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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公告

11月4日-11月8日农学院处级干部去

向...

农学院关于毕业季（期末）学生教育...

关于开展“争做新时代向上向善好青

年”

农学院学生工作公寓值班安排表 

（20...

农学院2018年博士研究生拟录取名单...

2018年农学院硕士研究生拟录取名单...

作物遗传育种教研室 当前位置: 首页 >> 师资信息 >> 作物遗传育种教研室 >> 正文 

【关闭】

于卓

添加时间：2018-11-13 13:53:10 来源： 作者： 浏览次数：[ 3157]

于卓，男，1958年10月生，汉族，内蒙古托县人，中共党员，博士，教授，博士生
导师，现任内蒙古农业大学农学院党委书记。 

本科和硕士研究生先后于1983年7月和1987年7月毕业于原内蒙古农牧学院草学专业
（学科），1999年7月博士研究生毕业内蒙古农业大学草业科学学科—饲用作物牧草
遗传育种方向，1999年10月～2001年10月由国家公派在日本岩手大学农学部农业生
命学科完成博士后研究。曾于1990年11月～1992年12月由单位公派在日本鸟取大学
农学部深造分子生物学及基因工程操作技术。内蒙古农业大学作物遗传育种学科学
术和技术带头人兼学科主任，入选内蒙古自治区“新世纪“321人才工程”。 

现兼任内蒙古自治区遗传学会副理事长、中国遗传学会理事、中国牧草饲用作物遗
传资源专业委员会理事、内蒙古自治区农学会常务理事、第四届内蒙古自治区农作
物品种审定委员会专家、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术委员会和学位委员会委员，《内蒙古
农业大学学报》编委、内蒙古自治区高等学校21世纪生命科学系列教材编委，《草
地学报》、《草业学报》、《中国草地》审稿专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教育
部博士点基金及优秀青年教师教学科研奖励计划项目通讯评委等工作。主要从事饲
用作物牧草的分子标记育种、基因工程育种、遗传资源评价、远缘杂交育种等研
究。给本科生、研究生主讲《分子遗传学》、《细胞遗传学》、《植物生物技
术》、《作物育种新进展》、《专业外语》等课程。近5年指导硕士研究生17人（已
毕业5人，在读12人）、在读博士研究生2人。现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和教育
部留学回国人员科研启动基金项目“加拿大披碱草×野大麦F1染色体的分子原位杂
交检测和加倍”、自治区高校科学研究重大领域项目“冰草远缘杂交新品种选育与
分子遗传图谱构建”、内蒙古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加拿大披碱草与短芒大麦草杂种
F1代育性恢复”及攻关项目“高粱雄不育系与苏丹草杂交新品种育繁和配套技术”
等项研究，作为主要参加人参加完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蒙古冰草染色体加
倍”、“小麦族多年生牧草远缘杂交”、国家林业局项目“冰草转基因育种”等多
项科学研究。主要业绩如下： 

① 1984年以来，在国内外34种学术刊物发表论文70余篇，合编出版专著4部，主编
《植物生物技术》等校内教材3部。2002年完成的重要研究论文“加拿大披碱草与野
大麦及其属间杂种F1细胞遗传学研究”获中国草原学会第六届代表大会青年优秀科
技论文一等奖1项，我国著名草地科学家、工程院院士任继周教授亲自颁奖（北
京）。 

②主持育成2个优良饲用作物新品种—“蒙农青饲1号高丹草”（2004年4月内蒙古农
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认定通过，登记号：蒙认饲2004001）和“蒙农青饲2号苏丹
草”（2004年12月全国牧草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通过，登记号：294），该成果达到
国内同类研究先进水平，目前正在推广应用。 

③合作育成“蒙农杂种冰草”新品种（1999年12月全国牧草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通
过，登记号200，2002年自治区科技厅成果登记号NK2002022，成果达到国内同类研
究先进水平，目前正在我国北方地区大面积推广应用，本人排名第二。 

④ 2002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小麦族多年生牧草远缘杂交”经自治区科技厅组
织专家鉴定，成果登记号NK2002023，鉴定结果该研究成果居国内同类研究领先水
平，本人排名第二。 

上述业绩被选入《内蒙古科技群英谱》第二辑（2004）；部分业绩入选《中华人物
辞海—当代文化卷》（1998）、《中国当代留学回国学人大典》(第一卷，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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