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单卫星

所在单位：

农学院

联系方式：

通讯地址：

陕西省杨凌示范区邰城路3号

邮编：712100

 联系电话：029-87082990

 邮箱：

wxshan@nwafu.edu.cn

 网址：www.oomycete.cn

导师简介

      男，1967年10月生，博士，教授，博士研究

生导师。

      2020年被评选为我校研究生教育“优秀导

师”。

      学科专业：作物遗传育种。主要从事作物抗病

基础和卵菌病害成灾机理及病害防控研究。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百千万人才工

程”国家级人选暨“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国

家马铃薯产业技术体系岗位科学家，先后主持国家

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

目以及国际（地区）合作与交流重点项目，国家外

专局教育部高等学校学科创新引智计划（111项

目）等项目，在多个期刊发表高质量SCI研究论文

50余篇。

      坚持“因材施教，能力输入与输出并重”的育

人标准，坚持培养高素质人才。担任研究生导师

15年来，共培养研究生60名，其中博士毕业生19

名，硕士毕业生41名。近5年，支持参加国内外学

术会议的研究生50余人次，同时不定期为学生提

供与本领域顶级科学家交流学习的机会，着力提高

学生触类旁通和创新思维能力。



所在单位：

动物医学院

联系方式：

电子邮箱：

dwtong@n wsuaf.edu.cn

导师简介

      男，汉族，博士，医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2020年被评选为我校研究生教育“优秀导

师”。

      学科专业：基础兽医学。主要从事动物疫病病

理机制、新型疫苗和早期诊断技术研究。

      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教育部高等学校动物

医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陕西省高等学校

教学指导委员会咨询专家委员会委员，陕西省重点

科技创新团队“动物重大疫病新型疫苗研发创新团

队”带头人，陕西省“基础兽医学教学团队”带头

人，陕西省精品资源共享课程“动物病理解剖学”

负责人，《动物医学进展》杂志副主编。

      主持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霍英东教育基

金、国际科学基金、陕西省科技统筹创新工程计划

等各类项目50余项，已培养毕业博士硕士生58

名，初次就业率100%。培养毕业的博士生近年来

连续获得省级和校级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毕业博士

生中95%在高等学校和科研院所从事教学科研工

作，90%获批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成为单位教

学科研骨干。

童德文

mailto:tdw8888@sina.com


所在单位：

机械与电子工程学院

联系方式：

邮编：712100

电话：029-87092391

传真：029-87092391

手机：15129210310

邮箱：

shaojinwang@nwsuaf.edu

.cn

导师简介

      男，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机械与电子工程学院

副教授，美国华盛顿州立大学博士教授、陕西省创

新人才长期项目特聘教授、湖北省楚天学术讲座教

授。

      2020年被评选为我校研究生教育“优秀导

师”。

      学科专业：农业机械化工程。主要从事农产品

加工与贮藏工程方向的研究。

      担任Transactions of the ASABE等6个SCI

杂志国际编委和J. Food Eng.等近20个SCI期刊

审稿人。先后主持教育部博导类博士点基金、陕西

省科技攻关(2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2

项)、农业部948项目与科技部十三五重点研发项

目子课题(2项)。3篇论文进入ESI农业领域国际排

名前1%之列，连续六年(2014-2019)被Elsevier

评为农业与生物领域中国高引学者。

      自2012年任教以来，培养博士硕士研究生22

人，其中博士研究生6人，硕士研究生16人。1人

获陕西省优秀博士学位论文，5人获校优秀博士学

位论文，5人AOC学术成就奖。

王绍金



所在单位：

生命科学学院

联系方式：

通讯地址：陕西杨凌西农路

22号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生命

科学学院

邮编：712100

联系电话：029-87091060

（办）

邮箱:

shihengt@nwsuaf.edu.cn

导师简介

      男，1961年生，安徽歙县人。西北农林科技

大学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

      2020年被评选为我校研究生教育“优秀导

师”。

      学科专业：生物信息学。主要从事基因组序列

分析与信息挖掘、分子进化与系统发育方面的研

究。

      建立生物信息学系列课程体系，并成立生物信

息学研究中心，是我校生物信息学学科点的奠基

人。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教育部博士点基金各

1项，主持国家重点实验室开放课题3项，参加

“973”、“863”课题各1项。

      目前已培养硕士研究生52名，博士研究生16

名。其中，3人获“青年千人”人才称号；1人获

全球华人生物学博士“吴瑞奖学金”，成为我国西

北区域唯一获奖者；1人两次获“宝钢优秀博士研

究生”奖励，1人获教育部博士研究生学术新人

奖，1人获得陕西省优秀博士论文奖，6人次获得

研究生国家奖学金。

陶士珩



所在单位：

信息工程学院

联系方式：

电　话：029-87092352

邮　箱：

lsq_cie@nwsuaf.edu.cn 

导师简介

      女，汉族，陕西澄城人，教授，负责学院计算

机应用技术二级学科硕士点的建设工作。

      2020年被评选为我校研究生教育“优秀导

师”。

      学科专业：计算机科学与技术。长期专注于计

算机科学与技术农业中的应用研究，研究方向为智

能信息系统。

      国家科技部农村农业信息化专家、陕西省农业

信息化首席专家、杨凌示范区农业信息化首席专家

等。在互联网文本数据挖掘与个性化推荐、农业知

识库、模型库及智能化决策方法、农业软件与平台

研发的智能化方法与技术等方面研究成果显著。主

持和参加科研项目17项，其中主持国家科技支撑

计划3项、国家“863”计划1项，省部级项目7

项。发表论文50余篇，专利8部。

      研究生培养过程中，紧密结合国家发展现代农

业战略和学校的发展定位，坚持因材施教和个性化

培养，注重培养学生科学素养、工匠精神以及学生

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指导研究生超过百名，

已毕业85名，硕士毕业生初次就业率为100%，

毕业生深受用人单位好评。

      近年来，作为课程负责人承担的课程获国家下

线一流课程和陕西省课程思政示范课程，获陕西省

教学成果奖一等奖。

李书琴



所在单位：

植物保护学院

联系方式：

通信地址：陕西杨凌邰城路3

号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植保学

院411室

邮政编码：712100

联系电话：029-87082001

E-mail：

xphu@nwsuaf.edu.cn

导师简介

      男，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 现任西北农

林科技大学植物保护学院院长兼副书记，农业部重

点实验室主任。

      2020年被评选为我校研究生教育“优秀导

师”。

      学科专业：植物病理学。长期围绕作物重大病

害发生规律、监测预警技术及综合防控技术等开展

研究。

      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科技部中青年科

技创新领军人才，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农业部

重点实验室主任。主持科技部国际合作重点项目1

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课题1项、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等项目6项，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1 项（二

级证）、省部级科技进步一等奖 2 项、二等奖 4

项。

      创建了“作物病害监测预警”研究团队，在我

国“作物病害流行与监测预警”研究领域具有重要

的引领作用，在“病害监测预警”研究方向具有较

强特色和技术代表性；明确了我国小麦条锈病传播

规律及流行区系，新发现了我国小麦条锈病的传播

路径。

      从事植物保护教学与科研工作26年，培养了

博士7人、硕士33人，其中 1 人获陕西省百篇优

秀博士学位论文。

胡小平

mailto:xphu@nwsuaf.edu.cn


所在单位：

园艺学院

联系方式：

地址：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园

艺学院，3 Taicheng, Road,

杨凌,中国陕西省。

电话：029-87082452 （办

公室）

邮箱：

lijianming66@163.com

导师简介

      男，三级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

      2020年被评选为我校研究生教育“优秀导

师”

      学科专业：设施园艺学。主要从事设施蔬菜生

理生态、设施农业环境工程、蔬菜有机栽培、现代

设施农业园区规划等方面的研究。

      国家大宗蔬菜产业技术体系岗位专家，陕西省

蔬菜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中国设施园艺科技

创新联盟副秘书长，农业部西北地区设施农业工程

重点实验室常务副主任。主持完成国家自然基金面

上项目、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等各类课题40

项。获批国家专利18项，主编出版国家统编教材3

部，参编国家统编教材10余部。主持获批陕西省

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全国农牧渔业丰收计划一等

奖和陕西省科技推广一等奖等各类奖项。

      近三年共指导研究生50名，其中毕业生19

名，研究生初次就业率为100%。

李建明



所在单位：

动物科技学院

联系方式：

通讯地址：陕西杨凌西农路

22号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动物

科技学院水产系

邮编：712100

联系电话：

029-87092102（办）

邮箱：

wanggaoxue@126.com

导师简介

      男，汉族，1965 年 9 月生，陕西省富平

人，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水产科学系教授，博士，博

士生导师。

      2020年被评选为我校研究生教育“优秀导

师”

      学科专业：水生生物学。主要从事水产动物病

害防控、基因工程疫苗和渔药创新领域的研究。

      教育部水产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

水产学会鱼病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水产学会渔药

专业委员会委员，我校水产养殖学科的学术带头

人。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5项，参加国家

“863”2项、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2项、星火

计划1项。出版专著4部，获国家发明专利26项，

成果转化1项。

     目前已培养硕士、博士毕业研究生69名，进入

政府、事业单位工作63名，占91.3%。张超等10

名博士研究生应聘进入国内“双一流”高校工作。

王高学



所在单位：

农学院

联系方式：

通讯地址：陕西杨凌西北农林

科技大学农学院

邮编：712100

电话：029-87082934

E-mail：

xjq2934@163.com

导师简介

      男，1964年5月生，陕西武功人，教授，博

士生导师。

      2020年被评选为我校研究生教育“优秀导

师”

      学科专业：作物遗传育种。主要从事玉米遗传

育种、高产高效栽培技术方面的研究。

      国家玉米改良中心陕西杨凌分中心、农业部西

北旱区玉米生物学与遗传育种重点实验室和陕西省

玉米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重

点专项“西北耐密抗旱高产玉米品种培育”项目首

席专家。主持和参加国家和省部科研项目30余

项，目前主持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重点专项、国家现

代农业玉米产业技术体系专项、陕西省科技统筹创

新工程重大专项等项目8项。获国家、省级科技成

果15项，主持育成玉米品种18个，出版著作4

本。

      担任导师以来，培养毕业研究生41名，在读

研究生18名，近五年指导的4名研究生获国家奖学

金，6名研究生获校级优秀研究生称号。毕业研究

生就业于省地农科院所、农业局和种业企业等单

位，职场发展良好，得到用人单位的认可。

薛吉全



所在单位：

农学院

联系方式：

通讯地址：陕西杨凌西北农林

科技大学农学院

邮编：712100

电话：13002963615

E-mail：

junli@nwsuaf.edu.cn,

nwlijun@126.com

导师简介

      男， 1964 年 2 月生，甘肃泾川人。博士，

教授，博士生导师。

      2020年被评选为我校研究生教育“优秀导

师”

      学科专业：作物栽培学与耕作学。主要从事高

效农作制度、旱作农业生态、农业信息技术等方面

教研工作。

      中国耕作制度研究会常务理事，主持完成国家

科技支撑计划项目课题1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5项，参加国家863计划和公益行业专项等课题

4项。出版学术专著7部，主编高校教材6部，获国

家和省部级奖励4项。

      担任研究生导师20年来，培养博士毕业生12

名，学术型硕士毕业生46名，专业学位硕士生4

名。1人获评陕西省和2人获评校级优秀博士学位

论文，3人获得国家奖学金。

李军



所在单位：

葡萄酒学院

联系方式：

通讯地址：陕西省杨凌示范区

西农路22号，西北农林科技

大学葡萄酒学院

邮 编：712100

联系方式：

029-87092107（院办）

Email：

zhangzhw60@nwsuaf.edu

.cn

导师简介

      男，1960年9月生，陕西省铜川市耀州区石

柱镇人，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2020年被评选为我校研究生教育“优秀导

师”

      学科专业：葡萄与葡萄酒学。主要从事葡萄产

区质量评价，葡萄果实品质形成机理及调控技术，

葡萄生理与栽培技术方面的研究。

      中国园艺学会葡萄与葡萄酒分会常务理事、副

秘书长，陕西省园艺学会理事，国家现代葡萄产业

技术体系岗位科学家。主持或参加国家级科研项目

8项、省（部）级科研项目15项、横向科研项目

11项，承担国家现代葡萄产业技术体系建设专项-

酿酒葡萄栽培。出版教材5部，审定酿酒葡萄新品

种2个。获国家科技进步奖1项、省（部）级科技

进步一等奖1项、二等奖4项。

      指导博士毕业生15人，硕士毕业生86人，多

人获得研究生国家奖学金和校长奖学金。毕业博士

生均为相关高校和研究院所的骨干力量，其中副高

职称以上12人，走上领导岗位5人、获得地方“人

才”称号6人。毕业硕士生大多在葡萄与葡萄酒行

业就业，成为酿酒葡萄生产的技术骨干。

张振文

mailto:zhangzhw60@nwsuaf.edu.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