委员会委员；2016 年获得全国农牧渔业丰收奖；2019 年获得广西农牧渔业丰

收奖二等奖。 

报告主题：非瘟之下精种解决方案 

刘剑锋 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

院副院长。中国农业大学 2008 年度 “优秀引进人才”， 2010 年度

教育部“新世纪人才”，中国农业大学学术委员会科研工作委员会委

员、中国畜牧兽医学会动物遗传育种学分会理事、中国畜牧兽医学会信息学分会理

事、国家畜禽资源委员会猪专业委员会成员，《Frontiers in Statistical Genetics and 

Methodology》、《PloS ONE》期刊编委，主要致力于数量遗传学和统计基因组学

理论研究及其在动物育种和生产中的应用。主持/承担国家科技重大专项、863 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国际（地区）合作与交流项目、北京市科技计划等科研

项目 15 项。近五年来在国内外刊物上发表研究论文 70 多篇，其中第一（通讯）作者

论文 40 篇，参与编写论著 4 部，标准 5 部，获国家发明专利 4 项，软件著作权 15

项。 

报告主题：地方猪品种特征数据库 

楼平儿 高级畜牧师，博士，始终奋斗在猪育种工作第一线，现任浙

江天蓬集团有限公司、安徽大自然种猪育种科技有限公司和浙江美保

龙种猪育种的育种顾问。多次主持/承担国际级、国家级、省级和市级

科研项目，摸索和总结出一套容易复制并有育种结果的现场育种体系。在全国知名杂



 

 

志《中国畜牧杂志》、《养猪》、《猪业科学》等期刊上独著（合著或译著）发表文

章共 50 多篇，其中在《BMC Genomic》、《Journal of Animal and Veterinary 

Advances》等外文杂志上发表 4 篇；参与编写和编译《现代养猪生产技术》、《猪生

产学》、《猪场健康管理》等书籍。 

报告主题：现场育种体系的建设及其价值 

陆雪林 高级畜牧师，上海市畜牧技术推广中心畜牧科科长，主要从

事畜牧技术推广和研究工作。先后主持参与 10 多项上海市科技兴农科

研项目，撰写论文 30 多篇，主编和参与编写著作 9 部，申请获得专

利和软件著作权多个，培育畜禽新品种 1 个，获省部级科技奖 3 个。 

报告主题：分子技术在上海地方畜禽遗传资源保护中的应用 

欧阳红生 吉林大学唐敖庆特聘教授、博导，从事动物抗病育种、基

因编辑动物、小型猪疾病模型和生物医学应用研究，吉林大学科技创

新团队带头人、吉林省动物基因组编辑科技创新中心主任。中国畜牧

兽医学会动物生理生化分会副理事长，吉林省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会副理事长，动

物生物技术学会理事。曾主持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项目 10 余项，

获得吉林省吉林省科学技术奖一等奖 1 项。在 Elife, Plos Pahtogens 等国际期刊发表

SCI 论文 105 篇。 

报告主题：基因编辑技术及其在猪抗病育种中的应用 

庞宏志 玉林市水产畜牧业协会会长、原玉林市畜牧局局长，高级农

艺师。2003 年组建广西玉林水产畜牧业协会会长至今。2013 年被广

西水产畜牧兽医局授予“全区水产畜牧行业创先争优十大先锋人

物”；2014 年、2016 年两次被中国畜牧业协会授予“中国畜牧行业先进工作者”；

2017 年荣获“广西老科技工作者协会奖”；“中国老科技工作者协会奖”；全国老龄

委“老有所为典型先进人物”奖；2018 年荣获国鸡推广终身成就奖。 

报告主题：中国“国鸡”——优质三黄鸡的现状及产业导向 

孙东晓 中国农业大学动物遗传育种与繁殖系教授，硕士/博士生导

师，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院长助理。中国畜牧兽医学会动物遗传



 

 

育种学分会副秘书长，中国畜牧兽医学会养牛分会、畜禽遗传标记学分会理事，中国

奶业协会育种专业委员会专家委员，北京市奶牛产业技术体系岗位专家。BMC 

Genomics, Scientific Report, Plos ONE, Animal Genetics, Molecular Biology 

Reports, Animal, Journal of Integrative Agricultural, 中国科学，科学通报，生物

物理与生物化学研究进展，遗传，畜牧兽医学报，中国畜牧杂志，中国奶牛等期刊审

稿人。研究方向为动物分子数量遗传学与奶牛育种，主要致力于奶牛功能基因组学和

分子育种研究，围绕奶牛产奶和功能性状，系统开展全基因组关联分析、基因组和转

录组重测序、系统生物学、基因功能验证、奶牛基因组选择技术平台构建及应用等研

究。发表论文 120 余篇，授权专利 16 项，获 2016 年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第 3 完

成人）、2015 年北京科学技术一等奖（第 4 完成人）， 2011 年北京科学技术二等

奖（第 4 完成人）、2014 年河北省自然科学二等奖（第 2 完成人）。 

报告主题：中国荷斯坦牛基因组选择效果分析 

田冰川 先后任中国种子集团公司副总经理、中信农业科技股份公司

首席战略官，组织 21 家农业领域中央企业、上市公司等龙头企业联合

发起国科现代农业产业科技创新研究院，任院长。国务院授予政府特

殊津贴专家（农业技术领域），长期受聘国家相关部委作为生物种业领域的专家。中

国农业经济法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作物学会常务理事、北京仲裁委员会仲裁员。 

报告主题：全球动植物种业的发展格局和变化趋势 

王红卫 北京黑六牧业科技有限公司党总支书记、副总经理，农业部农

垦局专家，高级畜牧师。主要负责北京黑猪育种、科技项目、人力资

源、品牌宣传等管理工作，先后主编和修订《北京黑猪饲养管理技术

规范》《北京黑猪》，为北京黑猪育种繁殖技术研究项目带头人。多次参与农业部、

国标委、北京市科委等项目评审及验收工作，负责《“北京黑猪”繁育技术研究》、

《基于基因组选择技术的北京黑猪特优肉新品系培育及应用示范》、《北京黑猪高产

优质性状提升及示范推广》、《超高压技术猪肉加工产品开发和产业化示范》等项

目。2008 年至今，获得各项奖励 9 次。2015 年被评为北京市劳模、全国五一巾帼标

兵。多次承担北京市、首农食品集团等主管部门科技项目，完成了北京黑猪京 D4

系、多肋等新品系培育，发表科技论文 4 篇，主持并获国家专利 22 项，于 2015 年

12 月获中国农学会科技成果评价一项，具有丰富的科技项目执行、管理经验。 



 

 

报告主题：北京黑猪育种研究与发展综述 

王立贤 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

要从事猪遗传育种研究，现任猪遗传育种创新团队首席科学家；中国

畜牧兽医学会养猪学分会理事长，中国畜牧业协会猪业分会副会长，

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委员会猪专业委员会委员，国家生猪遗传改良计划专家组成员，国

家猪基因组选择专家，世界动物保护协会中国猪业福利养殖项目首席专家，《Journal 

of Integrative Agriculture》编委，《畜牧兽医学报》副主编。 

报告主题：非洲猪瘟情况下如何做好基因组选择育种 

吴桂琴 北京市华都峪口禽业有限责任公司育种总监。2008 年中国农

业大学博士毕业后即加入峪口禽业，致力于国产家禽品种的自主培育

工作。带领团队先后培育出五个蛋鸡和一个肉鸡新配套系，并围绕家

禽育种开展科研攻关，取得了多项创新成果。主持及参与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北京市

科委等多个重大项目，先后获得北京市科学技术二、三等奖、成果推广一等奖、全国

工人先锋号、北京市优秀青年知识分子、首都劳动奖章等多个奖项，获授权发明专利

4 项，在国内外期刊累计发表文章 40 余篇。 

报告主题：铸造家禽种业“中国芯” 

郑麦青 高级农艺师，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硕士生导

师。主要从事肉鸡遗传育种的相关研究工作。现任鸡遗传育种创新团

队骨干专家，被聘为农业部肉鸡生产形势分析专家组组长。主持/承担

肉鸡生产信息监测项目、中国农科院创新工程鸡遗传育种创新团队项目、现代肉鸡产

业技术体系“黄羽肉鸡品种培育”项目，获省部级科技奖励 5 项。 

报告主题：肉鸡饲料效率性状 GS 与常规选择效果初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