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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 

您好! 
诚挚欢迎您参加中国辐射防护学会放射生态分会 2020 年度年会

暨第六届“辐射与环境”专题研讨会及四川省原子能农学会 2020 年度

年会！本次会议由放射生态分会和四川省原子能农学会主办，北京

师范大学核科学与技术学院、西南科技大学生命科学与工程学院、

西南科技大学国防科技学院、西南科技大学研究生院、四川省军民

融合研究院、核废物与环境安全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核废物与

环境安全国防重点实验室承办，将于 2020 年 9 月 25-29 日在绵阳

市举行。 

本次会议的主要任务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围

绕创新驱动发展与辐射防护，开展综合和专题学术交流，凝炼智力

支撑和专家建议，展示放射生态最新研究成果，进一步弘扬创新精

神，凝聚创新力量，营造创新环境，促进创新发展，为助力军民融

合、实施科技服务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决胜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本次会议学术交流形式包括大会报

告、特邀报告、学者报告和学术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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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会议介绍 
1、会议议题 

（1） 人类活动对生态带来的放射性影响及其防护研究； 

（2） 放射性核素在土壤中的迁移规律以及植物、微生物清除核

素技术； 

（3） 矿山氡和室内氡的测量及其防护、环境生态中低剂量辐射

剂量计算及其生物效应； 

（4） 辐射育种，辐射灭菌，农产品辐射保鲜技术； 

（5） 成立放射生态分会青年委员会与增补分会常务委员； 

（6） 组织编写“放射生态学”本科及研究生专业的教学参考书，

并向教育部教指委推荐。 

 
2、大会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中国辐射防护学会放射生态分会 

四川省原子能农学会 

承办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核科学与技术学院 

西南科技大学生命科学与工程学院 

四川省军民融合研究院 

西南科技大学国防科技学院 

西南科技大学研究生院 

支持单位：核废物与环境安全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 

          核废物与环境安全国防重点实验室 

 

3、中国辐射防护学会放射生态分会组织委员会 
理事长：张丰收 教授 

副理事长：丁库克研究员、李建国研究员、肖德涛教授、吴王

锁教授、王仲文研究员、陈晓明教授、展永教授、商照荣研究员、

张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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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秘书长：程伟、包放 

理事会名单（按拼音排序）：  

安海龙 白锦荣 白晓萍 蔡建明 蔡长龙 单  健 房  鸿 

耿金鹏 韩宝华 姜晓燕 解志红 孔照胜 李成波 李宏霄 

李静晶 李庆峰 李淑荣 李桃生 李文建 廖  斌 刘  峰 

刘桂君 刘  敏 刘晓冬 刘圆圆 马春旺 毛  飞 毛培宏 

潘多强 彭光雄 钱卫东 桑海波 邵春林 孙天希 王  锋 

王广甫 王广西 王菊芳 王南萍 王  宁 王  青 王  悠 

王玉文 乌丽亚 毋跃文 吴李君 谢柏松 姚青山 于寒青 

于  涛 翟学军 张艾明 张春雷 张东海 张高龙 张利莉 

李鹏飞 郑  伟 周光明     

 
4、四川省原子能农学会组织委员会 

理事长：朱宇 研究员 

副理事长：杨成明研究员、王丹教授、曾宪垠研究员、杨军教授、

张涛研究员、叶鹏盛研究员、曾得志、宋军副研究员、李成佐教授、

黄盖群副研究员 

秘书长：余桂容 

常务理事：陈晓明、张怀渝、牟方生、杨莉、王平、李明、高鹏、

黄敏、黄强、吴萍、陈波、刘小红、徐利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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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辐射防护学会放射生态分会简介 

中国辐射防护学会是辐射防护工作者和从事辐射防护科学技术研究、生产、

教学、应用、管理的企事业单位自愿结成并依法登记的，具有独立法人地位的全

国性、非营利社会组织，是国际辐射防护协会（IRPA）的成员国学术团体。 

中国辐射防护学会放射生态分会于 2018 年 7 月 23 日成立，旨在为辐射、

环境、生物学、医学、土壤、农业等各领域的专家学者提供一个跨学科的科研交

流平台，分会挂靠在北京师范大学。 

 

四川省原子能农学会简介 

四川省原子能农学会成立于 1979 年，至今已有 39 年历史。由四川省境内

从事核科学技术应用于农业发展的科技人员组成的专业性学术团体，属于非营利

性社会组织，是四川省科学技术协会团体会员单位。四川省原子能农学会学会挂

靠于四川省农科院生物技术核技术研究所。主要业务是学术交流、科学普及、技

术咨询与服务。设有诱变育种专委会、辐照工艺专委会、辐照生物技术专委会、

科普与推广专委会共 4 个专业委员会。 

 

北京师范大学核科学与技术学院简介 

北京师范大学核科学与技术学科要追溯到 1958 年成立的物理系核物理专业，

是国内最早开展核科学与技术研究的单位之一，2008 年成立了核科学与技术学

院。是国内最早具有理论物理、粒子物理与核物理、凝聚态物理和核技术及应用

博士学位授权单位之一。此外，也是光学、材料物理与化学硕士学位授权单位。

经过 985“非动力核技术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和 211 工程建设，在核科学与技术理

论与实验和应用研究方面，特别在强流离子束、微弧氧化、离子束材料表面改性、

X 光调控技术、辐射物理、核电子学、重离子核物理等领域形成了自具特色的学

科，在学科建设、科学研究、人才培养、社会服务等方面取得重要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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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科技大学生命科学与工程学院简介 

西南科技大学生命科学与工程学院（农学院）是学校办学历史最悠久的学院

之一，已有 80 年的办学历史。设有生物技术、生物工程、农学、园艺、动物科

学、食品科学与工程、制药工程等 7 个本科专业，拥有生物学一级学科博士和硕

士授权点，涵盖植物生物学、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微生物学、生物质资源学

等四个二级学科，借助西南科技大学多学科联合办学的特色和优势在生物质资源

开发与利用，核废物的生物学效应与生态修复等领域形成了鲜明的特色和优势。 

 

四川省军民融合研究院简介 

四川省军民融合研究院是四川省科技厅、绵阳市人民政府和西南科技大学共

同建设、共同管理，依托西南科技大学为主运行的一个省级产业技术研究院。该

研究院由绵阳市与西南科技大学共建，把研究院建成全省军民深度融合发展的战

略库、思想库和人才培养、技术转移、协同创新的“特区”，使其成为四川省高校、

国防科研院所、军工企业、驻军部队在落实军民融合战略中的人才培养、协同创

新、技术转移“特区”和战略研究智库。 

 

西南科技大学国防科技学院简介 

西南科技大学国防科技学院是整合西南科技大学与董事单位国防学科资源

于 2006 年 12 月 组建的新型学院。学院现有核工程与核技术、辐射防护与核安

全、核化工与核燃料工程、特种 能源技术与工程、信息对抗技术 5 个重点本科

专业，涵盖核科学与技术、兵器科学与技术、网 络空间安全 3 个一级学科，并

拥有核科学与技术一级学科硕士点。其中“辐射防护与核安全” 是国防重点特色

紧缺专业，“核化工与核燃料工程”是国家确定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本科专 业，

“辐射防护与环境保护”是国防特色主干学科。 

 

核废物与环境安全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简介 

该中心以西南科技大学为牵头单位，协同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核物理与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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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所、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材料研究所、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激光聚变研究中

心、中核四川环保工程有限公司、中核四 0 四厂、中核兰州铀浓缩有限公司、中

国兵器装备自动化研究所、清华四川能源互联网研究院等国防军工单位优质科技

教育资源，重点围绕高校军民融合协同创新体制机制创新、核废物与环境安全、

先进核能技术开发、极端条件物质特性等军民融合领域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

技术、现代工程技术、颠覆性技术的攻关创新与成果转化开展研究。 

 

核废物与环境安全国防重点学科实验室简介 

核废物与环境安全国防重点实验室于 2007 年 9 月 17 日正式挂牌成立，其

研究方向和主要内容是：放射性核废物处理、放射性核废物处置、核废物环境下

的生物效应、核废物及其处理与处置体的环境安全与评价。同时该实验室可共享、

共用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的军民两用核反应堆、各种功率的加速器和钴 60 辐照

装置以及辐射防护和放射化学等实验室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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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注意事项 
1、 大会期间新冠肺炎防疫要求 
（1） 建议参会人员在乘坐飞机和火车之际，请全程佩戴口罩。饮水和进食时，

请做好个人防护，选择通风或远离人群处，尽可能减少不带口罩的时间。

在临近参会若有发烧和咳嗽者，建议不要再参会。 

（2） 参会报到时，请参会人员扫描国务院小程序，打开防疫行程卡，登录并出

示绿码后方可通行。会议期间，除就餐喝水时以外，参会人员请全程佩戴

口罩。 

 

（3） 在会场入口实行进门测体温制度，人人距离间隔不少于一米，如有体温高

于 37.3℃或有咳嗽、乏力、腹泻等症状者一律禁止进入会场；会议期间，

发现可疑症状，将及时报告当地疾控机构，及时安排到就近的定点医疗机

构就诊。并按防疫有关要求，做好密切接触者医学观察与隔离相关工作。 

（4） 在会议报到之际，需要本人自己签字的，请签字前后使用会场提供的消毒

液对手进行消毒。 

（5） 参会人员尽量减少外出,如需外出,应全程佩戴一次性使用医用口罩,做好

个人防护和手卫生。 

（6） 在会议期间，会议举办方会和酒店、转场车辆方协商，会为大家做好会场

和乘车等环境消毒工作，和参会人员一起防控新冠肺炎。 

（7） 在会场，参会人员应隔座而坐，全程佩戴口罩。会场，餐厅会保持窗户开

启，以保证通风。 

（8） 会议期间的用餐，一般采用自助餐方式，即使有桌餐或集体聚餐，建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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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采用公用筷吃饭。 

（9） 宾馆中设立两间临时隔离房，以备身体异常人员使用或作为发烧等隔离间，

若有感到身体不舒服或发烧者，一定要及时报告会场服务人员，不得隐瞒

或乱跑、不听从指挥或安排。 

2、 住宿安排 

（1） 参会代表主要住宿在绵阳富乐山九洲国际大酒店，报到时可直接在酒店前

台办理入住手续，会议协议价：单间费用为 430 元/间·晚，标间费用为

320 元/间·晚，费用自理。 

（2） 本次会议由于参会人数较多，严重超过预定酒店富乐山国际大酒店的容客

量，部分参会代表不得不安排到其他酒店（绵州大酒店，四星），会议协

议价：单间费用为 320 元/间·晚，标间费用为 320 元/间·晚，费用自

理。造成出行不便，还望理解！ 

3、 就餐安排 

（1） 9 月 25 日晚上，自助餐，富乐山酒店西餐厅（下榻富乐山国际大酒店代

表）、绵州酒店二楼西餐厅（下榻绵州酒店代表） 

（2） 9 月 26 日中午，自助餐，香樟园+二楼自助餐区 

（3） 9 月 26 日晚上，桌餐，宴会厅 

（4） 9 月 27 日中午，自助餐，西餐厅 

（5） 9 月 27 日晚上，桌餐，待定 

4、 会议组联系方式 

组别 姓名 邮箱 手机 

会议服务 黄仁华 hrh510@163.com 13881147717 

会议服务 刘继恺 kateryan@163.com 18780334379 

会议服务 唐运来 tyl@swust.edu.cn 13980136735 

会议服务 余桂容 517727710@qq.com 18980993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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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会议议程 
日期 时间 活动内容 地点 

9 月 25 日 

全天 报 到 
富乐山国际大酒店 

大厅 

晚上 
中国核学会射线束技

术分会成立大会 

富乐山国际大酒店 

10 号楼会议室 

9 月 26 日 

上午 开幕式 & 大会报告 
富乐山国际大酒店 

10 号楼会议室 

下午 大会报告  
富乐山国际大酒店 

10 号楼会议室 

晚上 

青年委员选举； 

四川省原子能农学会

理事会 

富乐山国际大酒店 

10 号楼会议室（青委选举） 

东吴厅（农学会理事会） 

9 月 27 日 

上午 

学术报告；四川省原

子能农学会年会及学

术报告 

富乐山国际大酒店 

分会场 1：10 号楼会议室 

分会场 2：西川堂 

分会场 3：益州厅 

下午 
参观西南科技大学及

中物院科技馆 

西南科技大学校园 

中物院科技馆 

9 月 28 日 《放射生态学》教材编写研讨会 

9 月 29 日 离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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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25 日 （10 号楼会议室） 

18:30-19:00 合影  

19:00-19:30 

1.开幕式：介绍来宾 

2.领导致欢迎辞 

3.宣读《关于同意召开中国核学会射线束技术分会成立大

会暨第一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的批复》 

4.中国核学会领导讲话 

5.特邀嘉宾讲话 

富乐山九洲

国际大酒店

10 号楼会议

室 

19:30-19:50 

6.筹备组作《中国核学会射线束技术分会筹备工作报告》 

7.审议《中国核学会射线束技术分会第一届理事会选举办

法》 

19:50-19:55 休息 

19:55-20:30 

8.中国核学会射线束技术分会第一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

选举产生分会第一届理事会并宣布理事会名单 

9.中国核学会射线束技术分会第一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

选举分会理事会各类任职，宣布理事长、副理事长、常

务理事、理事、选举结果，任命秘书长、副秘书长 

10.授牌仪式 

11.宣布核学会射线束技术分会党组织成员 

12.分会第一届理事长讲话 

20:30-21:30 
13. 中国核学会射线束技术分会第一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

（讨论 2020 年度射线束技术分会的活动方案） 

21:30 中国核学会射线束技术分会成立大会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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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26 日 （10 号楼会议室） 

开幕式, 主持人: 王 丹 

8:30-8:35 西南科技大学副校长卢忠远教授致欢迎词 

8:35-8:40 中国辐射防护学会秘书长杨华庭研究员致开幕词 

8:40-8:45 中国辐射防护学会放射生态分会理事长张丰收教授致词 

8:45-8:50 四川省原子能农学会理事长朱宇研究员致词 

8:50-8:55 中物院核物理与化学研究所所长彭述明研究员讲话 

8:55-9:25 
发言人: 马余刚院士（复旦大学/中科院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 

题 目:  反物质的产生与探测 

9:25-9:55 
发言人: 肖国青（中科院兰州分院） 

题 目:  重离子治癌进展 

09:55-10:25 
发言人: 孟杰（北京大学） 

题 目:  原子核的手征性研究进展 

10:25-10:50 茶歇  合影照相 

主题报告会一（10 号楼会议室） 主持人: 展  永 

10:50-11:10 
发言人:  刘圆圆（北京师范大学核科学与技术学院） 

题 目:  中国锦屏地下实验室北京师范大学联合实验室研究进展 

11:10-11:30 
发言人:  樊赛军（北京协和医学院放射医学研究所） 

题 目:  核辐射损伤效应与模式生物 

11:30-11:50 
发言人:  陈晓明（西南科技大学） 

题 目:  铀污染的土壤微生态影响评价初探 

11:50-12:10 
发言人:  唐永建（四川省军民融合研究院） 

题 目:  激光聚变研究中的辐射防护问题 

12:10-13:00 午餐：自助餐 

13:00-14:00 午休 

主题报告会二（10 号楼会议室） 主持人: 邵春林、安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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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0-14:15 
发言人:  蔡翔舟（中国科学院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 

题 目:  钍基熔盐堆核能系统研发进展 

14:15-14:30 
发言人:  魏宝仁（复旦大学） 

题 目:  上海 EBIT 实验室 X 射线测量及离子束应用 

14:30-14:45 

发言人：王殳凹（苏州大学） 

题目：配位化学引导的核能放射性污染防治基础研究放射性富集

效应研究 

14:45-15:00 
发言人:  于涛（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 

题 目:  海洋生物的放射性富集效应研究 

15:00-15:15 
发言人:  耿金鹏（河北工业大学） 

题 目:  辐射诱变综合筛选技术对植物育种的研究和应用 

15:15-15:30 
发言人:  丁库克（中国疾控中心辐射防护与核安全医学所） 

题 目:  新疆煤炭放射性所引发的职业健康问题 

15:30-15:45 
发言人: 段涛(西南科技大学) 

题 目：关于放射性碘处理的思考与进展 

15:45-16:00 茶  歇 

主题报告会三（10 号楼会议室） 主持人: 肖志刚、林俊 

16:00-16:15 
发言人:  张红（中科院近代物理所） 

题 目:  利用斑马鱼监测环境辐射及水质安全的应用基础研究 

16:15-16:30 
发言人:  李文建（中科院近代物理所） 

题 目: 重离子辐射诱变育种 

16:30-16:45 
发言人:  石伟群(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 

题 目: 基于分子设计的放射性核素分离新方法 

16:45-17:00 
发言人:  王宁（海南大学） 

题 目:  海水提铀研究进展 

17:00-17:15 发言人:  何淑雅（南华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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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目:  极端抗性生物辐射损伤修复机制 

17:15-17:30 
发言人:  王菊芳（中科院近代物理所） 

题 目:  基于血液分子的辐射暴露程度检测技术 

17:30-17:45 
发言人:  李文飞（南京大学） 

题 目:  辐射等应激环境下生物大分子结构与功能动力学研究 

17:45-18:00 
发言人:  郭鲜花（中国疾控中心辐射安全所） 

题 目:  放射医学与辐射防护中英文卓越期刊介绍 

18:00-20:00 晚  餐 

20:00-21:00 青年委员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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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27 日 

主题报告会四（分会场 1，1 0 号楼会议室）, 主持人: 肖德涛、李建国 

8:00-8:15 
发言人:  杨根（北京大学） 

题 目:  Radioimmunotherapy targeting metastasis 

8:15-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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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11:15 
发言人:  胡步荣（温州医科大学） 

题 目:  先天免疫分子 MAVS 对细胞辐射敏感性的影响及机制 

11:15-11:30 
发言人:  林峰（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 

题 目:  核电邻近海域中海洋生物体有机氚的测量及其分布变化 

11:30-11:45 
发言人：刘楚越（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 

题目：北冰洋表层积雪中 7Be、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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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27 日 

主题报告会六（分会场 2，西川堂）, 主持人: 朱宇、黄敏 

8:00-8:30 科协领导讲话及“天府科技云”培训 

8:30-8:40 四川省原子能农学会理事长朱宇研究员讲话 

8:40-8:45 学会会徽设计者的表彰 

8:45-8:50 颁发会员证书 

8:50-9:00 会场休息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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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目: 四川省农作物分子育种平台—高通量分子标记开发与检测子平台

介绍 

11:30-11:45 
发言人:  曾益春（省农科院蚕业所） 

题 目: 基于转录组分析揭示不同果色的桑椹花青素生物合成机制 

11:45-12:00 
发言人: 汪菡月（西南科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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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27 日 

主题报告会八（分会场 3，益州厅）, 主持人: 吴李君，张艾明 

8:00-8:15 
发言人: 赵国平（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 

题 目:  重离子辐射诱变及其分子机制研究 

8:15-8:30 
发言人:  刘明学（西南科技大学） 

题 目:  光电子协同微生物对含铀废物的处理处置 

8:30-8:45 
发言人：聂保杰（中山大学） 

题 目:  潮汐作用下含氚废水的弥散行为模拟研究 

8:45-9:00 
发言人:  竹文坤（西南科技大学） 

题 目:  放射性核素微生物矿化固结作用 

9:00-9:15 

发言人:  于寒青（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 

题 目:  利用原状土壤淋溶实验研究 137Cs 和 60Co 在农田土壤耕作层

的分布 

9:15-9:30 
发言人:  贡文静（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 

题 目:  西北地区典型昆虫剂量学模型的建立及应用 

9:30-9:45 
发言人:  曹俏（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 

题 目:  氚化水在环境与植物之间转移过程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9:45-10:00 
发言人:  原寒（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 

题 目:  盐沉积对某厂址附近植物的影响初步分析 

10:00-10:15 茶  歇 

主题报告会九（分会场 3，益州厅）, 主持人: 孙保华，王文 

10:15-10:30 
发言人:  仇猛淋（北京师范大学） 

题 目: 北师大串列加速器辐照平台及其应用 

10:30-10:45 
发言人: 李成波（北京市辐射中心） 

题 目: HVE-400kV 离子注入机的基本性能和应用 

10:45-11:00 发言人: 窦晓莹（北京市辐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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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目: 辐射技术在园林植物育种中的应用 

11:00-11:15 
发言人:  门武（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 

题 目:  福岛核事故对西太平洋海洋生态系统的影响 

11:15-11:30 
发言人:  王欣妮（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 

题 目:  内陆后处理厂参考生物的筛选研究 

11:30-11:45 
发言人: 卓驰夫（西南科技大学） 

题 目: 植物-微生物联合修复 Sr 污染土壤 

11: 45-12:00 
发言人: 郭佳（四川省原子能研究院） 

题 目: 辐照对四川特色食用菌品质及活性影响研究 

12:00-13:00 午餐：自助餐 

13:30-17:00 集合参观西南科技大学校园及中物院科技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