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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第一届国际永生花系列学术研讨会 

第二轮通知 

尊敬的各位专家、学者及业界同仁、企业家： 

为进一步促进国际花卉及生物多样性相关产业的可持续和高质量发

展，定于 3 月 13 日-16 日在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举办“2025 第一届

国际永生花系列学术研讨会”。会议将围绕永生花技术创新与技术进步、

国际合作与人才交流、生物多样性与未来发展趋势展开交流与研讨。会议

的宗旨是：推动永生花产业技术创新，促进产业的交流与合作，提升行业

标准和影响力，推动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感谢您对本次会议的关注与支持！现将具体会议事项通知如下： 

一、会议内容 

1. 第一场：“七彩云南·创新绽放”国际永生花学术研讨。聚焦花卉

产业技术的最新研究成果与创新应用，分享国内外前沿技术与实践经验，

促进学术交流与合作。 

2. 第二场：“花语智汇·共谋发展”国际永生花产业合作与人才交流。

探讨花卉产业的合作机遇与挑战，搭建产业交流平台，促进人才流动与培

养，共同推动产业繁荣发展。 

3. 第三场：“守护多样生命·创造共同价值”永生花产业与生物多样

性保护的共生之路。深入讨论花卉产业与生物多样性保护之间的平衡与共

生关系，探索可持续发展的路径，为地球生命的多样性贡献力量。 

二、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 

承办单位：云南省东南亚研究会 

协办单位：云南省植物学会芳香植物专业委员会 

云南省花卉协会永生花专业委员会 

三、会议时间及地点 

时间：2025 年 3 月 13 日-16 日 

地点：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行政楼三楼学术报告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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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蓝黑路 132 号） 

四、会议报到 

为确保会议有序开展，请您务必知悉并严格遵照时间安排，准时完成

报到流程。 

3 月 13 日  13:00-20:00   昆明晟世仟和酒店大堂 

（地址：昆明市盘龙区龙泉街道沣源路小康大道路口） 

3 月 14 日  08:20-08:50   昆明植物所行政楼三楼学术报告厅外 

五、住宿推荐 

以下酒店可享受会议协议价： 

1. 昆明晟世仟和酒店 

地址：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沣源路与小康大道交叉口 

电话：0871-65239666 

2. 昆明惠玥温德姆酒店 

地址：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龙溪路 99 号 

电话：0871-63565555 

3. 三茂城市印象酒店 

地址：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小康大道中段银河北庭 7 号楼 

电话：0871-64123333 

六、会议日程 

3 月 13 日（星期四） 

13:00-20:00 会议报到（地点：昆明晟世仟和酒店大堂） 

3 月 14 日（星期五） 

第一场：国际永生花学术研讨 

08:20-08:50 会议报到（地点：昆明植物所行政楼三楼学术报告厅外） 

09:00-09:20 开幕式  

09:20-09:40 
永生花的科技创新与实践 

鲁元学（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 

09:40-10:00 

产业要发展，标准需先行——《永生花加工技术规范》云南省地方

标准的时代使命 

陈文旌（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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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10:20 会议合影、会间休息 

10:20-10:40 
永生花的价值/云南花卉产业现状及展望 

瞿健文（云南大学） 

10:40-11:00 
云南省发展永生花的专题研究 

蔡正达（云南省科学技术院） 

11:00-11:20 
永生花的魅力，花卉文化传承与发扬 

李奋勇（云南省花卉协会） 

11:20-11:40 
兰科植物种质保存、创新与保育研究 

黄卫昌（中国科学院上海辰山植物园） 

11:40-12:00 
花卉新品种研发与保护之云南篇章 

张  力（花卉新品种研发与保护联盟） 

12:00-13:30 午餐 

13:30-13:50 
新一代植物种质保存技术—细胞的超低温保存 

李唯奇（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 

13:50-14:10 
泰国观赏睡莲的发展 

N. Nopchai Chansin（泰国东方皇家理工大学） 

14:10-14:30 
泰国北部花卉民族植物学 

Angkhana Inta（泰国清迈大学） 

14:30-14:50 

花卉、传粉者、花粉和蜂蜜之间的微生物共享：泰国翡翠蜂蜜的案

例研究 

Terd Disayathanoowat（泰国清迈大学） 

14:50-15:10 会间休息 

15:10-15:30 
泰国花卉种植业概述 

Soontorn Pipithsangchan（泰国皇家园艺协会） 

15:30-15:50 
花卉种植业面临的潜在挑战 

Priyantha Gamage（斯里兰卡律师协会） 

15:50-16:10 
基因编辑技术在花卉方面的应用 

Babar Ijaz（云南省农业科学院） 

16:10-17:00 自由交流与总结 

3 月 15 日（星期六） 

第二场：国际永生花产业合作与人才交流 

09:00-09:20 
西南特色野生观赏植物种质资源评价保护利用 

马  宏（中国林业科学院高原林业研究所） 

09:20-09:40 
花卉（永生花）种业产业化开发 

何  琼（云南锦科花卉工程研究中心有限公司） 

09:40-10:00 
构建永生花人才梯队，造就千亿产业链 

章成君（浙江农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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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10:20 
人才服务助力云南高质量发展 

杨  彦（云南省人才服务中心）

10:20-10:30 会间休息 

10:30-10:50 
“丝路花旅”草本花卉种质资源的应用 

陈凤翔（酒泉市蓝翔园艺种苗有限责任公司） 

10:50-11:10 
观赏草种质资源的研究与利用 

王  齐（云南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11:10-11:30 
染色植物与植物染研究进展 

杨立新（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 

11:30-11:50 
中国和孟加拉两国在永生花产业的合作 

Ahmed Mugnee（孟加拉国有机农业组织） 

11:50-12:10 
中国-马来西亚科技合作与人才流动的“新花期” 

Shaza Eva Mohamad （马来西亚理工大学） 

12:10-13:30 午餐 

13:30-13:50 
中国花卉企业国际化发展中的合规探讨 

张静梅（昆明自贸区工商联） 

13:50-14:10 
知识产权保护在国际交往中的功能和案例分享 

李月印（中国机电商会专家委员会） 

14:10-14:30 
浅谈当前经济形势之下永生花产业的市场机遇 

马  可（东西部协作沪滇合作交流专家成员） 

14:30-14:50 
世界花卉研究与全球产业发展 

李  露（云南省农业科学院） 

14:50-15:10 会间休息 

15:10-15:30 
我国干燥花产业及质量标准制定 

李宗艳（西南林业大学） 

15:30-15:50 
花卉市场开发的实践与教训 

Kosugi Haruo 小杉波留夫（日本全国园艺推广会） 

15:50-16:10 
推进产业融合提升花卉产业竞争力 

蒋  晖（云南师范大学西南联大文创中心） 

16:10-17:00 自由讨论与总结 

3 月 16 日（星期日） 

第三场：永生花产业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共生之路 

09:00-09:20 
生物多样性的保全与花卉植物资源的持续利用 

Godo Toshinari 神户敏成（日本龙谷大学） 

09:20-09:40 
生物多样性保护网络伙伴平台建设及国际协同创新 

蔡志远（云南省生物多样性基金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