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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施农业，从产业领域而论，包含设施种植和设施养殖，从学科领域来看，涉及生

物、栽培、养殖、建筑、材料、控制等，展现出高度综合性、应用性的特征。改革开放

以来，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设施农业不论产业规模，还是技术研发都取得了长

足进步。新疆设施农业和全国其他地方一样，表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本人作为援疆干

部自2011年8月到新疆工作以来，考察了全疆许多地方的设施农业，不论在新疆，还是

在内地，我都常用这么几句话来概括新疆设施农业：投资力度巨大，发展势头迅猛；创

新创意可喜，高产典型称奇；从业人员短缺，设施存在闲置；区域优势明显，发展潜力

诱人；加强内外合作，互利共赢可期。 

    长期以来，新疆农业大学的林园、农学、机交、水利、草环等学院的老师承担了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科技部、自治区的多项设施农业课题，取得了一批科研成果，发表了

多篇学术论文，获得了多项专利，有些成果在生产上得到了广泛应用，取得了良好的社

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例如，“新疆设施农业烟粉虱发生规律及生态防控技术”研究项目，

从探究温室烟粉虱的发生机理、扩散规律入手，研究提出了对烟粉虱的农业防治、生态

防治、生物防治的综合防控技术，并开发了防控设备，获得自治区科技进步奖。 

    为了更好地适应新疆设施农业的迅猛发展，提升新疆农业大学在设施农业领域的创

新能力，新疆农业大学决定成立“设施农业研究所”。通过成立研究所，整合相关学院

的师资与设备资源，共同研讨设施农业发展形势、凝练研究方向、集体申报项目、集中

力量研发，多出成果，多出人才，为新疆设施农业健康科学发展提供更多技术支撑，作

出更大贡献。我们将紧密围绕新疆设施农业的特点，以设施园艺作物高产优质栽培技术、

设施结构优化与环境调控及其装备、设施农业有害生物防控技术、农业科技园区规划等

为重点开展研发工作。 

    我们深知，研究所刚刚起步，研究基础尚弱，研究条件欠缺，前进的路上面临着诸

多困难与挑战。我们要苦练内功，理论联系实际，努力提升研创能力，同时要积极学习

与借鉴疆内外相关研究机构的成功经验。在此，恳请自治区相关领导部门关注与支持我

们研究所的发展，也请同行单位给予帮助支持。我们也坚信，在领导们的关怀和同行们

的帮助下，研究所全体师生一定奋发努力，将新疆农业大学设施农业研究所办出特色、

办出水平、办出效益。   

陈青云    
2013年10月 



陈青云（所长） ：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1982年本科

毕业于华中农业大学农机化专业，1983年作为教育部公派留学生
赴日本筑波大学攻读博士学位。1990年回国在中国农业大学工作。
自1993年以来历任该校农业工程系主任、园艺学院副院长、农学
与生物技术学院副院长。2011年8月作为第七批国家机关援疆干
部来到新疆农业大学，任林园学院副院长、设施农业研究所所长。
研究领域涵盖日光温室结构优化与环境工程、设施园艺气候区划、
无土栽培设施与技术、温室作物生长发育模型等。发表论文近百
篇，主编或副主编教材5部，获得专利授权2项，另有2项有关日
光温室防风结构的专利已获受理。 

    获2004年度日本农业设施学会和2009年度中国农业工程学会优秀论文奖，2011年获神
农中华农业科技奖一等奖（资源高效型设施园艺的研究与示范），同年还获宁夏科技进步
奖二等奖（干旱风沙区设施结构优化及蔬菜关键技术体系研发与示范基地建设）。兼任中
国农业工程学会常务理事，设施园艺工程专业委员会主任、中国农用塑料应用技术学会副
会长、“北方园艺”副主编、农工党北京市委常委。 

马德英（副所长）：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昆虫学系主

任。1990年毕业于八一农学院植保系，1993年获得硕士学位；
2006年毕业于山东农业大学，获农药学博士学位。2007-2010年
在新疆农业大学畜牧学博士后流动站工作。2003-2006年在英国
Rothamsted Research做访问学者，2009年在意大利卡塔尼亚大
学合作指导研究生。中国植保学会杂草分会委员，新疆农学会理
事，新疆植保学会理事, 中国农业工程学会设施园艺工程专委会
委员，《生物安全学报》编委，Insect Science 审稿人，国际
（欧洲）烟粉虱研究网络会员。 
 
 
 
 
 

 
 

    从事植物保护教学和科研工作20年，主持国家精品视频课“外来入侵生物的影响——
以新疆为例”，2013年被评为自治区高校教学能手。研究方向为农林有害生物的发生规律
及绿色防控技术、环境友好农药研究与应用、害虫抗药性及其治理等。主持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2项，国家973前期研究专项1项，国家农业科技成果转化1项，自治区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1项，科技支疆1项、国际合作项目3项，自治区教育厅重点项目1项，地区项目2项。获
兵团科技进步二等奖1项、自治区科技进步三等奖3项，自治区优秀论文2等奖1篇、3等奖2
篇。在国内外发表论文80余篇（SCI收录3篇）。参加编写论著3部，教材1部。 

秦勇（副所长） ：教授，博士生导师，新疆园艺学会理事，中

国农业工程学会设施园艺工程专委会委员。1984年毕业于八一农学
院农学系园艺专业，获得学士学位。1995年毕业于新疆农业大学园
艺学院，获得蔬菜学硕士学位。2005年赴日本名城大学进行蔬菜学
方面的研究。主讲蔬菜育种学、果树育种学、蔬菜栽培学、园艺植
物育种学、果蔬营养与保健、蔬菜育种学专题、蔬菜种子生产原理
与实践等本科和研究生课程。主持纵向课题2项，参加4项；主持横
向课题5项。发表论文35篇，主编教材5部。曾获自治区农业适用技
术推广三等奖、新疆农业大学优秀教师等奖励。 
 
 
 
 
 
 
 
 
 
 
 

 



高杰（副所长） ：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生处副处长。中国园

艺学会葱姜蒜分会常务理事、新疆园艺学会常务理事、自治区科技厅
农业科技专家委员会委员、自治区农业综合开发科技专家组成员。
1987年获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士学位，1997年获新疆农业大学硕士学
位。2003年赴以色列国际研修班学习，2008-2009年瓦赫宁根大学国际
植物研究所高访。主要从事蔬菜栽培与生理、蔬菜种质资源与育种学
的教学与科研工作。 

     主持完成教育部“春晖计划”项目1项、引智项目3项、自治区高校科研计划重点项
目1项。自治区科技支撑计划、自治区“十二五”科技重大专项、新疆高校科研计划、新
疆财政农业科技专项、自治区科技兴农推广等5项科研项目。主编专著2部，副主编专著1
部，全国教材1部，发表论文50余篇。获乌鲁木齐自然科学优秀论文二等奖。 

张学军：教授，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教育部高等学校教学指导委

员会委员，农业部农机化科技创新专业组专家（林果业机械化专业组），
中国农业机械学会理事，自治区农业机械学会常务理事，《农机化研究》
编委，新疆农业大学自治区重点产业紧缺人才专业农业机械化及其自动化
专业建设负责人，自治区级重点实验室“新疆农业工程装备创新设计实验
室” 主任，新疆农业大学机交学院院长。 

吕全贵：副教授，1982年毕业于新疆八一农学院畜牧机械设计

专业。主讲课程有《设施农业》、《节水灌溉》、《企业管理》、
《管理学》等。 

马俊贵：自治区农机局科技教育处处长，兼任新疆农业大学机械交

通学院和石河子大学农业工程学院客座教授，硕士生导师。2000年获得
新疆大学政治经济学硕士学位，2009年取得自治区提高待遇高级工程师
任职资格，被评为农业部保护性耕作、设施农业和科技厅农机科技专家
组成员，聘为昌吉州农业经济发展专家顾问团成员。近年来先后发表论
文23篇（获奖6篇），其中独著18篇。 

 

 郭庆元：教授，博士，中国民主同盟盟员。1983年1月毕业于西

南农业大学植物保护专业，1999年于新疆农业大学获硕士同等学历、
2007年于日本名城大学获博士学位。主要从事作物病害研究。现任新
疆农业大学农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植物病理学硕士点负责人，新
疆植物保护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民主同盟新疆区委会科技委员 。  

王 浩：中共党员，研究员，1994年毕业于石河子大学农学专业，现工

作于自治区农业技术推广总站，新疆农业大学客座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
设施蔬菜栽培与生理。先后承担国家和自治区科技支撑、科技攻关、成果
转化、科技兴农等项目8项，获自治区科技进步一等奖1项，全国农牧渔业
丰收一等奖2项，自治区“天山英才工程”第一层次人选，自治区优秀科技
特派员、优秀科技副县长、自治区农业系统专库成员。发表论文20余篇，
著作2部，制订发布设施农业技术地方标准29个。 



林辰壹：副教授，1987年7月毕业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蔬菜专

业，获学士学位，1997年12月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蔬菜专业毕业并获
硕士学位，2000年9月-2001年9月受国家留学基金委资助在波兰波
兹南农业大学种子科学与技术系完成研究工作并获种子学硕士，
2010年6月获新疆农业大学草业科学专业草地植物资源方向博士学
位。研究领域：蔬菜植物种质资源评价与利用、食用菌种质资源评
价与利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园艺学会秘书长。 

何金春：讲师，1997年毕业于新疆大学建筑工程学院，获学士

学位；2008年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硕士毕业，主要研究方向为建筑环
境与建筑节能。主讲《房屋建筑学》、《农业设施设计基础》、
《农业设施设计与建造》等课程。 

许红军 ：助教，2013年硕士毕业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园

艺学院设施园艺工程专业，研究方向为设施园艺工程。现为新
疆农业大学林学与园艺学院园艺系教师，主要讲授设施农业方
面的课程。 

  

姓  名 性别 出生年月 职称 毕业院校 学位 专业特长 

陈  冰 男 1967.8 副教授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硕士 植物营养 

陈英杰 男 1979.06 讲师 新疆农业大学 硕士 园区规划 

朱海燕 女 1975.12 高工 石河子大学 本科 建筑结构设计 

王维红 女 1967.10 副教授 长安大学 硕士 建筑设备工程 

王春华：副教授，现任新疆气象标准委员会委员，新疆气象学会

常务理事。从事农业气象与作物生态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主持新疆生
物资源工程基金开放项目“棉花节水机理和技术的研究”、环保部项
目“生物多样性保护策略和行动计划”等。先后参加完成了国家科技
部“九五”和“十五”科技攻关、新疆重大科技攻关项目重点项目、
新疆教育厅重点项目7项，表学术论文10余篇，编写面向21世纪全国
高等院校统编教材《农业气象学》和 全国高等院校统编教材《农业
气象学》，地方教材《农业气象学实习指导》等教材。 

吴慧：副教授，1991年毕业于塔里木农垦大学，获学士学

位；2011年获新疆农业大学农学硕士学位，主要研究方向为
蔬菜栽培生理与无土栽培。主讲《无土栽培学》、《设施农
业环境工程学》、《工厂化育苗原理与技术》等课程。 

其他成员： 



科研课题 

项目名称 负责人 项目来源 

新疆地区烟粉虱优势天敌桨角蚜小 

蜂的生态适应性及控害效应 
马德英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雪菊品质形成与生态因子的关系研究 秦勇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异质生境分布的新疆棱叶蒜的遗传 

分化和生长适应策略 
林辰壹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新疆大蒜野生近缘种种质资源评价 

与遗传多样性分析 
林辰壹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新疆B 型烟粉虱对吡丙醚和氯化烟酰类杀虫剂 

的交互抗性机制研究 
马德英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新疆B型烟粉虱对吡丙醚的抗药性风险评估 

及分子诊断技术构建 
 马德英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葱姜蒜产业技术关键技术研究与开发 高杰 国家公益性行业科技专项 

新疆设施农业产业高效持续发展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 高杰  自治区十二五重大专项 

设施特色蔬菜提质增效生产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 秦勇 自治区十二五重大专项 

孜然芹、黑种草优良品种引进筛选 高杰 自治区科技厅 

特色林果重大害虫抗药性研究 马德英 自治区科技厅 

番茄黄化曲叶病毒病及传毒介体烟粉虱 

绿色防控技术研究与示范 
马德英 自治区农业厅 

伊犁州日光温室优化设计及出口蔬菜品种选择研究 秦勇 自治区教育厅 

新疆葱属多籽组种质资源研究 林辰壹 自治区教育厅 

 外来入侵物种烟粉虱取食诱导棉花 
防御与害虫反防御的分子机制 

 马德英 自治区教育厅 

连续式干燥设备的研究 张学军 自治区农机局 

蔬菜提质增效的环境控制系统研发与应用效果研究 秦勇 自治区农机局 

设施农业病虫害预防控制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 马德英 库尔勒科技局 

吐鲁番地区烟粉虱发生规律及综合治理研究  马德英 吐鲁番科技局 



科研成果 

 

ICS       

      

备案号： DB65 
新 疆 维 吾 尔 自 治 区 地 方 标 准 

DB 65/      —     
      

 

 

有机种植设施农业烟粉虱防治技术规程 

The control technical regulations to Bemisia tabaci in Organic cultivation of Facility 

Agriculture  

点击此处添加与国际标准一致性程度的标识 

（送审稿） 

      

2011 -    -   发布 20 -    -   实施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质量技术监督局    发 布  

 

ICS       

      

备案号： DB65 
新 疆 维 吾 尔 自 治 区 地 方 标 准 

DB 65/      —     
      

 

 

设施农业烟粉虱绿色防控及抗药性治理 

技术规程 

The control technical regulations in environment friendly techniques and the 

resistance management of Bemisia tabaci for facility agriculture  

点击此处添加与国际标准一致性程度的标识 

（送审稿） 

      

2012 -    -   发布 20 -    -   实施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质量技术监督局    发 布  

有机种植设施农业烟粉虱 
防控技术集成与示范 

科技厅成果鉴定 
（国内领先水平） 

（2012）新科鉴字 
第0060号 

一种诱杀白星花金龟的方法 专利 201110200495.9  

杀虫灯与引诱剂一体式使用 
诱杀害虫的方法 

专利 201110200492.5  

一种电动可调负压气吸式 
电动灭虫装置 

专利 201120480609.5  

日光温室的防风山墙结构 专利 20132045703.3  

日光温室的防风保温被结构 专利 201320405223.7  

一种新型的棉花秸秆基体结构墙 专利 201220045047.6  

白星花金龟绿色防控技术规程 标准 DB65/T3351-2011 

设施农业烟粉虱绿色防控 
及抗药性治理技术规程 

标准   
有机种植设施农业烟粉虱 

防治技术规程 
标准   





烟粉虱严重危害辣椒感染
病毒病 

烟粉虱严重危害设施
番茄 

烟粉虱严重危害瓜类作
物 

烟粉虱传播番茄黄化曲叶
病毒病 

      烟粉虱（Bemisia tabaci）是设施蔬菜危害最严重的害虫之一，自2000年被首次报道入侵新疆

以来，我们联合吐鲁番地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长期致力于该害虫发生规律及防治技术研究，先后承担

国家级、省部级项目7项，在害虫综合治理（IPM）的理论基础上，通过生态调控技术、物理防治技

术、生物防治技术、生物农药等措施，不施用化学农药，将设施农业烟粉虱控制在经济为害水平之下，

为新疆设施蔬菜发展提供了重要技术支撑。研究成果获新疆科技进步三等奖1项。研制发明了一种便

携可调负压气吸式电动灭虫装置，获实用新型专利授权（201120480609.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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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虫机捕吸烟粉虱成虫 

蜂卡 

人工释放丽蚜小蜂 

诱集植物间隔4行种植模式示意图 设施辣椒种植甜瓜诱集烟粉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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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蔬菜烟粉虱生态防控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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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质穴盘苗自动取苗系统 水平放置软穴盘苗自动取苗系统 

倾斜放置软穴盘苗自动取苗系统 自动取苗系统控制元件 

夹持取苗机械手 

育苗移栽种植技术 

育苗移栽种植技术 



       新疆作为我国主要的产棉大省，大量的棉花秸秆在秋季棉花采摘后，被直接焚烧，

焚烧的浓烟污染环境，也造成 资源浪费，棉花秸秆可再利用价值没有得到充分发挥。

本研究将棉花秸秆制成棉花秸秆砖，将一些工业废渣制成砌块，用于农业设施围护墙

体。课题组先后承担国家级、省部级项目3项；获得实用新型专利1项（一种新型的棉

花秸秆基体结构墙，专利号 201220045047.6 ）。 

棉花秸秆墙 

矿渣砌块墙 保温墙板 

棉花秸秆砖 棉花秸秆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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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科技园区规划 
      中粮集团与北京市政府于2010年签订协议，决定在房山区兴建占地17000亩的农

业生态谷项目。项目涵盖现代农业、食品工业、休闲旅游、生态小镇等内容。中粮
委托陈青云所长组团承担生态谷项目总体策划。在各方支持下，于今年3月完成了长
达200多页的总体策划报告。报告提出生态谷要高标准、高质量建设“两线”：生态
环境、信息化；倾力打造“三镇”：美丽生态小镇、活力卫星小镇、四化融合小镇；
努力实现“五大功能”：建生态、展科技、兴产业、造宜居、创模式。 
 
 



人才培养 
      设施农业科学与工程专业是自治区建设

的紧缺专业，自2007年开始招生，已毕业
200多人，目前在校学生300多人。毕业生大
多活跃在各地州的农业科技园区，有些已成
为当地的技术骨干，为新疆设施农业发挥着
重要作用。 

察不查尔县农业科技示范园区规划 



学术交流 

陈青云所长在东京和日本千叶大学校长古在丰树教授共同主持中日设施园艺研讨会 



科技服务 

    研究所成员经常为各部门举办的设施
农业培训班授课，还经常深入到田间地头、
温室大棚向农民朋友传授日光温室建造技
术、蔬菜栽培技术。同时，也将在现场考
察中获得的实用技术和经验进行总结提升，
撰写更加实用的培训教材。 

秦勇教授与番茄种植户进行交流 

陈青云所长在阿克苏市日光温室园区和农民朋友交流 

害虫识别与诊断 

病虫害防治现场会 

病虫害防治田间培训 

日光温室技术交流现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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