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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农学院硕士生导师简历
 

专业学科： 水产养殖
 

研究方向：水产动物增养殖学
 

一、个人简介
 

陈成勋，男，1967年出生，汉族，学士，副研究员。
 

二、工作学习简历

 

●1989.7-1996.11         天津市农村经济与区划研究所      研究实习员
 

●1996.11-2003.11        天津市农村经济与区划研究所      助理研究员
 

●2003.11-2004.07        天津市农村经济与区划研究所      副研究员
 

●2007.7-至今            天津农学院水产科学系            副研究员
 

三、教学工作 

 

● 本科生课程：龟鳖类养殖，繁殖生物学。
 

四、主要研究领域或方向

 

● 研究领域：水产养殖与营养免疫
 

● 研究方向：水产动物健康养殖
 

五、学术及科研项目

 

● 承担的主要科研及教改项目有：
 

1、革胡子鲶高校健康养殖技术示范  天津市科委  30万元  主持
 

2、海珍品集约化健康养殖技术成果转化与示范   天津市农委  100万元   主持
 

3、淡水鱼类工厂化育苗技术示范     科技部   50万元   参加
 



 

4、鱼类细胞因子在免疫系统中的调节机制  天津市科委  50万元   参加
 

5、亚洲六须鲶的引种             天津市农委  20万元   合作主持人
 

6、南美白对虾人工配合饵料及虾用中草药的研究  天津市科委 80万元    参加
 

7、水产养殖水体中水生生物控制技术的研究  天津市科委   20万元     参加
 

8、斑点叉尾鮰繁育与高产养殖示范     天津市农委        50万元   参加
 

9、石斑鱼营养与饲料的研究与开发    天津市教委    6万元  参加
 

● 主要学术论文及著作有： 
 

1、鲤鱼出血性腐败病的防治    动物科学与动物医学     2002 
 

2、不同药物对鲤鱼生长速度的影响    天津农学院学报   2002
 

3、鳖的养殖   天津市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9
 

4、Effects of dietary supplementation of compound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on antioxidant ability of 

Claris lareza. 第十四届国际鱼类营养与饲料学术研讨会（第1作者） 

5、黄骅港夏季浮游动物多样性调查评价.南方水产, 2008（第1作者） 

6、革胡子鲶体表粘液抗菌肽的分离与纯化及抑菌活性研究,安徽农业科学,2010（第1作者） 

7、急性拥挤胁迫对半滑舌鳎血液指标的影响，华北农学报，2011（第1作者） 

8、革胡子鲶骨骼系统研究 ，安徽农业科学,2011（第1作者） 

● 申请发明专利2项：
 

1、孵化鱼巢     200420029298.0
 

2、粘性卵鱼苗孵化方法       200410019940.1（申）
 

六、获奖情况
 

1、鲤鱼出血性腐败病的研究    1995年度获天津市科技进步二等奖 
 

2、鲤鱼出血性腐败病防治技术推广   2000年度天津市科技进步（推广应用类）三等奖
 

3、淡水鱼类健康养殖技术的研究     2002年度天津市科技进步三等奖
 

4、淡水鱼类工厂化育苗技术的研究   2005年度天津市科技进步二等奖
 

5、天津市淡水养殖网络化专家系统的开发与示范    2006年度天津市科技进步二等奖
 

6、“海珍品（鱼虾）集约化健康养殖技术成果转化与示范”，2011年天津市滨海新区科技进步三等奖
 

七、联系方式
 

   通讯地址：天津市西青区津静公路22号天津农学院水产系           
 

电话：23781293  
 

E-mail：ccxnxy@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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