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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地址: 成都市外东十陵镇成都大学药学与生物工程学院

电话/传真: 15308011169

电子邮件: wuxiaoyong@cdu.edu.cn

简 历

1999.07，本科毕业于山西农业大学园艺系，学士。

2002.07，毕业于山西农业大学园艺系，硕士。

2002.08，任成都大学药学与生物工程学院专任教师。

2010.07，毕业于四川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博士。

2009.03月-05，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系统与进化国家重点实验室以及北京林业大学进修。

2013.01-现在，成都大学药学与生物工程学院，副教授。

2016.04-2017.04 成都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中医处副处长（挂职）。

2015.09，聘为硕士研究生导师。

主要研究方向

作物生理生化和作物代谢组以及农产品开发研究。

主要科研和教学情况

近年来主研或参研省（部）级科研课题10余项；获得四川省科技进步奖三等奖一项，成都市科技进步奖2项，获四川

省教学成果奖1项，校级教学成果奖5项。发表科研论文30余篇，其中SCI收录3篇，参编著作2本。指导学生获得国家大学

生挑战杯二等奖1项，四川省大学生挑战杯一等奖1项。

主要科研项目

1.邬晓勇负责，引种欧李的水涝胁迫适应性研究。四川省教育厅自然科学基金（14ZA0326）。

2.邬晓勇负责，教育部地方高校国家级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201411079017）。

3.邬晓勇负责，盆栽木本植物的光合和生长特性研究。四川省林业科学研究院(201402044）。

4.邬晓勇负责，不同香椿的营养成分研究。四川省林业科学研究院（201211079017）。

5.邬晓勇参研，高山杜鹃生长激素的变化研究。四川省农业科学研究院（201202047)。

6.邬晓勇参研，四川省山葵栽培与深加工研究。四川省教育厅（14ZA0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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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奖励：

1.2007年，《利用细胞微核技术监测锦江（府南河）水质污染状况的研究》获得成都市科技进步奖三等奖，排名第

五。

2.2016年，《山葵栽培及产业化关键技术研究》获得成都市科技进步奖三等奖，排名第四。

3.2016年，《山葵栽培及产业化关键技术研究》获得四川省科技进步奖三等奖，排名第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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