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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信息

姓名: 高俊平

性别: 男

系别: 观赏园艺与园林系

职称: 教授

学位: 博士

1978-09/1982-07: 山西农业大学园艺系，本科 

1982-09/1985-07: 西北农业大学园艺系，硕士 

1987-10/1991-09: Graduate School of Natural Sciences, Okayama University, Japan, Dr of 

Agronomy

业务进修与对外合作研 

1991-11/1993-11: 原北京农业大学食品系，博士后研究 

1997-01/1997-12: 北京林业大学外语培训中心，英语学习 

1999-11/2000-11: Plant Pathology Lab, Life Science Faculty, Bar

合作研究 

2001-01/2001-11: Lab of Postharvest Agriculture, Faculty of Agriculture, 

OkayamaUniversity, Japan, 合作研究 

1985-08/1987-09: 西北农业大学园艺系，助教 

1993-12/1997-11: 原北京农业大学观赏园艺系，副教授 

1997-12/至今: 中国农业大学观赏园艺与园林系，教授 

1994-09/2006-09: 中国农业大学园林园艺与园林学系，主任 

1995-07/1999-10: 中国农业大学园艺学院副院长等职 

  

个人简历

办公室电话：010-62732787；62733848 

电子邮件：gaojp@cau.edu.cn 

传真： 010-62733603 

  

联系方式

1）中国园艺学会 

1997,11～2001,10 中国园艺学会第8届理事会，副理事长 

社会职务



2001,11～2005,10 中国园艺学会第9届理事会，副理事长 

2005,11～2009,10 中国园艺学会第10届理事会，常务理事 

2）农业部 

1997,10 ～2002,12 农业部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花卉专业委员

2001,11 2005,05 农业部首届植物新品种复审委员会花卉牧草组组长

2005,06,13～至今 农业部第二届植物新品种复审委员会观赏等植物

2001,11～至今，农业部花卉管理办公室专家组组长 

3）中国花卉协会 

1998,05～至今 理事 

4) 北京花卉协会 

2005,08～至今 副会长  

5）园艺学报编委 

1995～至今 

6）日本园艺学报海外编委 

2002,04～至今 

  

本科生必修课主讲：  

园艺产品采后生理与技术，54学时，自1993年以来 

观赏植物采后生理与技术，54学时，自1992年以来 

硕士生学位课： 

高级观赏植物采后生理，40学时，自1995年以来 

  

教学工作

观赏植物采后与逆境生理 

1 采后生理研究： 

①切花开花衰老机理 围绕月季切花乙烯生物合成关键酶、乙烯

达进行系统的研究。 

②切花失水胁迫机理 围绕月季切花抗氧化系统关联酶SOD（超氧

物酶）、GR（谷胱甘肽还原酶）等的活性、基因克隆和表达，以及蛋白

的分离等进行系统的研究。 

2 采后技术开发： 

主攻切花远途节能运输综合保鲜技术。 

3逆境生理研究： 

①围绕地被月季、地被菊花受体再生体系的建立、DREB1A基因的

遗传稳定性检测等进行系统的研究。 

②地被菊花和月季抗旱转录因子基因及其相关基因的克隆和功能

同异源基因转化后表达差异的机理研究。 

  

研究方向

“十一五”新启动项目 

1）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月季切花ACS基因家族成员对花朵开放和衰老的

2）博士点基金/月季切花ACS蛋白催化特性差异解析 

课题项目



3）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月季切花开放进程中乙烯受体及其信号转导

“十五”期间结题项目 

1）国家自然基金/切花月季品种间失水胁迫耐性差异的机理研究

2）云南省校合作项目/切花保鲜运输和贮藏技术研究 

3）农业部种植业管理司项目/全国花卉统计 

4）北京市科委/北京城区园林绿化防沙治尘的研究 

5）科技部 /鲜切花产地拍卖市场综合保鲜关键技术 

6）北京市林业局/北京高效、优质月季切花生产技术规程制订和示范基地建

7）国家948项目/园林地被植物抗旱基因的引进和遗传转化体系的建立

8）科技部/转DREB1A基因地被菊花抗旱新品种（系）选育及区域化

9）北京市科委、科技部/北京城市道路行道树移植、快速培育技

10）国家948项目/出口花卉品种及保鲜技术引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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