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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多样性与资源利用学术研讨会 

暨云南省植物学会 2022 年学术年会 

第三轮通知 
 

为促进学术交流，有效支撑我省乃至我国的植物科学前沿与交叉研究

的发展，云南省植物学会定于 2023 年 3 月 24 日至 26 日在云南省普洱市召

开“植物多样性与资源利用学术研讨会暨 2022 年学术年会”。现将会议有

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会议主题：植物科学前沿与交叉 

二、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云南省植物学会 

承办单位：普洱学院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 

支持单位：云南省科学技术协会 

云南吴征镒科学基金会 

三、会议时间和地点 

2023 年 3 月 24 日- 26 日（24 日报到，27 日离会） 

亚太森林组织普洱基地（普洱市思茅区茶花路普洱植物园内） 

四、会议日程 

3月 24 日（星期五） 

14:00-20:00 会议报到（地点：亚太森林组织普洱基地大堂） 

18:00-19:00 晚餐 

19:30-21:00 学会常务理事会扩大会议（地点：亚太森林组织普洱基地小会议室） 

3月 25 日（星期六） 

（地点：亚太森林组织普洱基地大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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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0-8:50 开幕式 

8:50-9:20 
特邀报告：中国西南山地生物多样性的进化机制 

孙  航/研究员（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 

9:20-9:50 
特邀报告：植物迁地保护与国家植物园体系建设 

杨永平/研究员（中科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 

9:50-10:20 
特邀报告：水稻陆生适应性分子机制及其育种利用 

余迪求/教授（云南大学） 

10:20-10:40 会间休息，会议合影 

10:40-11:10 
特邀报告：植物次生代谢途径解析及其进化的探索和思考 

黄胜雄/研究员（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 

11:10-11:30 
大数据背景下中国植物多样性格局与保护 

邓  涛/研究员（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 

11:30-11:50 
国产龙血竭基原植物考证 

郁文彬/研究员（中科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 

11:50-12:10 
豆科系统发育基因组学研究 

伊廷双/研究员（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 

12:10-13:30 午餐 

13:30-13:50 
台湾植物特有性的起源 

叶俊伟/助理研究员（西南林业大学） 

13:50-14:10 
旋花科菟丝子属的质体基因组结构变异和退化 

陈丽琼/研究实习员（中科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 

14:10-14:30 
兰属植物系统发育与物种多样性演化 

陈海瑶/硕士研究生（中科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 

14:30-14:50 
从西南植物药中找到 first-in-class 药物的研发密码 

许  敏/教授（昆明理工大学） 

14:50-15:10 
黑药花科中甾体皂苷的分布及其生物活性的研究 

刘海洋/研究员（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 

15:10-15:30 
获取磷是热带半附生榕树绞杀宿主的一个驱动因素 

刘文耀/研究员（中科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 

15:30-15:50 会间休息 

15:50-16:10 
望天树的水分关系研究 

陈亚军/研究员（中科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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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0-16:30 

Salicylic acid modulates OsPIN3t-mediated auxin transport to regulate rice 

root growth 

杜云龙/教授（云南农业大学） 

16:30-16:50 
水稻铁稳态维持机制解析及应用 

梁  岗/研究员（中科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 

16:50-17:10 

NaWRKY70 整合茉莉酸和乙烯信号调控渐狭叶烟草植保素合成及抗

病性的机制 

吴劲松/研究员（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 

17:10-17:30 
核心十字花科植物辐射演化机制研究 

胡金勇/研究员（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 

17:30-17:50 
跳蚤草的民族植物学研究 

王  趁/助理研究员（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 

17:50-18:10 
热带特色香料红豆蔻花的民族植物学与产业化应用 

李  仁/高级工程师（中科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 

18:10-19:30 晚餐 

19:30-21:30 Plant Diversity 编委会会议 

3月 26 日（星期日） 

（地点：亚太森林组织普洱基地大会议室） 

8:40-9:10 
特邀报告：中国西南二叠纪至三叠纪植物演化 

冯  卓/教授（云南大学） 

9:10-9:40 

特邀报告：植物人工驯化和自然适应性复杂性状的起源和演化机制研

究 

董  扬/教授（云南农业大学）  

9:40-10:00 
特邀报告：云南省河谷植被的自然地理背景 

曹  敏/研究员（中科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 

10:00-10:20 
森林微真菌多样性 

吴海霞/研究员（中国林科院高原林业研究所） 

10:20-10:30 会间休息 

10:30-10:50 
鹅膏科真菌的物种多样化历史研究 

蔡  箐/副研究员（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 

10:50-11:10 
云南野生药用竹红菌新属分类与代谢产物研究 

代冬琴/副教授（曲靖师范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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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11:30 
传统中药材雷丸的基源研究 

张国莉/讲师（昆明医科大学） 

11:30-11:50 
独蒜兰属植物种质资源的研究与利用进展 

张  伟/助理研究员（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 

11:50-12:10 
山茶种质创新与产业化应用关键技术研究 

蔡艳飞/研究员（云南省农业科学院） 

12:10-13:30 午餐 

13:30-13:50 
保护极小种群野生植物——行动与发展 

杨  静/副研究员（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 

13:50-14:10 
药用植物三七种子顽拗性和后熟休眠机制解析 

葛  娜/博士研究生（云南农业大学） 

14:10-14:30 
植物从异交向自交的演变 

周  伟/研究员（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 

14:30-14:50 
植物色-香-味同动物弥散性生态关系解析 

陈  高/研究员（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 

14:50-15:10 
木兰科植物资源多样性及其保护和利用 

司马永康/研究员（云南省林业和草原科学院） 

15:10-15:30 
思茅松高世代育种策略及应用 

李  江/研究员（云南省林业和草原科学院） 

15:30-15:50 会间休息 

15:50-16:10 
基于感官组学的石斛花香物质基础及关键致香成分研究 

杜芝芝/副研究员（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 

16:10-16:30 

滇东黔西二叠纪—三叠纪之交陆地生态系统古环境重建的地球化学

指标评估 

陈剑波/助理研究员（云南大学） 

16:30-16:50 
青藏高原东南缘上新世的植被与火烧 

黄永江/副研究员（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 

16:50-17:10 
新疆三塘湖盆地西山窑组木化石组合及其古气候和古环境研究 

缑旭东/讲师（昆明学院） 

17:10-17:30 
晚新生代喜马拉雅山脉的隆升及其环境效应 

刘  佳/助理研究员（中科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 

17:30-17:40 闭幕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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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0 晚餐 

3月 27 日（星期一） 

上午 离会 

五、注册缴费 

1. 会议网址：https://bsy2022.scimeeting.cn 

2. 会议报名已经截止，未缴费代表请于 3 月 23 日前完成缴费。 

3. 会议用餐统一安排，交通和住宿费用自理。 

4. 注册费一经缴纳，不再退款，可转给同单位的参会代表。 

5. 会议提供增值税普通电子发票，会后统一发至代表注册邮箱。 

六、住宿推荐 

1. 亚太森林组织普洱基地（普洱市思茅区茶花路普洱植物园内；距机

场 6.3 公里，打车约 15 分钟；距高铁站 11 公里，打车约 20 分钟），住宿

房间由基地统一安排。联系人：李水滢 18108796077。 

2. 亚太森林组织普洱基地附近酒店推荐：普洱曼迪酒店（普洱市思茅

区滨河路普洱中心 3 幢；距亚太森林组织普洱基地 5 公里）、普洱柏懿酒

店（普洱市思茅区滨河路普洱中心 8 幢；距亚太森林组织普洱基地 5 公

里）、普洱大隐酒店（普洱市思茅区康平大道大隐普洱东南 100 米；距亚

太森林组织普洱基地 4.4 公里），参会代表可自行联系预订。 

七、会议须知 

1. 参会胸牌是全程参会的唯一有效凭证，请妥善保存并在会议全程随

身携带。 

2. 特邀报告 25 分钟+5 分钟提问，专题报告 15 分钟+5 分钟提问。会

议报告 PPT 推荐尺寸 16:9，请报告人提前将 PPT 报告交会场联系人拷贝

至会议电脑。为尊重知识产权，会议不提供 PPT 报告拷贝服务，有需要者

请在会后直接与报告人联系。 

https://bsy2022.scimeeting.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