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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情况

姓名：刘奕清                出生年月：1964.12.15          籍贯：四川大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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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历：研究生                    学位：博士                职称：教授

二、个人简介

1、学习经历

    刘奕清，男，博士，教授，1982年9月-1986年7月在西南农业大学植物保护系读大

学本科，1991年9月-1994年6月在西南农业大学植物保护学院攻读昆虫学硕士研究生学

位，2012年3月-2015年6月在中国农业大学攻读观赏园艺学博士学位。

2、工作经历

    刘奕清1986年7月-2004年6月在四川省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1997年6月更名为

重庆市茶叶研究所，现为重庆市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从事茶树育种栽培研究工作，

2004年7月-至今（2018年4月）在重庆文理学院特色植物研究院从事园艺作物资源创新利

用的研究与教学。

3、社会影响

    刘奕清，现任重庆文理学院特色植物研究院院长/学科办主任，第三批国家“万人计

划”科技创业领军人才、国家“创新人才推进计划”科技创业领军人才、“重庆市高层次

特殊人才支持计划”科技创业领军人才、重庆市高等学校“十三五”市级园艺学重点学科

带头人、特色植物种苗工程重庆高校创新团队首席专家、重庆市生姜科技专家大院首席专

家、重庆市现代特色效益农业调味品产业技术体系生姜育种栽培技术岗位科学家、重庆市

植物学会副理事长、重庆市科技特派员协会副理事长、中国农业生物技术学会理事、重庆

市特色植物种苗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特色植物产业重庆市2011协同创新中心主任、

经济植物生物技术重庆市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任、感动重庆十佳教师。

 4、研究成就

    刘奕清教授带领团队20余名博士教授从事生姜等特色植物细胞工程种苗理论与配套

丰产技术研发推广30余年。先后主持承担国家自科基金“猕猴桃采后果实应答灰霉病菌发

生的关键基因筛选及功能解析”、国家星火重大项目“重庆现代设施农业关键技术集成与

产业示范”、重庆重大科技专项“现代苗木设施技术与配套产品开发”、重庆高校优秀成

果转化资助“竹根姜脱毒姜种GAP栽培关键技术转化与产业示范”等30项；获得重庆市科

技进步二等奖1项、三等奖2项，重庆市教学成果奖一等奖1项和二等奖1项；选育鉴定渝

姜1号和渝姜2号新品种2个；制定生姜地方标准4项；获授权发明专利9项，出版《植物组

织 培 养 与 种 苗 产 业 化 研 究 》 、 《 观 赏 植 物 学 》 等 专 著 教 材 3 部 ， 在 国 际 权 威 期 刊

《 Carbohydrate Polymers 》 （ IF=4.689 ） 、 《 Frontiers in Microbiology 》

（IF=4.165）和国内《园艺学报》等发表论文70余篇。

领衔创建重庆永川国家用科技特派员创业示范基地、国家“种苗云港·星创天”地孵化平

台，研发创建生姜、猕猴桃、草莓等经济植物细胞工程种苗工厂化生产线，集成创新生姜

细胞工程繁育“苗替种”理论、“网隔栽培”隔离姜瘟病菌传播流行技术体系，为重庆农

业特色产业链生姜、猕猴桃的科学研究和技术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

三、主讲课程：

《观赏植物》、《花卉学》

四、代表成果

1、主要科研项目



2、代表论文

3、获奖荣誉

3.1获奖成果



3、获奖荣誉

3.1获奖成果

3.2获奖荣誉



4、授权专利

5、品种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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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专著教材

刘奕清，连勇，葛红.《植物组织培养与种苗产业化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16

刘奕清，夏晶辉.《观赏植物学》规划教材，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2011

吕玉奎，刘奕清.《速生桉树--产业化生产与可持续经营》,北京：现代教育出版社，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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