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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树振，男，汉族，出生于1988年3月，山东省菏泽人，博士，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牧草生产与草地管理的相关研究，现任

新疆农业大学草业学院草产业系主任，兼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畜牧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自治区优质饲草产业技术体系办公室副主任。近年

来，主持省部级及以上科研项目6项，公开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其中SCI收录5篇，主持起草地方标准2项，授权国家专利6项。荣获教育部省属

高校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典型、教育部草学类青年教师讲课比赛二等奖、新疆农业大学十佳教学能手等荣誉10项。

教育背景

2006.09-2010.06  山东农业大学植保专业，获得学士学位；

2010.09-2013.06  兰州大学草业科学专业，获得硕士学位；

2016.09-2022.06  中国农业大学草学专业，获得博士学位。

工作履历

2013.09-2015.08  新疆农业大学草业与环境科学学院，助教；

2015.09-2020.11  新疆农业大学草业与环境科学学院，讲师；

2020.12-2021.08  新疆农业大学草业与环境科学学院，副教授；

2021.09-今       新疆农业大学草业学院，副教授。

学术兼职

中国草学会会员

中国草学会种子科技专业委员会理事

研究领域

牧草节水生理及高产栽培

草地管理与生产力提升

奖励与荣誉

1. 2023年，自治区人才计划；

2. 2023年，新疆农业大学优秀共产党员；

3. 2020年，新疆农业大学脱贫攻坚先进个人；

4. 2019年，全国草学类本科专业青年教师讲课比赛二等奖；

5. 2019年，新疆农业大学“颂古今经典，抒爱国情怀”经典诵读比赛三等奖；

6. 2018年，新疆农业大学“三进两联一交友活动模范个人”；

7. 2018年，新疆农业大学“最美班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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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2017年，自治区科协系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知识竞赛优秀选手；

9. 2016年，新疆农业大学“十佳教学能手”；

10. 2015年，新疆农业大学卓越农林人才培养先进个人。

教学经历

承担本科生《牧草及饲料作物生产学》、《草类植物种子学》，硕士研究生《饲草学前沿进展》、《现代农业发展与实践案例》，博士研究生

《饲草学研究进展》等课程5门。主持校级教研教改项目5项，发表教研论文7篇，指导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10余项。

主持项目

1.“新疆本土苜蓿品种良种扩繁及沙地种草技术示范推广”，中央财政林草科技推广示范项目，90万元，2023.06-2025.12，主持；

2.“林-草复合系统资源高效配置技术研发与示范”，自治区重点研发计划子课题，38万元，2022.01-2024.12，主持；

3.“优质牧草新品种及节水高产栽培技术示范推广”，自治区天山英才三农骨干人才培养计划，30万元，2023.01-2024.12，主持；

4.“氮素对制种老芒麦干物质分配的调控作用研究”，青海省青藏高原优良牧草种质资源利用重点实验室开放课题，3万元，2020.05-2022.12，

主持；

5.“饲草高效丰产技术集成与推广”，自治区科技精准扶贫专项，45万元，2018.01-2019.12，主持；

6.“放牧对草地凋落物分解影响的研究”，新疆农业大学草学高峰学科开放课题，5万元，2018.09-2020.09，主持；

7.“新疆天山中段水磨沟区水墨天山景区动物植物多样性调查研究”，上海科技馆，5万元，2018.05-2019.04，主持；

8.“新疆北疆紫花苜蓿地下滴灌水分利用效率与饲草丰产技术研究” 自治区高校科研计划项目，4万元，2017.01-2018.12，主持；

9.“披碱草无芒雀麦品种改良岗位”，国家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350万元，2021.01-2025.12，参加；

10.“新疆牧草种质资源保护与利用平台建设”，自治区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建设项目，90万元，2018.01-2019.12，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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