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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师范大学“植物学国家重点学科”学术委员会成立大会暨学科发展研讨

会于 2007 年 12 月 15 日在首都师范大学国际文化大厦隆重召开！ 

此次大会由首都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党委、行政领导班子带领全体教职工

积极筹备、组织召开。中国科学院院士匡廷云，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副

院长李家洋，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所长赵进东，中国科

学院院士武维华、美国 Duke University 教授裴真明、美国 UC Berkeley 教授栾升、

香港浸会大学教授张健华，以及南开大学副校长耿运琪、四川大学副校长张义正、

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丁明孝、北京师范大学中国高校蛋白质研究院常务副

院长何大澄、东北师范大学遗传与细胞研究所所长黄伯渠等国内外权威专家、著

名学者受邀出席了大会，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生命科学一处、植物学科主任

温明章博士，生命科学三处处长杨正宗博士，生命科学三处、细胞遗传学科主任

江虎军博士，以及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张晓强秘书长、黄宇平副秘书长也

受邀出席了大会。大会还邀请首都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张雪、首都师范大学宫辉力

副校长，以及统战部刘祥林部长、教务处王德胜处长、人事处邱运华处长、发展

规划处陈新夏主任、科技处赵云云副处长、学生处张晓芳副处长等出席了开幕式，

生命科学学院全体教职工、研究生、本科生代表共约 200 人也参加了会议。大会

为期一天，成立了首都师范大学“植物学国家重点学科”学术委员会及执行委员

会，通过了“首都师范大学‘植物学国家重点学科’运行与管理条例（初稿）”

和“首都师范大学‘植物学’学科建设规划（2007~2010）”，听取了与会专家、

学者及相关领导的讨论与建议。大会采用专题学术报告结合提问、讨论的方式进

行，首都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何奕昆主持了大会，现将这次会议讨论的主

要问题综述如下。 

一、大会开幕 

上午九点，何奕昆院长宣布会议正式开始，向大会介绍了首都师范大学“植

物学国家重点学科”学术委员会成员、专家委员会成员，以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委员会、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相关领导。 

而后，首都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张雪同志致词，发表了热情洋溢的书面讲话，

代表首都师范大学对各位学者、各位来宾在百忙之中、利用本应休息的周末莅临

会场表示感谢，向“学术委员会”的成立和“研讨会”的成功召开表示热烈的祝

贺，充分肯定了“植物学国家重点学科”学术委员会成立大会暨学科发展研讨会

的正式召开对于首都师范大学增强综合实力和核心竞争力、促进学校又好又快地

发展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并为学术委员会主任匡廷云院士、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李

家洋院士、学术委员会委员赵进东院士、武维华院士、裴真明教授、栾升教授、

张健华教授等颁发了聘书。 

二、学科建设与规划 

接着，何奕昆院长从学科基本情况、学科发展思路及建设目标、建设内容与

具体措施、问题和困难等方面介绍了“首都师范大学‘植物学’学科建设规划

（2007~2010）”，指出迄今全国共有植物学国家重点学科 11 个（北京地区 4 个）；

我校的比较优势在于有 2~3 个方向在相关领域具有特色，仪器设备的系统配备较

好，但是在学科特色、标志性成果产出、社会影响力、师资队伍、空间资源等方

面存在相当差距，“学科生态位”处于明显劣势。因此，发展策略应该强调“重

要问题的系统研究”，突出“主流中的特色”、“地域上的一流”，力争在植物—环

境（北京湿地）、昆虫—植物协同演化、植物细胞周期的逆境应答等方面形成学

科特色，并指明了植物学学科未来的建设目标、建设内容、具体措施，强调要刻

不容缓地在空间资源、人才队伍、人才培养、经费投入、制度建设、文化建设等

方面加强建设，达到明确目标（阶段性）、理解需求（基础研究瞄准国际一流，

应用研究依托北京湿地的具体需求）、建好队伍（结构合理）、构建平台（科学系

统配置）、和谐发展（文化氛围、人心凝聚）的长远目标。 

接下来，首都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七大主要研究方向按照从宏观到微观的

顺序向大会做了学术报告。其中，杜桂森教授作了“北京湿地研究团队”报告，

从为什么研究北京湿地、目前的工作基础、湿地研究团队的建设目标与发展思路

等方面，汇报了北京水资源紧缺、水污染严重、湿地退化萎缩的状况，近五年来

的水体富营养化防治、湿地恢复及生物多样性分析等研究课题，我校的湿地科研、

教学平台建设，北京湿地学校和北京湿地研究中心的创建，以及发表论文、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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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著与获奖成果情况，分析了北京湿地研究的现状与需求，描述了建设目标、队

伍建设、科学研究、学术交流等方面的具体规划。 

任东教授作了“突出特色，发挥优势，打造‘植物—昆虫协同演化’研究的

一流创新平台”报告，从研究内容、学科领域、问题的引出、研究方向、学科背

景与研究基础、优势与特色、预期目标等方面汇报了标志性成果、三大研究方向、

目前所具有的研究条件、大量的前期工作积累、丰富的化石资源、高水平的创新

团队、良好的实验条件、开放型的学术交流以及承担项目、发表论著、成果获奖

等内容，目前已经促成我校获得第五届“化石昆虫、节肢动物及琥珀”国际大会

的主办权，将建设我校 “植物—昆虫协同演化”北京市重点实验室，并成为国

际著名的古昆虫学研究中心之一。 

杨秀山教授作了“木质纤维素生产燃料乙醇”报告，从木质纤维素水解、发

酵抑制因子、微生物菌种等方面汇报了我校生物质能源方面的研究与应用进展，

以及为增强国家能源安全、实施清洁能源战略所做出的贡献。 

李乐攻教授作了“植物离子通道的感应与调节”报告，重点汇报了镁离子转

运研究背景与基础、抗盐与 HKTs 转运体的研究基础、弱酸分子转运体等研究内

容，讲述了镁离子的生态功能，植物中发现的镁离子转运体，镁离子转运门控制

研究的进展计划与预期结果，水稻等作物抗盐的分子网络存在复杂性，HKT-Type

转运体研究计划、方案及预期目标，DTXｓ的可能新功能、研究基础、预期目标、

研究路线等研究内容，以及整体的研究特色与长期目标。 

经过短暂、简单的中午工作用餐，大家又兴趣盎然地聆听了何奕昆教授的

“NO 对植物生长发育的调控机理”报告。何奕昆教授的报告紧紧围绕研究主题，

从研究背景、研究策略、研究切入点等方面，介绍了 nox1 突变体分离及其功能

解析、sum1 突变体分离及功能解析、“根”突变体分离及功能解析（包括根突变

体筛选、“根尖”基因芯片分析）等方面的研究进展，阐述了相关方向的研究策

略以及资助项目、预期研究目标、课题组人员组成等。 

晏月明教授作了“小麦胚乳蛋白分子遗传与蛋白质组研究”报告，从小麦品

质相关基因鉴定、克隆与表达分析，贮藏蛋白分子进化与小麦起源，遗传转化与

小麦品质改良、小麦蛋白组学技术建立与应用四个方面，介绍了已克隆的候选基

因，E. coli 表达与纯化；发现非同源异常重组是贮藏蛋白和嵌合基因变异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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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遗传机制，首次构建 x-型 HMW-GS 基因 Network 进化模型并证实普通小麦

至少经历 4 次独立的杂交事件，首次证实 Glu-G1 编码位点的存在和嵌合基因的

发生机制；建立贮藏蛋白 A-CE 鉴定技术和谷蛋白生物质谱鉴定技术；发现与面

筋品质密切相关的 CE-3 亚基，以及籽粒发育蛋白质组学鉴定等内容，并对主要

资助项目、未来 3~5 年的工作与突破点、预期目标等进行了描述。 

许兴智教授作了“细胞周期检验检疫调控”报告，汇报了细胞周期检验点、

蛋白磷酸化、植物细胞检验点调控及其与癌症的关系等方面的研究进展，以及研

究兴趣、资助基金与研究项目等。 

三、学科运行与管理 

学术报告结束以后，首都师范大学“植物学国家重点学科”学术委员会执行

委员会主任何奕昆向大会介绍了执行委员会副主任李乐攻、赵云云，委员宋未、

杜桂森、杨秀山、任东、晏月明、许兴智以及秘书胡勇、靖德兵，紧接着又就“首

都师范大学‘植物学国家重点学科’运行与管理条例（初稿）”向大会做了说明。

在学科发展思路、学科建设方面，何院长强调必须形成特色、突出北京地缘特征、

服务首都经济社会发展，必须将“学科注意力”集中到北京（北方）“植物及环

境保护”的基础与应用技术研究，基础研究集中抓住 NO 对植物的生长调控、古

生物系统进化、小麦胚乳分子遗传与蛋白质组研究、植物离子通道感受与调控，

应用研究围绕北京湿地研究与培训、生物质清洁能源进行，满足国家与地方需求，

培养高质量人才。在管理与考核方面，何院长指出实行“学术委员会”指导下的

“执行委员会”负责制，每年举行一次例会，听取“学术委员会”的指导意见；

考核则按照公平、公开、竞争的原则择优发展重点方向，注重论文专著、研究成

果的水平与质量。最后，大会以热烈的掌声一致通过“首都师范大学‘植物学国

家重点学科’运行与管理条例（初稿）”和“首都师范大学‘植物学’学科建设

规划（2007~2010）”。 

四、讨论与建议 

随后，会议进入专家讨论阶段。首都师范大学“植物学国家重点学科”学术

委员会主任匡廷云院士感慨颇深，坦言原来的首都师范大学生物系建立时间短，

基础薄，积累少，但是这一二十年的发展令人鼓舞；今天的会议起点高，生科院

目标规划清晰，发展战略清楚，主要研究方向明确，又引起了一大批高水平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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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整合了动物、植物、肿瘤学等学科，对动、植物细胞进行了比较研究；同时

又抓住湿地、能源等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并兼顾到首都师范大学的研究基础，

因此恳请首都师范大学领导给予植物学足够的重视和支持。 

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李家洋院士表示，今天的会议令人印象深刻，首都师范大

学的植物学学科比想象的要好，七个研究方向在总体上很不错，很多研究工作都

在国际国内水平开展，认为植物与环境保护、植物学的基础研究很有特色，并且

通过引进人才加强了队伍建设，很有成效。同时也建议，在宏观方面宜加强对北

京湿地的主要科学问题、北京湿地的保护与利用研究；昆虫演化方面很有特色，

可以考虑与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

研究所合作，在演化方面提出新观点。在微观方面，可以考虑将北京城市（汽车

尾气）污染与植物相结合，探究城市 N、S 污染物在植物体内的转化及其对植物

生长发育的影响；小麦品质研究应用性强，做出了具有特色的系统工作，可以对

不同品种的小麦进行针对性研究。 

学术委员会委员赵进东院士表示首都师范大学植物学进展很快，很有特色，

但是今后如何发展才能发扬长处、避免不利？赵院士认为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进

行加强：加强人才引进和人才培养，注重引进高水平人才；加强学科交叉研究；

加强学术交流，多与北京大学、中国农业大学进行交流；扩大生科院面积，并呼

吁修建首师大生命科学学院实验大楼。 

学术委员会委员武维华院士首先祝贺首都师范大学“植物学”国家重点学科

获得批准，认为首都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具有传统优势，又形成特色，对生科

院今天的发展感到震憾；并且提示说，四年以后植物学学科需要重新进行评估，

因此任重而道远。同时也表示，首都师范大学可以将 7 个研究方向收缩为 3~4

个，重点学科的建设归根到底是队伍的建设，首都师范大学应该充分利用好北京

市的资源。 

学术委员会委员裴真明教授表示，通过今天的会议可以更多、更全面地了解

首都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今天的进展在预料之中，希望学校领导能够进一步

重视。同时也提出，需要考虑年轻的同志在加入首都师范大学以后如何解决好后

顾之忧，并表示可以帮助引入优秀的人才资源。 

学术委员会委员栾升教授、张健华教授非常感谢首都师范大学的邀请，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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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当学术委员会委员是很高的荣誉。首都师范大学受到北京市政府的高度重视，

生命科学学院基础好，实力强，听完今天的会议报告感觉学到了不少东西。同时

也认为生命科学学院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并表示一定尽自己所能，一起合作做

一些有价值、有意义的事情。 

与会专家张义正教授也感触颇深，提出建议说人是最重要的，生科院现有正

教授 12 人，因此宜将 7 个研究方向调整为 4 个，同时要抓住现有机会引进人才，

修建生科院实验大楼。 

与会专家耿运琪教授也谈了自己的想法，认为首都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植

物学力量有限，目前队伍规模不大，虽然七个研究方向均有亮点，但是如果要真

正得到大家认同、具有一定影响力的话，研究方向仍需要凝炼，突出重中之重的

研究点，每个研究方向下面需要有成果支持，在未来的 3~5 年还需要加强一级学

科博士点的申报工作。 

与会专家黄百渠也感触颇深，觉得北京湿地突出了保护与利用问题，湿地学

校突出了社会服务功能，其它研究方向也各有特点，思路都很好。同时也建议，

有些研究方向和植物关系不够明确，也相信何院长一定能够促进首都师范大学植

物学一级学科大发展！ 

与会专家何大澄认为，生科院的研究工作很有效，湿地研究是很好的选择，

昆虫化石资源小投入、高产出，总体上学术水平很多可以和国际比较，颇有竞争

力。现有的研究方向很有特色，这很重要，但是也应注意做得更为深入。生科院

现有的条件还不算足够，但是人人思想活跃，很有目标感，以后还应该加强条件

配置。何院长非常能干，相信一定能够解决好这些问题！ 

与会专家丁明孝认为，首都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正处于快速发展过程中，

这是一段很有意思的时期。同时也建议，生科院目前体量小，学院的空间、人力

资源都受到限制，需要进行改善；同时在现有条件下宜加强体制建设，通过机制

调动大家工作的积极性，营造、维持团结和谐、催人奋进的氛围。 

与会领导江虎军认为，首都师范大学“植物学国家重点学科”组建学术委员

会并且召开年会，按照国家重点实验室的模式来运行，这是很有想法的事情。首

都师范大学植物学应该进一步突出特色，凝聚力量，打造平台。在考核方面宜营

造宽松的环境，避开仅参照 SCI 文章影响因子的不利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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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会领导温明章建议，首都师范大学现有实验条件不足，规模不够，人员设

置受到限制，将来可以扩展到 120~150 人；七个研究方向都不错，湿地保护宜加

强应用研究，明确与饮用水源地保护的关系，与北京的民生、民计相联系。 

与会领导黄宇平认为，学校、生科院应加强与北京市教委的联系，将来可以

考虑建设北京市重点实验室；可以更深入地与北京市农林科学院联系，结合北京

市的经济建设，争取市科委课题；北京湿地研究方面的竞争激烈，应引进人才加

强湿地与景观方面的研究，通过植物选择及其与微生物作用达到净化水质、营造

景观的目的。 

会议临近结束，学术委员会主任匡廷云院士作了总结性发言，认为北京湿地

针对国家战略需求，非常重要，宜加强水体污染防治与生态景观研究；可以加强

与北京市农林科学院合作，针对北京需求、服务农业生产。其次，七个研究方向

宜相应集中并留有余地，昆虫—植物协同演化在全国很有特色，可以争取北京市

乃至国家重点实验室；动物、植物细胞周期比较研究也不错。再次，还应加强学

科交叉研究，重视与中国科学院北京分院进行院地合作。另一方面，生科院体量

还不够大，学校应该重点支持发展，扩充体量。生命科学学院植物学科以后的发

展宜系统化，并积极争取北京市的资源和支持，建设北京市、国家重点实验室。

今天的会议开满一整天，这么多的顶级专家和领导莅临，非常难得，会议开得很

好、很成功！ 

执行委员会主任何奕昆表示，领导、专家们提出了宝贵的意见，我们一定进

行详细梳理，这些建议和意见一针见血，非常深刻，用心良苦，我们只有用刻苦

努力的工作来解决这些问题！ 

首都师范大学科技处副处长赵云云代表学校非常感谢专家、领导亲临现场，

花了一整天的时间听取会议报告，希望今后继续多加指导；学校科技处也一定认

真梳理专家意见，发挥承上启下的作用，大力支持生命科学学院的发展。 

大会气氛庄重活泼，学术报告严谨明晰，专家、学者们睿智、幽默的发言不

时被听众热烈的掌声、欢快的笑语打断，参会师生纷纷表示开阔了眼界，受益匪

浅，与会人员深刻感到这次会议意义重大，取得了圆满成功！ 

 

                                          2007 年 12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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