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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新明

一、基本情况

张新明（110108196502129330），男，1965年2月出生，博士，博士后, 副教

授，土壤系副主任（2002-2004），土壤系主任（2004-2008）。广东省高等学校

千百十工程培养对象（2002-2005）和土壤学硕士点首席专家助理（2002-200

4）。

二、主要学术兼职

华南农业大学马铃薯研究室副主任。

三、教育经历

    1985年7月毕业于河北农业大学农学系土壤农化专业，获农学学士学位; 1988年7月在北京农业大学土化

系植物营养与施肥专业毕业, 获农学硕士学位; 1998年7月于中国农业大学资源环境学院土壤专业毕业，获

理学博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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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工作经历

    1988.7-1991.5：在河北农科院石家庄果树所从事果树生理研究，参加河北省科委“七五”重点项

目“滹沱河流域鸭梨叶片矿质营养元素分析标准值的研究”。作为化验室主任于1991.5-1995.8期间在河

北农科院土壤肥料研究所从事实验室管理及土壤植物与肥料分析工作。1993.04 -11：在加拿大的农业部急

流试验站进行了为期7个月的合作研究。

1998.7-2000.5：在华南农业大学生物学博士后流动站从事博士后工作。2000.5至今，在华南农业大学

资源环境学院土壤系从事教学科研工作，主要研究方向为土壤肥力与养分资源综合管理。

五、招生方向

资源利用与植物保护专业，“养分资源综合管理技术”和“土壤资源管理与持续农业”研究方向。

六、科研项目

1.1998-2001：洛克菲勒兄弟基金、日本自然保护基金和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沸石在南方退化坡

地绿色食品生产的应用与推广”（编号：G99014），30万元。副主持。

2.2000-2002：广东省主要母质水稻土对磷的吸附与解吸附特性（990719），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6万

元，张新明副教授主持。

3.2002-2004: 广东省攻关项目 “有机荔枝生产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 (2002A208030201)， 30万元。王

建武教授主持。张新明副教授排名第三。

4.2001-2003: 广东省“十五”科技重大专项“AA级绿色食品荔枝生产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批准号：B

204），王建武教授主持。张新明副教授排名第三。

5.2003-2005: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智能复合肥体系及平衡施肥推广应用平台的基础研究”（编号：302

70769），36万元，樊小林教授主持，张新明副教授排名第三。

6.2004.1-2006.12：广东省科技计划项目，生活污水人工湿地处理技术研究（2003C32912），20万元，

崔理华教授主持，张新明副教授排名第六。

7.2003-2005, 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广东省主要母质发育水稻土对硅的吸附与解吸特性及其应用研

究”（021029）, 李华兴教授主持，张新明副教授排名第三。

8.2003-2005：深圳市农业发展基金项目：“荔枝生理监测及营养诊断研究与应用”, 6.0万元, , 张新明副

教授主持（横向课题）；

9.2006-2008：垂直流人工湿地不同基质的磷去除效果及其机理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40571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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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0万元, 张新明副教授排名第二。

10.2008-2009: 广东省水稻甘蔗配方施肥指标体系研究, 广东省农用地测土配方施肥补贴项目, 参加，10万

元；

11.2009.11-2000.11: 广东省水稻甘蔗配方施肥指标体系研究, 广东省农用地测土配方施肥补贴项目, 李华

兴教授主持，排名第2，20万元；

12.2009.7-2012.7：深圳市科技计划项目（与芭田公司合作）“深圳市无公害蔬菜基地养分资源管理专家

系统的研制与应用”（JC200903180654A），主持，3.0万元（合同金额）；

13.2009-2013：农业部“现代农业产业（马铃薯）技术体系专项（国家马铃薯产业技术体系惠州综合试验

站” (编号：MATS-zhsyz-26)，30.0万元，曹先维研究员主持，排名第2；

14.2009：芭田和原生态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委托项目委托项目：“和原生态测土配肥决策信息系统”，20

万元，参加，徐建波主持，排名第2.

15.2011-2013：广东冬种马铃薯养分资源管理专家系统的研制与应用（2010B020315022），广东省科

技计划项目，5.0万元，张新明副教授主持。

16.2010.11-2011.11：甘蔗指标体系建设, 广东省农用地测土配方施肥补贴项目, 15万元，张新明副教授

主持。

17.2010-2013：广东冬种马铃薯养分资源管理专家系统的研制与应用，惠东县科技局委托项目，13.0万

元，张新明副教授主持。

18.2010.1.20-2013.12.30：佛山市高明区测土配方施肥与地力评价，佛山市高明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委托

项目，15.6万元，甘海华和张新明副教授合作主持。

19.2009-2010：德庆县测土配方施肥与地力评价，德庆县农业局委托项目，10万元，甘海华副教授主

持，张新明副教授排名第2.

20.2011-2013：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多年生能源作物皇竹草草地固碳增汇的土壤生态化学机

理” （41073059），经费50万元，骆世明教授主持，排名第3。

21.2011.11-2012.11：广东甘蔗与粤西水稻测土配方施肥指标, 广东省农用地测土配方施肥补贴项目, 15

万元，张新明副教授主持。

22.2011.1-2015.12：农业部“现代农业产业（马铃薯）技术体系专项（国家马铃薯产业技术体系广州综

合试验站”(编号：CARS-9-ES14)，250.0万元，曹先维研究员主持，排名第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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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012.1-2013.12：广东省科技计划项目“农作物健康低碳栽培与营养调控技术研究与示范”（编号：2

012A020100004），100万元，杨少海研究员主持，张新明副教授排名第三（总经费的12%）。

24.2013.9-2015.8：科技部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资金项目“冬种马铃薯高产优质高效栽培集成技术转化推

广”（编号：2013GB2E000369），60.0万元（报账制），张新明副教授（惠东县奕达农贸有限公司科

技特派员）主持。

25.2012.8-2014.8：惠州市科技计划项目“惠东县平海镇马铃薯产业技术路线图的制定与应用”（编号：

2012C050014002），15.00万元，毛振辉主持，张新明副教授排名第三（总经费的40%）。

26.2016.1-2020.12：农业部“现代农业产业（马铃薯）技术体系专项（国家马铃薯产业技术体系广州综

合试验站”(编号：CARS-9-ES14)，250.0万元，曹先维研究员主持，排名第2。

27.2016.10-2018.2：龙门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委托项目“合作开展田间肥效试验”， 2.2万元，张新明副

教授主持。

28. 2018.7-2020.12: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马铃薯化肥农药减施技术集成研究与示范”课题一“马铃

薯化学肥料减施技术及产品的研究与应用”（2018YFD0200801）子课题“马铃薯化学肥料减施替代技

术的优化”（2018YFD020080103)，50.0万元，张新明副教授主持。

七、论著一览

1. 张新明, 程根, 徐鹏举, 曹先维(通讯作者).稻草覆盖对马铃薯土壤养分释放及养分平衡的影响[J]. 华南

农业大学学报, 2019, 40(6): 59-66. 

2. 官利兰, 李水源, 谭卫娜, 陈健章, 张新明(通讯作者). 有机肥替代化肥对南方冬作马铃薯产量和品质的

影响[J]. 广东农业科学, 2019,46(11):62-68. 

3. 冯剑, 黄美华, 李英, 张帆, 曹先维, 张新明(通讯作者). 不同钾肥及配施对冬作马铃薯镁积累与分配特

征的影响[J]. 安徽农业科学, 2019, 47(2):141-143, 146.

4. 代啟贵, 张帆, 徐鹏举, 曹先维, 张新明(通讯作者). 冬作马铃薯商品有机肥适宜用量研究[J]. 广东农业

科学, 2019, 46(3):57-63. 

5. 代啟贵, 张帆, 曹先维,张新明(通讯作者).商品有机肥施用量对冬作马铃薯硅营养特性的影响[J]. 安徽

农业科学, 2018, 46(31):138-142,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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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官利兰, 代啟贵, 谭卫娜, 李水源, 陈健章, 张新明(通讯作者). 前茬冬作马铃薯的早稻氮肥合理调控初

步试验[J]. 广东农业科学, 2018, 45(8):81-85.

7. 赵兰凤，张新明，程根，张丽娟，刘小锋，李华兴(通讯作者)．生物炭对菜园土壤微生物功能多样性

的影响．生态学报，2017，37( 14) : 4754-4762．

8. 冯剑, 黄美华, 徐鹏举, 代啟贵, 毕艳霞, 李英, 曹先维, 张新明(通讯作者). 磷肥用量对冬作马铃薯镁素

积累与分配特征的影响[J]. 热带作物学报, 2017, 38(7):1280-1284.

9. 黄美华, 冯剑, 徐鹏举, 张新明, 王凯, 贺春喜, 陈洪, 曹先维(通讯作者). 磷肥用量对广东冬作马铃薯产

量、效益及品质的影响［J］. 广东农业科学，2017，44（3）：23-29.

10. 陈健章, 张新明, 李水源, 谭卫娜, 官利兰, 曹先维(通讯作者). 大西洋马铃薯冬作优质高产栽培关键技术

[J]. 安徽农学通报, 2017(7):47-48.

11. 李水源, 官利兰, 陈健章, 谭卫娜, 张新明(通讯作者). 恩平市晚稻施肥状况调查与分析[J]. 安徽农学通报, 

2017, 23(6):52-54.

12. 李水源, 官利兰, 陈健章, 谭卫娜, 张新明(通信作者). 恩平市早稻施肥状况调查与分析[J]. 现代农业科技, 

2017(11):3-4, 6.

13. 黄美华, 冯剑, 徐鹏举, 张新明, 王凯, 刘宏伟, 曹先维(通讯作者).氯化钾与硫酸钾配施对马铃薯干物质及

产量效益的影响. 广东农业科学, 2016(3):101-105.

14. 贾田, 张新明, 伏广农, 龙启成. 氮肥形态对荔枝植株氮素吸收分配特征的影响[J]. 耕作与栽培, 2015,

(5):7-10.

15. 约麦尔•艾买提,冯剑,张新明,杨宏顺,阿布都热伊木•肉孜,全锋,曹先维(通讯作者). 疏附县马铃薯产业开

发的可行性分析[J]. 新疆农业科技. 2015(3):3-5.

16. 约麦尔•艾麦提, 徐鹏举, 张新明, 杨宏顺, 巴拉提•巴克, 罗建军, 全锋, 曹先维（通讯作者）. 不同颜色

地膜对马铃薯产量等参数的影响研究[J]. 新疆农业科技. 2015(2) :53-54.

17. 王宗抗, 阚学飞, 汤敏叶, 张新明. 添加γ-聚谷氨酸的硝基氮钾复合肥在小白菜上的应用效果[J]. 磷肥与

复肥, 2014, 29(4):83-84.

18. 程根, 刘宏伟, 黄美华, 温莹, 钟晓燕, 冯剑, 张新明(通讯作者). 稻草与钾肥配合施用对冬作马铃薯土壤

钾素的影响[J]. 广东农业科学, 2015(4):4-8.

19. 赵兰凤, 刘小锋, 官利兰, 程根, 张新明(（通信作者）). 广东省不同区域菜园土壤微生物群落功能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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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J]. 华南农业大学学报, 2015, 36( 1) : 54-59.

20. 官利兰, 伏广农, 徐鹏举, 程根, 江浩翔, 李旭辰, 张新明(通讯作者). 养分胁迫对冬作马铃薯SPAD值及矿

质养分的影响[J]. 广东农业科学, 2014（11）:14-19.

21. 官利兰,伏广农,徐鹏举,程根,姜煜,张春燕,张新明（通讯作者）.广东省菜园土壤施肥状况调查与分析

［Ｊ］. 南方农业学报, 2014, 45(3):420-424.

22. 高雅丽，刘金山，官利兰，张新明（通信作者）．稀盐溶液－孔雀绿法测定土壤速效磷的条件选择

［Ｊ］．华南农业大学学报，2014，35（2）:40-46.

23. 郭玉婷, 伏广农(通讯作者), 张新明, 房钦飞. 高州市典型荔枝园施肥状况调查与分析[J]. 安徽农业科学, 

2013, 41(22): 9245-9246.

24. 郭玉婷, 伏广农(通讯作者), 张新明, 区君仪. 高州市香蕉施肥状况调查与分析. 安徽农学通报, 2013, 19

(20):46-47

25. 张新明, 伍尤国, 徐鹏举, 官利兰, 陈洪, 曹先维（通讯作者）.平衡施肥与常规施肥对冬作马铃薯肥效的

比较研究. 华南农业大学学报, 2013, 34(4):475-479.

26. 袁涛, 吴继军, 高云超, 官利兰, 郭玉婷, 程根, 张新明(通讯作者). 厨余堆肥对土壤典型肥力指标的影响

初探. 广东农业科学，2013, 40（16）: 69-72.

27. 汤丹峰, 张新明(共同第一作者), 陈洪, 全锋, 伍尤国, 曹先维(通讯作者). 冬作马铃薯的磷素吸收、积

累、分配特征研究. 热带作物学报, 2013, 34（8）：1439-1443.

28. 官利兰, 吕东平, 罗宏愿, 袁嘉铭, 张新明(通讯作者). M-DRIS 在马铃薯幼苗 N、P、K 养分平衡诊断中

的应用. 华南农业大学学报, 2013, 34(4):480-483.

29. 官利兰, 张新明, 徐鹏举, 程根, 江浩翔, 李旭辰, 伏广农(通讯作者). 广东省典型菜地土壤肥力调查与质

量评价. 广东农业科学，2013, 40（14）: 81-84.

30. 徐新超, 伏广农, 谢小茜, 张新明(通讯作者). 农田氧化亚氮排放的主要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 广东农业

科学，2013, 40（11）: 171-176. 

31. 汤丹峰, 张新明（合作作者）, 陈洪, 全锋, 伍尤国, 曹先维(通讯作者). 冬种马铃薯的氮素吸收、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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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培养质量 (罗锡文主编, ISBN 7-5623-2131-0 ), 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 2004, 91-93

105. 张新明参编. 珠江三角洲耕地质量评价与利用（广东省土壤肥料总站编著, ISBN 978-7-109-11773

-0），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7：109-122.

106. 刘秀珍主编，段建南、张新明和韩春兰副主编. 农业自然资源概论(ISBN 978-7-5038-5642-6). 北

京：中国林业出版社，2009.7

107. 曹先维（主编），全锋，陈洪，张新明和罗建军（副主编）. 广东冬种马铃薯优质高产栽培实用技术. 

广州：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12.9.

108. 张新明，赵兰凤，陈火君，刘小锋，官利兰编著.热带亚热带蔗田平衡施肥技术（ISBN 978-7-5029-

5633-2）.北京：气象出版社，2012.12.

109. 张新明参编. 第八章植物产品生产安全控制. In: 农产品生产安全评价与控制（王正银主编）. 北京：高

等教育出版社，2012.

110. 张新明和曹先维. 南方冬闲田马铃薯平衡施肥技术探索与实践（ISBN 978-7-5029-5793-3）[M]. 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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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气象出版社，2014.12.

111. 张新明和张志华. 绿色食品肥料实用技术手册（绿色食品标准解读系列）（ISBN 978-7-109-21323

-4）. 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16.3.

112. 张新明和徐新超. 植物养分资源化学分析及其应用(ISBN 978-7-109-23279-2)[M]. 北京：中国农业

出版社，2018.10.

八、主要科技成果

1. “广东冬种马铃薯高产优质高效栽培关键技术集成与推广应用”成果于2013年8月获得广东省农业技术

推广奖一等奖(编号：2012002)，排名第2。

2.“广东冬种马铃薯高产优质高效栽培关键技术研究、集成与应用”成果于2012年5月通过省科技厅鉴

定，排名第三。

3. “荔枝生理监测及营养诊断研究与应用”成果2009年8月获得广东省农业技术推广奖三等奖(编号：200

8642)，排名第3。

4.“绿色食品荔枝标准化生产技术研究与推广”2008年8月获得广东省农业技术推广奖二等奖(编号：2007

258)，排名第6。

5. 荔枝品质保证关键技术研究与产业化示范”2007年7月获得广东省科技进步三等奖（编号：B01-3-14-R

03），排名第3;

6. “异粒变速控释肥料制造方法与技术的研究和应用” 2007年7月获得广东省科技进步三等奖（编号：B

01-3-01-R05），排名第5;

7. 张新明，曹先维，陈洪，全锋. “广东冬作马铃薯养分资源管理专家系统”于2013年4月获得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家版权局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登记号：2013SR032463）.

九、联系方式

张新明，13622874891；

E-mail: 1992876243@qq.com; (mailto:1992876243@qq.com;) xmzhang@sca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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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传真：020-85281887 38297891 邮箱：zhxy@scau.edu.cn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五山路48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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