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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龙蟠虎踞之雄，依负山带江之胜。得天独
厚的地理位置，气度不凡的风水佳境，人杰
地灵的风水宝地，闻名海外的千年古城！南
京——一座包容卓越的博爱之都，第七届南
农猪业大会暨 2023 钟山猪业展览会将在此举
办。

南农猪会汇聚优势，厚积薄发，开物成务！
在新平台框架下，我们将持续在“标准化、
专业化、智能化和疫病净化”四大层面发力，
锚定国内外前沿技术的同时，注重实践应用。
让国内外先进的技术及运用能够更全面的展
现与交流，让参会观众能够学习更综合更落
地的知识与技巧，让企业品牌和产品能够得
到更深入的展示与推广。砥砺奋进，笃定前行，
与猪业同仁共创美好未来。这是大会的目标
和追求！我们真诚地欢迎并且期待着你们的
到来。 
2023 年 4 月 21 -23 日，我们相聚南京！

姜平
南京农业大学动物医学院 院长

 毛胜勇
南京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 院长

大会简介
The Summ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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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4 月 21 -23 日，由南京农业大学动物医学院、南京农业大学动物
科技学院、东西志览文化传媒南京有限公司主办的第七届南农猪业大会
暨 2023 钟山猪业展览会（以下简称“南农猪会”）将在风景秀丽的玄武
湖畔——南京国际展览中心举办。
 
南农猪会，秉承中国生猪产业现代化持续快速发展的方向和需求，依托
大会独有的国内外科技资源优势、人才资源优势和实用技术推广优势，
为行业及与会嘉宾带来国内外养猪行业前沿技术资讯和先进科学的解决
方案，共同分享生猪健康养殖和重大疫病防控的最新研究进展。
 
南农猪会迄今历经 6 届，展会规模逐年扩大，参会嘉宾数量稳步增长，
大会知名度和国际影响力与日俱增，已经成为生猪产业不容或缺的重要
产业活动之一。
 
今年将确保大会在为行业提供领先学术课题分享，同时促进新技术、新
产品在大会现场的展现，以助力生猪产业创新发展。海内外具有卓著科
研成就和丰富生产实践经验的专家、企业家将齐聚大会现场，为与会嘉
宾呈现精彩的专题报告，共同探讨行业热点及发展方向，引领养猪业在
攻坚重大疫病防控和饲养水平创新上，迈上新台阶。
 
我们诚挚邀请和热忱欢迎业界人士莅临参会，与生猪产业国内外意见领
袖及行业先锐携手同行，同襄盛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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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大会组织机构
Conference Organizer

主办单位
南京农业大学动物医学院
南京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

东西志览文化传媒南京有限公司

协办单位
中国兽药协会
科技部动物消化道营养国际联合研究中心
教育部动物健康与食品安全国际合作联合实验室
教育部、科技部畜禽重要疫病发病机制与防控学科创新引智基地
农业农村部动物细菌学重点实验室
农业农村部动物生理生化重点实验室
“一带一路”国际重大跨境动物疫病诊断与免疫专业科技创新院
农业农村部猪遗传资源评价与利用重点实验室（南京）
江苏现代农业（生猪）产业技术体系
江苏省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 
江苏省畜牧总站
江苏省饲料工业协会
江苏省畜牧业协会
江苏省畜牧兽医学会
中国现代畜牧业职业教育集团
中关村中兽医药产业创新联盟
南京博维特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承办单位
东西志览文化传媒南京有限公司

战略合作媒体
积牧网 | 新猪派

战略支持媒体
猪播界

展览面积：6100 m2

参会人数：3500+ 人
展览搭建：2023 年 4 月 20 ~ 21 日 08:30-17:30
报到时间：2023 年 4 月 20 日 08:30-17:30
会议展览：2023 年 4 月 21 ~ 23 日 08:30-18:00
撤展时间：2023 年 4  月 23 日 16:00-24:00
开幕式：2023 年 4  月 22 日 08:30-09:00
展馆地点：南京国际展览中心（南京市玄武区龙蟠路 88 号）

Agenda

大会概况与议程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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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Expert group on conference courses

会议课程专家组 （按姓氏笔画排序）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博士后。华南农业大学兽医学
院预防兽医学主任，国家生猪产业技术体系岗位专
家。目前主要从事畜禽疫病诊断技术及分子生物学
相关方面的研究。负责华南地区猪群疫病的流行病
学调查研究。迄今共主持了多项国家、省部级科研
课题。目前主持的项目包括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
划（863 计划）项目、国家“十五”科技攻关计划、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 10 多项。

张桂红
博 士 / 教 授 / 博 士 生 导
师

南京农业大学动物医学院预防兽医系主任，教授，
博士，博士生导师，《畜牧与兽医》杂志主编，美
国康奈尔大学兽医学院访问学者。主要研究方向：
动物传染病诊断与防控；从事《猪病学》、《兽医
生物制品学》、《兽医生物技术》等课程教学，先
后主持国家项目多项，发表科研论文 50 余篇。产
学研上主要开展华东地区多家规模化猪场的疫情监
测和疫病检测等相关研究。

周斌
博 士 / 教 授 / 博 士 生 导
师

教授，博士生导师，入选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授
予“中国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称号，龙江学者
特聘教授，国家新世纪优秀人才，省杰出青年基金
获得者、东农杰出学者，黑龙江省模范教师，黑龙
江省现代生猪产业技术体系猪病防控岗位专家，世
界家禽科学学会委员会委员，中国畜牧兽医学会兽
医内科与临床诊疗学分会等 3 个学会副秘书长 / 常
务理事，《自然》子刊《科学报道》高级编委。主
要从事动物营养代谢病与中毒病、环境毒理学教学
和科研工作，主持国家级等项目 40 余项，发表学
术论文 170 余篇，获霍英东基金会高校青年教师奖
二等奖。

李金龙
博士 / 教授 / 博士生导
师

南京农业大学动物医学院院长，农业部动物细菌学
重点实验室主任，教育部动物健康与食品安全国际
合作联合实验室主任，全国农业科研杰出人才与创
新团队，江苏省“333”工程人才（第二层次），
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
全委员会委员；中国畜牧兽医学会动物传染病学分
会、生物制品学分会及生物技术学分会副理事长。
国家生猪产业技术体系岗位专家，长期从事畜禽重
要传染病学研究，发表研究论文 270 篇，其中 SCI 
论文 95 篇，获国家发明专利 12 项，国家标准 2 项，
新兽药注册证书 5 个。主编出版教材和专著 9 部。
培养全日制博士生 37 名（留学生 3 名）和硕士生
159 名。获江苏省科学技术奖一等奖 1 项，其它部
省级 科技成果奖 8 项，国家发明专利优秀奖 1 项。

姜平
博 士 / 教 授 / 博 士 生 导
师

主要研究方向：猪遗传资源保护、种质特性挖掘与
创新利用；猪健康生产及其 HACCP 体系建设。南
京农业大学养猪研究所所长。全国万名优秀创新创
业导师人才库导师。兼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委员会猪
专业委员会委员、国家生猪遗传改良计划专家组成
员、国家畜牧业标准化委员会委员、国家生猪产业
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常务副理事长、中国畜牧兽医学
会养猪学分会副理事长、中国畜牧兽医学会动物遗
传育种学分会理事、江苏省优良品种培育工程生猪
协作攻关组首席专家、江苏现代农业（生猪）产业
技术体系首席专家、江苏省畜禽遗传资源委员会委
员猪专业委员会主任、江苏省畜牧业标准化委员会
委员、江苏省畜牧兽医学会理事等职。项目 50 余项，
参与育成国家级猪新品种 1 个，论文 150 余篇、论
著 20 余部。部省级科技进步奖 8 次，标准 6 个，
专利授权 20 余项。

黄瑞华
博 士 / 教 授 / 博 士 生 导
师

>> 秘书 >> 副秘书

博士、执业兽医师、硕士生导师，现任新希望六和
养猪研究院兽医研究室主任、西藏新好健康管理部
总经理、资深兽医师。研究方向为猪群重要疾病的
流行与诊断、新生物安全防控与净化、疾病发生与
恢复的经济模型等。近年来，在猪群健康管理的研
究和实践工作中带领团队构建“生猪产业链闭环生
物安全体系”，其中在猪重大疾病（ASF、PRRS、
PR、PED、CSF 等）的防控和净化方面建立了技术
方法、评估标准和经济指标，并取得阶段成果。期
间主持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子课题（非洲猪瘟防控技
术体系研究）1 项，山东省生物物理重点实验室开
放课题 1 项，集团科技攻关及总部级研发 2 项、
研究院立项研发 9 项等，共获支持科研经费超过
1000 万元，经济效益超过 2 亿元（至 2019 年度）。
第一及通讯作者发表相关研究论文 15 篇，已授权
专利 5 项。2018 年首批入选新希望集团“百名科
技领军人才计划”专家成员、获 2018 李曼中国“莫
教授科学实践奖”，2019 南农国际猪业论坛“青
年才俊兽医师奖”，2020 年度杰出中青年兽医奖。

李孝文
博士 / 硕士生导师

南京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动
物科技学院院长。1998 年获南京农业大学畜牧学
学士学位，2001 年获南京农业大学动物营养与饲
料科学硕士学位，2006 年获南京农业大学预防兽
医学博士学位，2008 年荷兰瓦赫宁根大学访问学
者。江苏省高校“青蓝工程”中青年学术带头人、
江苏省“六大人才高峰”高层次人才、南京农业大
学反刍动物营养与饲料工程中心主任、中国畜牧兽
医学会动物营养学分会理事、养牛学分会理事。
任《Journal of Animal Physiology and Animal 
Nutrition》学术期刊编委。科研上长期从事生物
发酵饲料及消化道营养学研究。近年来主持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
（973 计划）子课题、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子课题、
江苏省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江苏省农业自主创
新项目等科研项目 18 项。发表论文 130 余篇，其
中 SCI 论文 102 篇，论文主要发表在国际顶尖期
刊 Microbiome、Environmental Microbiology、
FASEB Journal 等。获得国家发明专利 2 项。获国
家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一次，获教育部自然科学二
等奖 2 项。

毛胜勇
博 士 / 教 授 / 博 士 生 导
师

现任新希望六和首席科学家，曾任美国谷物协会北
京办事处技术主任 , 技术工作的重点是现代养猪企
业的生产效率和健康管理 , 同时兼顾现代饲料生产
的加工过程控制和质量管理。
十几年前开始系统学习美国在群体条件下疾病鉴别
防控和生产效率管理技术。当时不同亚型的猪繁殖
和呼吸综合征病毒给北美的养猪业造成很大损失 ,
美国全国性联动的猪伪狂犬病净化工作刚刚起步 ,
传统的细菌疾病在猪场表现出不同于以往的发病模
式 , 各个与养猪业相关的大学和机构都在努力研究
应对之道。这期间的学习主要集中在猪场的生产记
录分析、生产条件下疾病的鉴别诊断、实验室技术、
场内选育、繁殖管理和精准营养。

闫之春
博士

教授，执业兽医师，教授级高工
2006, 博士 , 兽医微生物与免疫 / 生物医学工程 , 浙
江大学；2001, 学士 , 兽医，浙江大学
工作经历：2019.06-  首席科学家，双胞胎集团养
猪事业部；2013.04-2016.03  兼职教授，浙江农林
大学；2011.04- 首席科学家，杭州贝尔塔诊断实验
室；2010.06-2013.08  技术服务经理，上海 ( 瑞士 )
诺华动物保健有限公司；2007.04-2010.06  博士后，
美国密苏里大学分子微生物与免疫系；2006.07-
2007.03  技术服务专员，上海 ( 瑞士 ) 诺华动物保
健有限公司。
奖励、荣誉  、社会兼职 ：2018 年杭州市下城区首
届“奋楫新时代·青春榜样” 荣誉称号；2017 年中
国畜牧兽医学会年度研究进步奖；2014 年中国创
新创业大赛生物医药行业总决赛第 8 名；2014 年
浙江省“火炬杯”创新创业大赛三等奖；入选浙江
省“千人计划”（2012）和杭州市“521”全球引
才计划（2012）；入选杭州市“131”人才计划（2014）；
浙江省科学技术一等奖（2009），排名第 3；浙江
省科学技术一等奖（2002），排名第 9；杭州市科
普专家；中国免疫学会员和浙江省免疫学会终身会
员；发表学术论文 30 余篇，其中 SCI 论文 12 篇；
获得国家发明专利授权 8 项。

李龙
教授 / 执业兽医师

中山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生
猪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国家生猪遗传改良计
划专家组组长、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委员会猪专业委
员会副主任委员、国家畜牧业标准化委员会委员。
兼任中国动物数量遗传研究分会副理事长，主要从
事动物遗传育种领域研究。

陈瑶生
博 士 / 教 授 / 博 士 生 导
师

农学博士，中国农业大学动物医学院教授、博士生
导师。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入选国家百千万
人才工程，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国家
973 项目首席科学家，全国农业科研杰出人才，北
京市教学名师。国际猪兽医学会（IPVS）执委会委
员、农业部动物流行病学与人畜共患病重点实验室
主任、国家生猪产业技术体系疫病控制研究室主任
和岗位专家、农业部动物防疫专家委员会猪病组组
长、国家农业转基因安全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现任
中国畜牧兽医学会秘书长、禽病学分会理事长、动
物传染病学分会副理事长、中国兽医微生物学专业
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主要从事猪繁殖与呼吸综合征
等猪病毒性疫病的分子病原学与分子流行病学、诊
断与防治技术、致病与免疫机制研究。主编《中国
猪病学》、《动植物检疫概论》、《动物免疫学》。
在 Journal of Virology、Autophagy、Virology 等
国外学术刊物发表 SCI 论文 50 余篇。 

杨汉春
博 士 / 教 授 / 博 士 生 导
师

博士，南京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教授、博士生导
师，中国畜牧兽医学会家畜环境卫生学分会常务理
事，江苏现代农业（蛋鸡）产业技术体系营养调控
创新团队岗位专家，主要研究方向为饲料安全与健
康养殖、饲料加工，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
目等省部级课题 10 余项，以第一作者和通讯作者
发表论文 200 余篇，其中 SCI 和 EI 收录论文 100
余篇，获得授权专利 10 余项。

周岩民
博 士 / 教 授 / 博 士 生 导
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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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往届课程与专家 ( 部分 )
Invited Experts

有机（类）肥料与农业绿色发展

沈其荣 院士 南京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

从生猪形势的“不确定性”中努力探究生产发展的“确定性”

袁日进 研究员 江苏省农业农村厅总畜牧兽医师

生猪产业新业态下区域性联合育种体系建设探讨

陈瑶生 教授 中山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猪育种新技术

张勤 教授 山东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

猪繁殖与呼吸综合征防控与净化研究进展

姜平 教授 南京农业大学动物医学院

我国非洲猪瘟流行动态
吴晓东 研究员 国家非洲猪瘟参考实验室主任

非洲猪瘟流行新态势下场内阻断传播的思考与建议

李金龙 教授 东北农业大学动物医学学院

以猪为中心的新型生物防控模式

支建道 南通闪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裁

全球非洲猪瘟流行动态

Andriy Rozstalnyy 博士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兽医官

我国猪周期的趋势、特点及应对建议

朱增勇 研究员 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

非洲猪瘟抗体检测数据解读与应用

黎先伟 法国 IDvet 现场技术支持经理

这轮猪周期的特点看养猪产业发展趋势

吴俊 傲农集团董事 /养猪产业生产总部总裁

养殖企业如何应对生猪期货对行业的冲击

王晨 南华期货农产品事业部总经理

人工智能技术在畜牧养殖业中的研究与实践

沈明霞 教授 南京农业大学人工智能学院

养猪数智化解决方案

张伟 中国政企大企业系统部 养殖行业总监

猪场减抗健康养殖新策略

于博 博士 华南农业大学兽医学院

生猪产业智能化解决方案

张鸿飞 上海正诚机电制造有限公司总裁

空气过滤系统在猪群健康管理中的应用实践

赵康宁 环山集团养猪事业部健康管理部总经理

智能化和数字化养猪模式

苏志鹏 博士 

四川德康农牧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健康管理部总经理

在中国，如何建立高健康级的原种猪场？

蔡斌 法国科普利信集团猪场建设与设备部门技术总监

动物疫病净化的理论与实践

董永毅 研究员 江苏省动物疫病控制中心主任

猪气喘病的高效防控 
邵国青 研究员 江苏省农科院

疫病防控与净化需求下的 ELISA 试剂盒选择与评价

迟立超 北京世纪元亨动物防疫技术有限公司研发中心免疫学技

术部经理

猪疾病的口腔液监测方法及其在非瘟和蓝耳病防控中的应用

李翔 博士 中国牧工商集团有限公司动保事业部销售经理

PEDV 乳源免疫力的最大化

曾容愚 博士 天康畜牧健康管理总监

PED 诊断与免疫评估方法更新

李昭春 博士 北京爱德士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技术服务总监

当前猪流行性腹泻流行与防控策略

顾帅 洛阳惠中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技术总监

猪群疾病净化中的无症状感染

樊福好 研究员

农业农村部种猪质量监督检验测定中心（广州）质量负责人

养殖场蚊媒宏病毒组学分析及其阻断技术研究

魏建超 副研究员 中国农业科学院上海兽医研究所

种猪企业进驻西部的优势、挑战与对策

滚双宝 教授 甘肃农业大学动物科学技术学院

国内外种猪育种现状及方向

殷宗俊 教授 安徽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

我国进口种猪流程及政策要求介绍

张明烽 中国牧工商集团有限公司畜牧发展事业部副总经理

在不确定的未来做好确定的事情——猪群健康保障与育种

张在珍 福建华天农牧生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打造 5A 高端原种猪提升育种效率与效益

索跃敏 河南民望农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在中国进行基因改良的重要性

David S. Casey 博士 PIC 公司亚太产品性能总监

高成本背景下如何通过科学引种与管理做到降本增效

李平华 副教授 南京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 /淮安研究院

当前规模化猪场盈利的关键点分析

曲向阳 博士 南京博维特首席咨询师

精准诊断猪场生产和猪群疾病是当前降本提效的有效方式

李孝文 博士 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猪产业总兽医师 /养猪研

究院副院长

通过使用烯丙孕素提高生物安全与生产力

Mark Mombarg 兽医咨询有限公司兽医顾问

猪场健康管理与成本

杨龙圣 博士 兆丰华集团猪疫苗事业部技术服务总监

猪圆环病毒及肺炎支原体感染的损失及免疫策略思考  

牛中伟 诗华中国兽医服务经理

集团化生猪体系的增效降本措施

王星晨 博士 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兽医总监

低猪价下规模猪场如何控制母猪成本

周波 教授 南京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

蓝耳病毒在美国的流行状况，诊断及防控的简述

张建强 副教授 美国爱荷华州立大学兽医学院

如何加速种猪场的蓝耳病净化

邓小红 博士 伊科拜克动物保健品有限公司兽医总监

蓝耳病的防控策略及防控案例分享

杨傲冰 广东永顺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

不同蓝耳疫苗免疫效力评估

张建峰 副研究员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动物卫生研究所副所长

猪场蓝耳病的控制

牛建强 博士 温氏集团养猪事业部二部技术部总经理

PRRS 暴发： 我认为重要的风险因素是什么？

Andreia Arruda 博士 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兽医学院助理教授

迎接后抗生素时代，构建猪健康养殖的综合饲料方案

王恬 教授 南京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

后抗时代如何提升猪群健康

秦文磊 佰高威盛中国区技术经理

基于畜禽表型感知与分析的健康预警在减抗养殖中的应用与思考

姚文 教授 南京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

猪场臭气特征因子研究分析与减控技术应用

杨兴明 教授 南京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

饲料无抗的实践与思考

李根来 博士 禾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减抗禁抗背景下中兽医药在养猪生产上的应用

王德云 教授 南京农业大学动物医学院

生猪周期的再思考

彭海兰 中航证券金融研究所副所长

猪精准营养技术

蒋宗勇 研究员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动物科学研究所

对养猪业的几点反思

张邦辉 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

猪圆环病毒病和支原体肺炎高效免疫策略

吴华 博士 硕腾（中国）猪事业部高级产品经理

非洲猪瘟体系管控净化

闫之春 博士 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首席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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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程院院士，南京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科学学
院教授，现任南京农业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国家
有机（类）肥料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理事长，曾
任国家 973 计划首席科学家、国家 863 计划现代农
业领域主题专家、国务院学位会农业资源与环境学
科评议组召集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生命学部专
家咨询委员、农业部耕地质量建设与管理专家组组
长等职务。

沈其荣
院士 / 教授

现任新希望六和首席科学家，曾任美国谷物协会北
京办事处技术主任 , 技术工作的重点是现代养猪企
业的生产效率和健康管理 , 同时兼顾现代饲料生产
的加工过程控制和质量管理。
十几年前开始系统学习美国在群体条件下疾病鉴别
防控和生产效率管理技术。当时不同亚型的猪繁殖
和呼吸综合征病毒给北美的养猪业造成很大损失 ,
美国全国性联动的猪伪狂犬病净化工作刚刚起步 ,
传统的细菌疾病在猪场表现出不同于以往的发病模
式 , 各个与养猪业相关的大学和机构都在努力研究
应对之道。这期间的学习主要集中在猪场的生产记
录分析、生产条件下疾病的鉴别诊断、实验室技术、
场内选育、繁殖管理和精准营养。

闫之春 
博士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1979 年
9 月 -1983 年 7 月就读于四川农业大学畜牧本科，
1983 年 9 月 -1989 年 7 月就读于东北农业大学动
物营养学研究生，师从许振英教授，并于 1989 年
7 月获得博士学位。毕业后一直在广东省农业科学
院从事猪和黄鸡营养饲料研究。曾于 2005-2015 年
任该院党组书记、院长等职。现任中国畜牧兽医学
会动物营养学分会理事长、国家生猪产业技术体系
营养与饲料功能研究室主任、农业农村部华南动物
营养与饲料重点实验室主任等。曾先后获得国家科
技进步奖二等奖 3 项、省部级科技奖一等奖 5 项、
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以及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
杰出专业技术人才和全国农业科研杰出人才等称
号。

蒋宗勇
研究员

江苏省农业农村厅总畜牧兽医师，享受国务院特殊
津贴专家，推广研究员，江苏省先进工作者。一直
从事畜牧兽医技术推广与管理工作，发表专业论文
四十余篇，主持或参与编写专业书籍（丛书）十余
本。2006 年率先提出“人病兽防”大公共卫生观，
并发表于《微生物与感染》、《中国牧业通讯》等
期刊。

袁日进
研究员 / 总畜牧兽医师

研究员主要从事动物病毒学研究。先后主持了国家
重点研发项目等 20 余项，获得 5 项省部级科技成
果奖励，获得新药证书 5 个，临床批文 7 项，出版
专著 6 部，发表论文 160 余篇。建立了我国狂犬病
防控的全面的技术和产品体系，发现了我国首起非
洲猪瘟疫情。

扈荣良 
研究员

1990 年 7 月获得中国农科院研究生院硕士学位。
历任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淡水渔业研究中心助理研
究员、无锡化十动物营养保健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余姚天邦饲料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以及天邦食品
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现任天邦食品股
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

张邦辉 
董事长、总裁

中山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生
猪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国家生猪遗传改良计
划专家组组长、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委员会猪专业委
员会副主任委员、国家畜牧业标准化委员会委员。
兼任中国动物数量遗传研究分会副理事长，主要从
事动物遗传育种领域研究。

陈瑶生
教授

博士，研究员，现为中国动物卫生与流行病学中心
下属国家外来动物疫病研究中心主任，国家非洲猪
瘟参考实验室主任，全国动物防疫专家委员会、全
国动物卫生风险评估专家委员会委员、全国动物卫
生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一直致力于非洲猪瘟、
小反刍兽疫、牛结节性皮肤病以及疯牛病等重大外
来动物疫病的综合防控技术研究，先后主持和参加
十二五、十三五等国家级科研项目。组织研制的非
洲猪瘟、小反刍兽疫等诊断试剂在全国得到广泛应
用，在相关诊断、监测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2018 年 8 月我国首例非洲猪瘟在辽宁沈阳爆发以
来，带领团队在第一时间完成疑似疫情确诊和复核
工作，组织开展全国非洲猪瘟监测和专项流行病学
调查，全面推进新型疫苗、诊断试剂研制工作，为
非洲猪瘟防控工作提供有力技术支撑。

吴晓东
研究员

获南京农业大学农学学士学位及兽医硕士学位；执
业兽医师、美国猪兽医协会会员。现任环山集团养
猪事业部健康管理部总经理。曾任职于卡美农业技
术咨询（苏州）有限公司及北京恩睿康农业技术
咨询有限公司。2014 年起长期跟随 Joe Connor, 
Mauricio Dutra，Wayne Johnson，Bill Hollis 等国
际兽医专家在国内从事农场拜访及生产兽医咨询服
务工作。在美国，丹麦，斯洛伐克等国家的高水平
农场进行系统的养猪生产培训，致力于猪群基因潜
能最大化的达成。 

赵康宁
总经理

博士，副研究员，硕士生导师，中国农业科学院上
海兽医研究所成果转化处副处长 , 从事虫媒和虫媒
病毒的基础和应用研究，目前主要开展流行性乙型
脑炎病毒等虫媒病毒的致病机制、防控新技术的研
究。先后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973”计划子
课题等国家、省部级课题 15 项。发表学术论文 90
余篇，其中第一或通讯作者在 PLoS Pathog、Front 
Microbiol 等杂志上发表 SCI 论文 20 篇。主编、参
编《动物解剖生理》《动物防疫与检疫技术》等教
材 3 部，获得授权发明专利 14 项。

魏建超
副研究员

江苏省农业科学院研究员，博导，亚洲支原体组织
（Asian Organization for Mycoplasmology, AOM）

理事长（2018-），江苏省“333 高层次人才”第
一层次培养对象（2016-2020），享受国务院“特
殊津贴”（2011）。

邵国青 
副研究

山东农业大学 / 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曾任中国畜牧兽医学会
动物遗传育种学分会理事长和信息技术分会理事
长、农业部动物遗传育种与繁殖重点实验室主任、
国家动物遗传资源委员会猪专业委员会委员、全国
生猪遗传改良计划专家组副组长。目前担任中国畜
牧兽医学会常务理事。主要研究领域为动物统计遗
传学和动物育种。作为第一或通讯作者发表论文
200 余篇，其中 SCI 收录论文 100 余篇，主编专著
4 部、教材 3 部，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2 项（第
1 和第 5 完成人），北京市科学技术一等奖和二等
奖各一项（第 1 和第 2 完成人），中华农业科技奖
二等奖、教育部科技进步二等奖和广东省科技进步
一等奖各一项（第 3 完成人）。

张勤
教授

（排序不分先后） （排序不分先后）

第七届南农猪业大会暨 2023 钟山猪业博览会拟就 :

新发及流行猪病、猪场疫病净化、生产管理和降本增效、绿色养殖、新型智能化养殖、
遗传育种及种质资源保护、精准营养等行业关注、专家聚焦的方面进行课程设置，
欢迎有意向的赞助商合作洽谈！



1312

（排序不分先后） （排序不分先后）

张建强博士是爱荷华州立大学兽医诊断实验室病毒
学 / 分子诊断部门的副教授和病毒学家。他在兽医
病毒的经典病毒学和分子诊断方面拥有丰富的经
验。他目前的研究重点是兽医病毒的诊断，发病机
制和疫苗开发，特别是研究猪肠道冠状病毒和猪生
殖和呼吸综合征病毒。他有＞ 100 篇期刊文章，
~30 份推广出版物，9 个书籍章节，>240 份会议论
文 / 摘要 , 和 >60 个获邀演讲报告。他是《猪病学》
（英文第 11 版）的编辑之一以及 JVDI 期刊病毒学
编辑。他目前还担任 AAVLD 病毒学委员会主席。
他最近获得的奖项包括 2015 年爱荷华州立大学兽
医学院早期职业成就研究奖、2016 年 Zoetis 兽医
研究卓越奖，2016 年爱荷华州立大学早期研究成
果奖，及 2018 年 JVDI 最佳文章奖。

Dr. Jianqiang Zhang
博士

博士，中国兽医药品监察所二级研究员，国家 /OIE
猪瘟参考实验室首席专家。长期致力于猪瘟流行病
学、信息系统建立、诊断新技术研发、致病机制以
及猪瘟防控净化技术研究并取得突破性进展，为我
国猪瘟防控及净化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撑。先后获
得 6 项国家级、省部级奖励，发表学术论文 60 篇，
主编《猪瘟》著作。获得农业部具有突出贡献的中
青年专家、国务院特殊津贴、振兴中国畜牧贡献奖
十大杰出人物、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
和新中国 60 年畜牧兽医科技贡献奖（杰出人物）
荣誉称号。现担任中国畜牧兽医学会传染病分会常
务理事、北京畜牧兽医学会常务理事。

王琴
博士 / 研究员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博士后。华南农业大学兽医学
院预防兽医学主任，国家生猪产业技术体系岗位专
家。目前主要从事畜禽疫病诊断技术及分子生物学
相关方面的研究。负责华南地区猪群疫病的流行病
学调查研究。迄今共主持了多项国家、省部级科研
课题。目前主持的项目包括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
划（863 计划）项目、国家“十五”科技攻关计划、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 10 多项。

张桂红
博 士 / 教 授 / 博 士 生 导
师

现任江苏省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中国兽医
协会常务理事及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全国动物
疫病净化专家组成员。主要从事动物疫病的检测、
监测、诊断及流行病学调查以及防控措施研究。主
持或参加多项部、省级畜禽疫病防制新技术研究或
推广项目。在国内外专业期刊上发表论文 30 余篇，
主编或参编专著 10 多部。先后获得中华农业科技
奖一等奖、江苏省农业丰收奖一等奖、江苏省农业
推广二等奖、江苏省科技进步三等奖等省部级奖项。
直接参与或指导了江苏省首例及后两起非洲猪瘟疫
情的诊断和流行病学调查等工作。

董永毅
推广研究员

动物疫情应急专家，曾任广东省养猪行业协会专家
委员会召集人，现任农业农村部种猪质量监督检验
测试中心（广州）质量负责人，兼检测室主任。
樊福好在国际首创“健康评价体系”，提出“血液
学”和“唾液学”应同时进行研究的看法。在血液
学方面，创立【健康度】，用数据和指标真实反映
机体的健康程度，量化健康，指导生产；发明【血
液保护液】，在采集血样时，能够保持样品物理、
化学形态稳定，使样品能够长时间保存，减少变质；
同时创立更为精确的【糖度】检测技术，指出机体
血糖变化与健康的关系；首先系统提出了【猪群低
血糖】在养猪生产中的危害，制定了猪群血糖标准。
在唾液学方面，创立【活度】、【朊度】等检测技术，
研究了机体唾液酶等物质变化与健康的关系，同时
也提出【寒度】和【热度】的检测，量化动物机体“寒
凉温热”的状态，极大地促进了中医的量化发展。
樊福好还创立了中医新体系，提出新五行及其量化
评价、“病原的性别”以及“唾液朊度决定抵抗力”
等观点。在非洲猪瘟防控方面，提出了唾液检测、
饲料熟化、环境热化、定点清除（拔牙式清除）、
窗口期检测、营养冗余等概念。被行业称为“中国
养猪业唾液学之父”。

樊福好
博士 / 研究员

现任青岛农业大学动物医学院院长。享受国务院特
殊津贴专家，国家生猪产业技术体系智能化养殖岗
位科学家，兼任国家生猪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副
理事长，中国畜牧兽医学会动物传染病学分会第九
届理事会常务理事，中国畜牧兽医学会动物微生态
学分会第五届理事，山东免疫学会兽医免疫学专业
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农产品流通经纪人协会畜
禽产业经纪人分会会长，山东省畜牧经济研究会副
会长，青岛市畜牧兽医学会会长。
主讲动物传染病学、动物疫病学专题和预防兽医学
Seminar 等专业课程。致力于动物传染病快速诊断、
病原微生物的分离与鉴定、新型疫苗及新型佐剂、
中兽药制剂、动物疫病早期监测和群体疫病早期预
警技术的研究。建立了多种动物传染病的 PCR 及
ELISA 快速诊断方法，研制多种安全有效的弱毒疫
苗、灭活疫苗及新型生物兽药。

单虎
博士 / 教授

中国农业科学院哈尔滨兽医研究所所长，中国农业
科学院研究生院兽医学院院长，国家动物疫病防控
高级别生物安全实验室主任，国家非洲猪瘟专业实
验室主任，重要人兽共患病与烈性外来病研究创新
团队首席研究员，黑龙江省“头雁计划”团队头雁；
兼中国畜牧兽医学会副理事长、中国畜牧兽医学会
生物技术学分会理事长及中国兽医协会副会长。
长期从事重要人兽共患病与烈性外来病防控理论创
新和技术研发。研制了禽流感新城疫重组二联活疫
苗，为国内外第一个生产应用的负链 RNA 病毒活
载体疫苗，获一类新药证书，应用超过 280 亿羽份；
研制了布鲁氏菌抗体单抗竞争 ELISA 试剂盒，通过
国家新兽药注册；研制了羊种布鲁氏菌基因缺失标
记疫苗，克服了免疫和感染病原学与血清学鉴别诊
断关键技术瓶颈。针对非洲猪瘟、牛皮肤疙瘩瘤，
以及尼帕脑炎、西尼罗热、裂谷热、中东呼吸综合
征和埃博拉出血热等烈性外来病，开展有关防控技
术的前瞻性研究。发表 SCI 收录论文 120 余篇；获
发明专利 30 余项，国家一类、二类新兽药证书各
1 项；获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 1 项。

步志高
博士 / 研究员

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四川农业大学校
长，国家“万人计划”科技创新领军人才，国家有
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人
选，享受国务院政府津贴，教育部科技委农林学部
委员，四川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国家生猪产业技
术体系四川省创新团队岗位专家。中国畜牧兽医学
会理事，农业部动物抗病营养与饲料重点实验室主
任，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民盟中央委员。
首创母猪系统营养原理，构建了母猪系统营养参数
与配套技术，显著提高母猪单胎和终身繁殖力；阐
明了营养调控母猪情期启动、卵母细胞质量和胚胎
存活及胎儿发育的部分机制，建立了提高母猪发情
和配种率、降低妊娠母猪胚胎死亡率、增加母猪泌
乳量的营养技术方案。

吴德
博 士 / 教 授 / 博 士 生 导
师

农学博士，中国农业大学动物医学院教授、博士生
导师。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入选国家百千万
人才工程，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国家
973 项目首席科学家，全国农业科研杰出人才，北
京市教学名师。国际猪兽医学会（IPVS）执委会委
员、农业部动物流行病学与人畜共患病重点实验室
主任、国家生猪产业技术体系疫病控制研究室主任
和岗位专家、农业部动物防疫专家委员会猪病组组
长、国家农业转基因安全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现任
中国畜牧兽医学会秘书长、禽病学分会理事长、动
物传染病学分会副理事长、中国兽医微生物学专业
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主要从事猪繁殖与呼吸综合征
等猪病毒性疫病的分子病原学与分子流行病学、诊
断与防治技术、致病与免疫机制研究。主编《中国
猪病学》、《动植物检疫概论》、《动物免疫学》。
在 Journal of Virology、Autophagy、Virology 等
国外学术刊物发表 SCI 论文 50 余篇。 

杨汉春
博士 / 教授 / 博士生导师

现任新希望六和首席科学家，曾任美国谷物协会北
京办事处技术主任 , 技术工作的重点是现代养猪企
业的生产效率和健康管理 , 同时兼顾现代饲料生产
的加工过程控制和质量管理。
十几年前开始系统学习美国在群体条件下疾病鉴别
防控和生产效率管理技术。当时不同亚型的猪繁殖
和呼吸综合征病毒给北美的养猪业造成很大损失 ,
美国全国性联动的猪伪狂犬病净化工作刚刚起步 ,
传统的细菌疾病在猪场表现出不同于以往的发病模
式 , 各个与养猪业相关的大学和机构都在努力研究
应对之道。这期间的学习主要集中在猪场的生产记
录分析、生产条件下疾病的鉴别诊断、实验室技术、
场内选育、繁殖管理和精准营养。

闫之春
博士

中国动物卫生与流行病学中心下属国家外来动物疫
病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国家非洲猪瘟参考实验室
主任。长期致力于非洲猪瘟、小反刍兽疫、疯牛病
等重大外来动物疫病的综合防控技术研究，研究成
果为我国外来病防控工作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撑。
先后主持和参与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等国家级
科研项目，获得多项省部级科技奖。先后发表 SCI 
论文 20 余篇、中文核心期刊论文 70 余篇，主编专
著 2 部、主译专著 1 部，授权发明专利 4 项。2013 
年底小反刍兽疫再次传入我国后，全程参与指导了
新疆、甘肃和内蒙古疫情的现场处置和流行病学调
查工作，具有丰富的外来动物疫病传入疫情的应急
处置经验。

吴晓东
博士 / 研究员

南京农业大学动物医学院院长，农业部动物细菌学
重点实验室主任，教育部动物健康与食品安全国际
合作联合实验室主任，全国农业科研杰出人才与创
新团队，江苏省“333”工程人才（第二层次），
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
全委员会委员；中国畜牧兽医学会动物传染病学分
会、生物制品学分会及生物技术学分会副理事长。
国家生猪产业技术体系岗位专家，长期从事畜禽重
要传染病学研究，发表研究论文 270 篇，其中 SCI 
论文 95 篇，获国家发明专利 12 项，国家标准 2 项，
新兽药注册证书 5 个。主编出版教材和专著 9 部。
培养全日制博士生 37 名（留学生 3 名）和硕士生
159 名。获江苏省科学技术奖一等奖 1 项，其它部
省级 科技成果奖 8 项，国家发明专利优秀奖 1 项。

姜平
博士 / 教授 / 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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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执业兽医师、硕士生导师，现任新希望六和
养猪研究院兽医研究室主任、西藏新好健康管理部
总经理、资深兽医师。研究方向为猪群重要疾病的
流行与诊断、新生物安全防控与净化、疾病发生与
恢复的经济模型等。近年来，在猪群健康管理的研
究和实践工作中带领团队构建“生猪产业链闭环生
物安全体系”，其中在猪重大疾病（ASF、PRRS、
PR、PED、CSF 等）的防控和净化方面建立了技术
方法、评估标准和经济指标，并取得阶段成果。期
间主持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子课题（非洲猪瘟防控技
术体系研究）1 项，山东省生物物理重点实验室开
放课题 1 项，集团科技攻关及总部级研发 2 项、
研究院立项研发 9 项等，共获支持科研经费超过
1000 万元，经济效益超过 2 亿元（至 2019 年度）。
第一及通讯作者发表相关研究论文 15 篇，已授权
专利 5 项。2018 年首批入选新希望集团“百名科
技领军人才计划”专家成员、获 2018 李曼中国“莫
教授科学实践奖”，2019 南农国际猪业论坛“青
年才俊兽医师奖”，2020 年度杰出中青年兽医奖。

李孝文
博士 / 硕士生导师

佰高威盛公司技术总监
大型养殖企业工作 20 余年历任技术员、生产科长、
场长、技术总监，有丰富的现场经验，并形成了一
套成熟的生产管理方案。
2007 年加入默沙东动保公司，从事技术服务工作，
是国内为数不多的实战管理专家。
2012 年 7 月加入佰高威盛（上海）动物药业有限
公司。

席祖义
技术总监

Hans Nauwynck 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哺乳动物病
毒性疾病的细胞及分子致病机制，特别是针对病毒
入侵宿主靶细胞机制的研究以及病毒逃避宿主天
然免疫的基础研究 , 主持及拥有 139 项研究项目，
指导过近百名博士及博士后，拥有 11 项专利和两
项企业孵化单位，在 PLos pathogen，Journal of 
virology，Frontiers in Microbiology，Frontiers 
in Cellular and Infection Microbiology, Vaccine, 
Journal of general virology, Virology，Viruses, 
Veterinary Microbiology, Veterinary research 等国
际期刊杂志发表文章 400 多篇，在国际会议做口头
及海报报告 361 次，在国内会议做口头及海报报
告 220 次，主办过两次欧盟兽医病毒学会（2005 & 
2017）；2015 年国际蓝耳病毒学研讨会及 2017 年
国际疱疹病毒学会，15 项国际会议的会务组组织
者及委员会成员。

Dr. Hans Nauwynck
PRRSV 世界级专家

兽医硕士，国家执业兽医师
普莱柯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产品技术总监，从事
猪场临床管理服务工作 10 余年，曾任 20 万头养猪
生产线生产总监，对规模化农场生产预算、生物安
全、标准化建设、疫病防控等方面经验丰富，在专
业期刊杂志上发表文章数十篇，开展养猪技术讲座
千余场，培养一线养猪人员数万人，具有丰富的临
床诊断和管理实战经验。

阮坤祥
兽医硕士

博士：2003 爱荷华州立大学
专业 :  动物遗传育种学
硕士 1998 内布拉斯加大学林肯分校
专业 :  动物科学
本科 1992 俄亥俄州威尔明顿学院
专业 :  农业
皮 埃 西 Pig Improvement Company (PIC) – 田 纳
西州亨德森维尔 & 中国 . 2003 年至今
Triumph Pork Group, LLC – 明 尼 苏 达 州 新 阿 尔
姆—2001
美国国家猪肉委员会 – 爱荷华州 得梅因—1998 到
2001
DEKALB Choice Genetics – 堪萨斯城 普莱恩斯—
2000
国际基督教会 –1994 到 1997

大卫·凯西
博士

营养学教授
大学教员
北卡罗莱纳州立大学动物科学系
博士后  伊利诺伊大学厄本那 - 香槟动物营养学  2000 年 12 月
博士     伊利诺伊大学厄本那 - 香槟动物营养学  1999 年 4 月
硕士     首尔国立大学，首尔，韩国动物营养 1995 年 2 月
学士     首尔国立大学，韩国首尔动物科学 1993 年 2 月
荣获美国饲料工业协会非反刍动物营养研究奖 - 美国动物科学
学会，2017 年
授予美国日本科学合作组织 Harry C. Kelly 纪念基金。北卡罗
莱纳州立大学国际事务办公室，2016 年
第三届亚热带地区可持续农业国际研讨会，荣获杰出演讲奖。 
2015 年
韩国大韩民国科学技术，信息通信技术和未来规划部领导小
组导师 , 韩国创新中心，2014 年至今
荣获北卡罗莱纳州立大学颁发的 Gertrude M. Cox 科技创新教
学卓越奖
弗农·R·扬国际氨基酸研究奖。美国营养学会，2010 年
荣获 AJAS / CAPI 杰出研究奖。亚澳动物生产协会，2008 年
授予早期职业成就奖。美国动物科学学会，2008 年

Sung Woo Kim
教授

华南农业大学动物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
家蛋鸡产业技术体系岗位科学家，温氏食品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畜牧兽医学会家畜
生态学分会顾问，中国农业工程学会畜牧工程分会
副理事长，“农业农村部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
用技术指导委员会”专家委员，世界银行贷款广东
农业面源污染治理项目牲畜废物管理专家。主编《家
畜生态学》（全国高等农林院校规划教材），《规
模化猪场用水和废水处理技术》、《生态养猪新模
式》等；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等奖项。

廖新俤
博 士 / 教 授 / 博 士 生 导
师

Derald Holtkamp 博士是美国爱荷华州立大学兽医
学院兽医诊断与生产动物医学 (VDPAM) 的教授。他
在爱荷华州立大学获得了医学博士学位、农业经济
学硕士学位和农业商业学士学位 ( 辅修统计学 )。在
加入爱荷华州之前，他是一名私人兽医顾问。他还
曾担任 ADViSYS Inc. 的技术服务兽医，MetaFarms 
Inc. 的猪应用副总裁，E-Markets Inc. 的猪肉开发
总监，以及北卡罗来纳州华沙 Smithfield Foods 的
兽医和服务经理。Holtkamp 博士的研究重点是生
物安全、疾病风险评估和动物健康和疾病的经济学，
重点是 PRRSV 和 PEDV。他撰写了 36 篇同行评议
的论文，经常在美国和国际上发表演讲，受邀发表
了 170 多篇演讲，指导了 200 多名专业和研究生。

Derald Holtkamp
博士

主要研究方向：猪遗传资源保护、种质特性挖掘与
创新利用；猪健康生产及其 HACCP 体系建设。南
京农业大学养猪研究所所长。全国万名优秀创新创
业导师人才库导师。兼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委员会猪
专业委员会委员、国家生猪遗传改良计划专家组成
员、国家畜牧业标准化委员会委员、国家生猪产业
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常务副理事长、中国畜牧兽医学
会养猪学分会副理事长、中国畜牧兽医学会动物遗
传育种学分会理事、江苏省优良品种培育工程生猪
协作攻关组首席专家、江苏现代农业（生猪）产业
技术体系首席专家、江苏省畜禽遗传资源委员会委
员猪专业委员会主任、江苏省畜牧业标准化委员会
委员、江苏省畜牧兽医学会理事等职。项目 50 余项，
参与育成国家级猪新品种 1 个，论文 150 余篇、论
著 20 余部。部省级科技进步奖 8 次，标准 6 个，
专利授权 20 余项。

黄瑞华
博 士 / 教 授 / 博 士 生 导
师

日本山口大学兽医学博士，美国辛辛那提大学博士
后，中国农业科学院上海兽医研究所所长兼党委书
记，猪呼吸道传染病团队首席，中国畜牧兽医学会
理事、上海市畜牧兽医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上
海市免疫学会理事兼畜牧兽医免疫专业委员会主任
委员。主要开展猪呼吸道传染病、乙型脑炎等动物
疫病研究，探究宿主先天性抗病毒反应机制及病毒
逃逸机制，寻找抗病毒药物设计的靶标分子，研发
新型诊断技术和疫苗。
主持转基因重大专项、十三五国家重点研发项目、
“973”计划课题、公益性行业项目课题、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等国家、省部级科研课题多项，发表学
术 论 文 100 多 篇， 其 中 在《PLoS Pathog》、《J 
Virol》、《Mol Cell Biol》、《J Biol Chem》等杂
志上发表 SCI 论文 40 多篇，累计影响因子 100 多分。
培养博士硕士研究生 20 多名。

马志永
博士后 / 研究员

博士，执业兽医师，教授级高工
2006, 博士 , 兽医微生物与免疫 / 生物医学工程 , 浙
江大学；2001, 学士 , 兽医，浙江大学
工作经历：2019.06-  首席科学家，双胞胎集团养猪
事业部；2013.04-2016.03  兼职教授，浙江农林大
学；2011.04- 首席科学家，      杭州贝尔塔诊断实
验室；2010.06-2013.08  技术服务经理，上海 ( 瑞士 )
诺华动物保健有限公司；2007.04-2010.06  博士后，
美国密苏里大学分子微生物与免疫系；2006.07-
2007.03  技术服务专员，上海 ( 瑞士 ) 诺华动物保
健有限公司。
奖励、荣誉  、社会兼职 ：2018 年杭州市下城区首
届“奋楫新时代·青春榜样” 荣誉称号；2017 年中
国畜牧兽医学会年度研究进步奖；2014 年中国创
新创业大赛生物医药行业总决赛第 8 名；2014 年
浙江省“火炬杯”创新创业大赛三等奖；入选浙江
省“千人计划”（2012）和杭州市“521”全球引
才计划（2012）；入选杭州市“131”人才计划（2014）；
浙江省科学技术一等奖（2009），排名第 3；浙江
省科学技术一等奖（2002），排名第 9；杭州市科
普专家；中国免疫学会员和浙江省免疫学会终身会
员；发表学术论文 30 余篇，其中 SCI 论文 12 篇；
获得国家发明专利授权 8 项。

李龙
博士 / 执业兽医师

北京爱德士元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高级技术经理，
预防兽医博士
2005 年 -2008 年北京爱德士元亨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负责华东六省的销售技术工作
2008 年加入梅里亚，任技术服务经理，负责猪部
门的全国技术服务工作
2017 年入职勃林格，担任技术经理，负责 KA 的技
术服务工作
2017 年 -2018 年法国诗华，任全国技术经理，负
责猪团队的疫苗和化药的全国技术服务工作
2018 年 6 月加入北京爱德士元亨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任全国高级技术经理，负责猪团队田间技术服
务工作

李昭春
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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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教授 / 博导（DVM，PhD），中国农业大学动物
医学院
研究方向为动物分子病毒学与免疫学，主要从事猪
繁殖与呼吸综合征等病毒性传染病的分子致病机
制、遗传变异规律、感染与免疫机理以及猪场疫病
综合防控体系的研究。
博士期间师从杨汉春教授，获全国百篇优秀博士
论文奖。毕业后获工业界研发项目支持，赴美国
佛吉尼亚理工大学兽医学院进行博士后研究，指
导教授为美国科学院院士 Xiang-jin Meng。目前
为中国微生物学会兽医微生物学专业委员会青年
学组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长，中国兽医杂志编委，
Veterinary Microbiology 等国外期刊审稿人。在国
际病毒学研究权威期刊 Plos Pathogens， Journal 
of Virology，Emerging Infectious Diseases 等发表
SCI 文章近 40 篇。
作为国家生猪产业体系疫病控制室研究人员，热衷
服务临床生产，具有猪场疾疫病诊断和控制的相关
经验，开设有 VETMOOC 公众号，致力于猪兽医知
识科普。

周磊
副教授 / 博导

华南农业大学兽医学院副教授；动物寄生虫病防控
临床实践型专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首席研发专家；
佛山市正典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技术总监；《养禽与
禽病防治杂志》副主编。
主讲研究生及本科生课程多门；主编《集约化猪场
实用驱虫技术手册》；参编《禽类寄生虫学》、《禽
病学》、《兽医寄生虫学》、《小动物寄生虫病学》
等教材专著，发表论文 100 余篇。主持或参加国家
级课题 10 多项、省部级课题 10 多项；创新性提出
集约化猪场“四加一”驱虫模式，在动物球虫免疫
研究领域取得多项技术突破，获多项科技成果奖励。

翁亚彪
副教授

南京博维特健康管理公司创始人，中农兽医学博士，
南农大预防兽医系硕士，中欧商学院总裁班学习、
执业兽医师。从业 12 年，曾在集团化养猪企业与
国际育种公司从事过猪群健康管理（山东环山集
团）、种猪育种与营养（海波尔亚洲区生产经理）、
生产管理、研究院院长与大型企业经营管理（汉世
伟食品总裁）等多项养猪产业链的工作。涉及科研、
生产与兽医实践，综合经营管理等多领域。
曾多次在李曼中国、中美猪业论坛、APVS、IPVS
等大型技术研讨会分享报告，至今已发表 60 多篇
养猪生产、健康管理、育种等养猪产业文章，其中
中文核心期刊 7 篇，SCI 论文 2 篇。获得发明专利
三项。

曲向阳
博士

现任南京农业大学动物医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
师。农业部生猪产业体系专家库后备成员。教学方
面主要从事本科生“动物性食品卫生学”和研究生
的“兽医公共卫生”教学工作。科研方面主要研究
方向为副猪嗜血杆菌病、猪丹毒、猪萎缩性鼻炎等
细菌性疾病的流行病学调查，耐药机制、致病机制
和免疫机制研究，细菌学疫苗的研发等。
科研项目：
1. 评估副猪嗜血杆菌猪群感染状态抗体芯片的制
备，2016-2021，科技部、“十三五重点研发计划”
子项目，30 万。
2. 猪萎缩性鼻炎灭活疫苗的研制，2016-2021，江
苏南农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横向项目，210 万。
3. 猪萎缩性鼻炎灭活疫苗、猪丹毒弱毒活疫苗和副
猪嗜血杆菌菌影疫苗的的研制 ,2016-2021，成都生
物天邦生物制品有限公司，横向项目，200 万。
4. 猪蓝耳病和猪圆环病毒病临床免疫评价技术华东
区域试验示范，2012-2016，农业部、“公益性项目”
子项目，180 万。

李玉峰
博士

（中英合资）伊科拜克动物保健品有限公司全国技
术部经理，曾先后在绵阳市种畜场、江苏省农科院
兽医研究所、南京天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等单位任
职，组建了畜禽疾病检测实验室为华东地区养殖场
提供疾病检测诊断服务。工作期间，他担任过猪场
主管、疫苗生产车间主任、疫苗质量品控主管、疫
苗研究项目小组长、实验室主任、多个规模化猪场
顾问和技术服务经理等职务，现任（中英合资）伊
科拜克动物保健品公司全国技术部经理。工作期间，
在国内不同期刊发表文章 30 余篇、SCI 文章两篇和
获得发明专利四项。

邓小红
博士

1980-1984 年：福建农学院牧医系畜牧专业本科。
1985-2000 年：福建省福州市农业委员会，从事省
会城市 " 菜篮子 " 保障工程。2000-2010 年：先灵
葆雅动物保健公司工作。2011-2018 年：爱德士科
技公司工作。2018 年至今：福建傲农集团工作。

吴俊
副总经理

美国爱荷华州立大学访问学者，现任广东省农业科
学院动物卫生研究所生物技术研究室主任，副研究
员。长期从事畜禽新型分子诊断试剂研发及病毒性
腹泻疫苗研制工作，先后承担各类项目 15 项。获
广东省科技进步三等奖、广东省农业技术推广奖一
等奖各 1 项，申报国家发明专利 25 件，获得授权
13 件；在国家级学报或核心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
30 余篇。
与勃林格殷格翰（上海）贸易有限公司、硕腾（上海）
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等动物保健外资企业长期合作，
系统参与其兽用疫苗研发、评估及规模化猪场疫病
技术服务。相关研究成果特别是猪流行性腹泻综合
防控技术已广泛应用于广东省规模化养殖企业。

张建峰
博士

京东数字科技集团数字农牧部副总经理
多年深耕人工智能、计算机信息技术领域，致力于
新技术与第一产业的深度融合，利用新技术对农业
生产、加工、销售、流通、服务等环节进行监控和
管理。实现畜禽健康养殖的目标，建立养殖档案、
兽药饲料，疫病及防疫效果监测电子化，建立跨产
业的数字生态联动。近年来先后组织开发、推出生
猪智能养殖解决方案，数字屠宰交易服务平台、数
字农业物联网平台等，并联合京东金融、京东商城、
京东云、京东物流等京东生态，全方位赋能农业产
业链上下游各环节，应用成效显著，得到各级政府
和企业领导高度认可，引领行业技术发展。

李佳隆
副总经理

现任南京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教授、博导、动物
遗传育种与繁殖系副主任。中国畜牧兽医学会（高
级会员）养猪学分会理事，华夏地方猪产业技术创
新战略联盟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国家生猪产业技术
创新战略联盟常务理事。
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江苏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国家公益性行业专
项子项目、淮安市科研和人才项目以及企业横向项
目等 18 项；发表科研期刊论文 60 篇；参编学术专
著或教材 5 部；获国家专利授权 18 项；获国家软
件著作权证书 2 项；获江苏省科学技术奖二等奖和
中华农业科技奖二等奖各 1 项。

周波
博 士 / 教 授 / 博 士 生 导
师

中航证券金融研究所副所长，中航证券资产管理委
员会委员、股票质押委员会委员、新三板内核委员
会委员，证券期货从业超过 10 年，主要研究方向
为农林牧渔
曾两次担任清华大学套期保值高级研修班特聘讲师
2009-2013 年《新饲料》杂志特约撰稿人
参与多项期货交易所研究课题，参与过的主要课题
如下：
1、大连商品交易所黄大豆 2 号合约及规则完善
2、中金所会员期权业务准备联合研究
3、大连商品交易所鸡蛋合约交割制度完善

彭海兰
博士

高级兽医师，2002 年毕业于中国农业大学动物医
学院，预防兽医学专业。曾担任科技部科技支撑计
划项目子课题负责人，省（或直辖市）级科技项目
主持人，曾任中国畜牧兽医学会及其传染病分会理
事。
2002 年至今，先后在动物疫苗领域相关的上市公
司工作。现任兆丰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大北农集
团旗下疫苗科技产业）技术总监。多年来一直从事
动物疫苗的研发、生产和技术服务工作。包括多种
动物疫苗的实验室研究、中试生产及工艺研究，动
物疫苗临床效果评价，新技术在动物疫苗质量评价
中的应用研究等。

何召庆
博士

南京农业大学动物营养硕士、预防兽医学硕士；美
国马里兰大学免疫学博士。现任天康生物股份公司
制药事业部全国技术服务总监。
于 Nature Biotechnology, PNAS, The Journal of 
Immunology 等期刊发表文章多篇；在动物营养、
饲料生产、动物疫苗研发和推广、养猪生产等领域
都有着深厚的理论功底和丰富的实际经验，2014
年原创性地提出了伪狂犬防控“三剑合一”免疫策
略；2017 年提出“夹心法”蓝耳免疫新思路；目
前专注于猪瘟净化新思路的探索和推广。

曾容愚
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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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序不分先后） （排序不分先后）

多年来先后从事动物传染病与人兽共患病的教学、
科研工作。现任广东省农业科学院动物卫生研究所
人兽共患病研究室主任，康奈尔大学访问学者。主
持和参加了各级各类科研课题近 50 余项，获得省
部级科技成果奖 6 项，授权专利 3 项，参与制定国
家、省部级标准并实施 3 项。
主编专著《牛病防治手册》、《科学养牛指南》、
《兔出血症及其防制》三部，副主编专著《科学养
殖一本通 ( 一 )》一部，参编专著《规模化养殖场
口蹄疫综合防控技术》、《猪瘟及其防制》、《兽
医手册》、《畜禽防疫》、《野生动物疫病学》五部。
发表研究论文 50 余篇。任广东省生猪产业体系疫
病防控岗位专家、广东省养猪行业协会专家委员会
委员、中国畜牧兽医学会口蹄疫学分会理事等十多
项社会任职。

向华
博士

现任安徽农业大学教授、博导，国家畜禽遗传资源
委员会委员，国家生猪遗传改良计划专家组成员，
全国猪联合育种协作组专家组成员，安徽农业大学
校学术委员会委员，安徽省现代生猪产业技术体系
首席专家，安徽省学术与技术带头人，安徽省“猪
生物育种 115 产业创新团队”带头人，安徽农业大
学“猪育种与生产 PI 团队”带头人，中国畜牧兽
医学会养猪学分会常务理事，动物遗传育种学分会
理事，安徽省畜牧兽医学会理事，安徽省农产品质
量安全专家组成员。主要从事猪遗传育种与生产技
术研究，先后主持与参加国家 973 项目、863 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省科技攻关项目 40 余项，研
究成果 10 余项，获省级科技进步获 6 项。近年来
在国内外公开发表研究论文 150 余篇，参与专著及
教材编写 7 部。

殷宗俊
博士 / 教授 / 博士生导师

现为福建农业科学院畜牧兽医研究所研究员、福建
光华百斯特生态农牧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
福建农林大学兼职教授，国家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
系综合试验站站长，福建畜牧兽医学会副理事长及
养猪分会副理事长，中国畜牧业协会养猪分会常务
理事。
长期从事猪遗传育种研究及产业开发工作，先后主
持国家、省、市科技项目 20 多项，发表学术论文
50 多篇，出版专著 2 本。获全国农牧渔业丰收奖
农业技术成果奖一等奖、全国农牧渔业丰收奖农业
技术推广合作奖、福建省科技进步奖三等奖和三明
市科技进步二等奖，科技部三等奖一项，福建畜牧
兽医科技奖二等奖。楼房养猪模式的主要创建人。
先后获得“福建省科技创新领军人才”、“新中国
60 年畜牧兽医科技贡献奖（杰出人物）”、“中
国畜牧行业先进工作者”、“全国农村青年创业致
富带头人标兵”、“中国改革开放养猪 40 年 -- 产
业模范奖”“、全国科普惠农兴村带头人”、“福
建省新长征突击手”、“福州市科普惠农兴村先进
个人”等荣誉称号。

林长光
博士 / 研究员

广西扬翔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副总裁
高级企业信息管理师
国际注册管理咨询师 (CMC)
1995 年大学毕业于进入扬翔公司，至今 24 年，亲
历了扬翔饲料业和养猪业起步、发展、壮大的全过
程，目前主管扬翔公司服务养猪事业部，为中国大
中小规模猪场提供种猪、猪精、饲料及养猪技术服
务，在经历非洲猪瘟的考验和磨炼后，扬翔打造的
铁桶模式和铁桶楼房脱颖而出，铁桶防非解决方案
也是重要的服务内容。现在我们有幸亲历饲料业、
养猪业的巨大转型，一起努力把行业建设好！

高远飞
副总裁

四川农业大学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动物营养研
究所副所长。致力于猪营养与饲料研究，现为中国
畜牧兽医学会动物营养分会理事，四川省畜牧兽医
学会动物营养与饲料分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
四川省饲料工业协会理事；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霍英东基金、农业部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等
10 余个项目的研究工作。入选第三批国家“万人
计划”科技创新领军人才、科技部创新人才推进计
划“中青年科技创新领军人才”、四川省“千人计
划”、四川省“学术与技术带头人”和 “有突出贡
献的优秀专家”；在 Mol Nutr & Food Res、J Nutr 
Biochem、Food & Funct、J Anim Sci 等本领域著
名期刊发表论文 100 余篇，获部省级以上科技奖励
5 项，获授权专利 7 项。

何军
博 士 / 教 授 / 博 士 生 导
师

博士，美国 Louisville 大学医学院博士后。现任华
南农业大学国家生猪种业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猪病功
能实验室主任，动物科学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中国畜牧兽医学会家畜传染病分会常务理事 , 中国
畜牧兽医学会兽医公共卫生学分会常务理事，全国
动物防疫专家委员会委员，广东省突发重大动物疫
情应急管理专家委员会委员、专家组成员。农业部
/ 科技部猪高致病性蓝耳病应急项目评审专家；农
业部 / 科技部行业发展项目评审专家；农业部兽医
生物制品评审专家。获得国家发明专利授权 4 件。
获得广东省科技进步奖二等奖一项（排名第一），
获得国家质检总局科技兴检三等奖一项（排名第
二）。

宋长绪
教授 / 博士生导师

兆丰华生物科技（南京）有限公司技术总监，江苏
省产业教授 副研究员，南京农业大学校外导师。从
事动物疾病诊断、防治，疫苗研发与推广服务工作，
15 年经验与积淀。参与鸡新支流、猪支原体肺炎
等疾病研究与疫苗开发，发表论文 32 篇，取得发
明专利 3 项，农业部二类、三类新兽药注册证书 5 项。
获江苏科技进步二等奖、中华神农科技进步一等奖、
国家发明二等奖各 1 项。
具备十余年兽用生物制品研发、推广、动物疾病诊
断和防治服务工作经验。参与猪支原体肺炎（168 株）
活疫苗、鸡新城疫、传染性支气管炎、禽流感 H9
亚型三联灭活疫苗等的研究与开发，取得农业部二
类、三类新兽药注册证书 3 项，发表论文三十余篇，
取得发明专利两项，获江苏科技进步二等奖、中华
农业科技一等奖和国家发明二等奖各 1 项。

周勇岐
技术总监

南京农业大学动物医学院预防兽医系教授、博士生
导师。2001 年获南京农业大学动物医学院兽医专
业学士学位；2003 年获南京农业大学动物预防兽
医学硕士学位；2008 年获美国阿拉巴马大学伯明
翰分校细胞生物学博士学位；2008-2013 年在加州
大学戴维斯分校兽医学院进行博士后研究；2013
年，作为“引进高层次人才”受聘于南京农业大学
动物医学院。主要研究 DNA 损伤应答信号网络在
肿瘤和病毒感染中的作用机制，在 Genes&Dev、
PNAS、J Virol、JBC、BMC Vet Res 等 国 际 刊 物
发 表 SCI 论 文 29 篇， 其 中 第 一 / 通 讯 作 者 论 文
14 篇， 研 究 成 果 被 Cancer Cell、PNAS、Nature 
communications 等国际著名杂志论文所引用，参
与编写了英文版《分子生物学实验方法——细胞衰
老》。目前主要从以下几方面开展工作：病毒与宿
主相互作用机制；病原流行病学分析；抗病毒药物
及预防制品研发。

钱莺娟
博 士 / 教 授 / 博 士 生 导
师

浙江大学动物科学学院教授，主要从事猪的遗传育
种研究、教学及产业化工作。现兼国家畜禽遗传资
源委员会委员及猪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国家畜禽
良种攻关专家指导委员会委员及地方猪种种质创新
联合攻关项目首席科学家，《全国生猪遗传改良计
划》专家组专家，中国畜牧兽医学会动物遗传育种
分会副理事长、信息技术分会副理事长和养猪分会
副理事长。

潘玉春
博士 / 教授

Beatriz Martínez López 博士是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
分校兽医学院流行病学系副教授，兼任 AES 和动物
疾病建模与监控中心（CADMS）主任。她的研究主
要聚焦于流行病学工具开发和应用，通过空间分析，
风险分析，疾病传播模型，社会网络分析，统计分析，
数据挖掘等定量流行病学方法，评估非洲猪瘟等家
畜和野生动物种群疾病的引入和传播。2013 年起，
她承担了可持续开发的近实时监控和建模工具的研
究，包括大数据分析及其与操作平台的整合。2014
年至今，López 博士担任了伊比利亚美洲兽医流行
病与预防医学会执行委员会（SIEVMP）中、北美
洲地区代表；2009 年至今担任农业和环境风险管
理研究中心科学委员会（CEIGRAM）成员。

Dr. Beatriz Martínez López

博士

约尔格·哈滕教授，“国际动物卫生及健康学会”
理事长、德国汉诺威兽医大学教授。研究方向：农
场动物健康养殖、兽医公共卫生。

Dr. h. c. Joerg Hartung

堪萨斯州立大学兽医学院诊断医学与病理系副教
授，他的研究领域主要集中于对动物以及人兽共患
的重要病毒性疾病分子致病机制及疫苗的研究。
他已经发表了 70 多篇研究论文， 包括在 Nature 
Microbiology, PNAS, PLoS Pathogens， mBio，和
Journal of Virology 等期刊。他被邀请为多个国际
期刊编辑委员会成员，被 20 多个国际期刊杂志邀
请为特约审稿人，还被邀请为多个国际科研管理机
构的项目评阅人。

Dr. Wenjun Ma
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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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瓦赫宁根大学畜牧科学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荷
兰皇家兽医协会兽医微生物学注册专家，荷兰皇
家微生物协会医学微生物学注册研究人员，Global 
One Health 负责人之一。专长为兽医病毒学、新兴
人畜共患病病毒和食源性病毒。

Dr. WHM（Wim）
van der Poel

2019 年获得李曼大会莫教授科学实践奖。2013 年
毕业于南京农业大学，在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工作
一年后，其后在朱稳森博士、康纳博士和马瑞修博
士的指导下工作至今。目前担任丹俄国际在中国区
的总经理职务。

王帅彪
美国猪兽医协会研究生
会员

（排序不分先后）

06 赞助回报 • 大会合作方案
• 演讲合作方案
• 餐类合作方案
• 物料合作方案Sponsorship Return

（排序不分先后）

全方位展现品牌实力   

  多维度创造解决方案

深 度 挖 掘 企 业 价 值                         

助 力 精 准 对 接

行 业 顶 级 智 慧 聚 集， 瞄 准 未 来 机 遇

行 业 龙 头 企 业 聚 焦， 探 寻 发 展 方 向

3500+
参会观众

30%
决策者

100+
全球顶尖猪业大咖

200+
行业龙头企业

超值回报 + 多元化服务，从这次选择开始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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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ain Sponsor

赞助费用：300,000 元
数量 : 独家

主赞助

2. 高频次高价值宣传
会前会中宣传
全渠道推送
大会会议通知、大会公告、大会 20+ 合作媒体通稿等，您的企
业将是其中的重点宣传部分，同时，我们将通过 2w+ 目标客
户数据库同步推送相关信息。

1 块观众注册预登记注册系统首页广告位

大 V 驾到采访一次，并进行视频宣传

会后宣传
12 次南农猪业大会官微全年配合企业宣传

12 次南农猪业大会社群全年配合企业宣传

企业 LOGO 链接至大会网站直至下届会议前 5 个月

>>

>>

>>

>>

>>

>>

1. 课程深度合作
1 节主会场主题演讲
3500+ 目标客户全员参与的大会主场演讲，提升
品牌行业影响力

1 场主会场优先冠名权
优先选择是否进行主会场冠名，全场最好的企业
宣传机会

主会场宣传
主会场会议主画面冠名 logo 露出

大会定制策划服务
内容策划、讲师推荐、独家冠名

>>

>>

>>

>>

• 大会合作方案 >>

3. 高曝光广告权益
大会现场曝光
• 以主赞助的名义出现在大会会议主背景板核心位置上，以及
会议资料上
• 户外拱门一个
• 会刊首页第二页免费刊登彩色内页广告 2 页
• 赞助商简介在大会会刊中刊登

深度专访
企业专访一次，大会全渠道发表，并联合行业资深媒体推送

开幕式致辞
开幕式主席台就座 1 人，点名致谢，2 分钟致辞

>>

>>

>>

4. 大会权益
 1 个光地展位（6*15m2）

免费赠送参会证 100 个
含会议 3 日午餐；超出部分限时团购价 800 元 / 人，会议前一个
月恢复 1500 元 / 人原价

参展证 20 个
含会议 3 日午餐，不含听课

>>

>>

>>

最大化挖掘贵公司的企业价值

围绕全场打通营销链路

100%全面凸显贵公司的品牌价值、企业标识

助力企业全方位赋能品牌营销新升级，获得丰厚的价值回报！

可根据企业需求特制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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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amond Sponsor

赞助费用：200,000 元
数量 : 2 个

钻石
赞助

2. 高频次高价值宣传
会前会中宣传
全渠道推送
• 企业名称或 logo 同步体现在大会会议通知、大会公告、大会
媒体通稿、大会会后报告等上

大 V 驾到采访一次，并进行视频宣传

会后宣传
6 次南农猪业大会官微全年配合企业宣传

6 次南农猪业大会社群全年配合企业宣传

企业 LOGO 链接至大会网站直至下届会议前 5 个月

>>

>>

>>

>>

>>

1. 课程深度合作
1 节分会场专题讲座演讲

半场分会场优先冠名权

定制策划服务

内容策划、讲师推荐、独家冠名

>>

• 大会合作方案 >>

3. 高曝光广告权益
大会现场曝光
• 以钻石赞助的名义出现在大会会议主背景板核心位置以及会
议资料上
• 会刊免费刊登彩色内页广告 1 页
• 赞助商简介在大会会刊中刊登

1 次深度专访

开幕式点名致谢

>>

>>

>>

4. 大会权益
 1 个光地展位（6*12m2）

免费赠送参会证 30 个
含会议 3 日午餐；超出部分限时团购价 800 元 / 人，会
议前一个月恢复 1500 元 / 人原价

参展证 10 个
含会议 3 日午餐，不含听课

>>

>>

>>

最具性价比的合作方案

课程合作足量加持

放大您的品牌价值

可根据企业需求特制方案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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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tinum  Sponsor

赞助费用：150,000 元
数量 : 8 个

铂金
赞助

1. 课程合作
1 节分会场专题讲座演讲或一节分会场
主题讲座冠名

会前会论坛定制策划服务
内容策划、讲师推荐、独家冠名

>>

2. 高频次高价值宣传
会前宣传
全渠道推送
企业名称或 LOGO 同步体现在大会会议通知、大会公告、大会
媒体通稿、大会会后报告等上

会后宣传
3 次南农猪业大会官微全年配合企业宣传

3 次南农猪业大会社群全年配合企业宣传

企业 LOGO 链接至大会网站直至下届会议前 5 个月

>>

>>

>>

• 大会合作方案 >>

3. 高曝光广告权益
大会现场曝光
• 以铂金赞助的名义出现在大会会议主背景板核
心位置以及会议资料上
• 会刊免费刊登彩色内页广告 1 页
• 赞助商简介在大会会刊中刊登

>>

4. 大会权益
 1 个光地展位（6*9m2）

免费赠送参会证 30 个
含会议 3 日午餐；超出部分限时团购价 800 元 /
人，会议前一个月恢复 1500 元 / 人原价 

参展证 10 个
含会议 3 日午餐，不含听课

>>

>>

>>

激发贵公司的品牌营销效能

驱动贵公司提升品牌营销的效率和效果

挖掘品牌营销新机遇

可根据企业需求特制方案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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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ld  Sponsor

赞助费用：100,000 元
数量 : 15 个

金牌
赞助

1. 课程合作
一节会前会主题讲座或一节分会场主题讲
座冠名

会前会论坛定制策划服务
内容策划、讲师推荐、独家冠名

>>

>>

2. 高频次高价值宣传
会前会中宣传
全渠道推送
企业名称或 LOGO 同步体现在大会会议通知、大会
公告、大会媒体通稿、大会会后报告等上

会后宣传
3 次南农猪业大会官微全年配合企业宣传

企业 LOGO 链接至大会网站直至下届会议前
5 个月

>>

>>

• 大会合作方案 >>

3. 高曝光广告权益
大会现场曝光
• 以金牌赞助的名义出现在大会会议主背景板核
心位置以及会议资料上
• 会刊免费刊登彩色内页广告 1 页
• 赞助商简介在大会会刊中刊登

>>

4. 大会权益
 1 个光地展位（6*6m2）

免费赠送参会证 20 个
含会议 3 日午餐；超出部分限时团购价 800 元 /
人，会议前一个月恢复 1500 元 / 人原价

参展证 8 个
含会议 3 日午餐，不含听课

>>

>>

>>

可根据企业需求特制方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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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lver  Sponsor

赞助费用：50,000 元
数量 : 6 个

银牌
赞助

>>

1. 高频次高价值宣传
会前会中宣传
全渠道推送
企业名称或 LOGO 同步体现在大会会议通知、大会公告、大
会媒体通稿、大会会后报告等上

会后宣传
2 次南农猪业大会官微全年配合企业宣传

企业 LOGO 链接至大会网站直至下届会议前 5 个月

>>

>>

• 大会合作方案 >>

2. 高曝光广告权益
大会现场曝光
• 以银牌赞助的名义出现在大会会议主背景板核
心位置以及会议资料上
• 赞助商简介在大会会刊中刊登

>>

3. 大会权益
 1 个光地展位（6*3m2）

免费赠送参会证 15 个
含会议 3 日午餐；超出部分限时团购价 800 元 /
人，会议前一个月恢复 1500 元 / 人原价

参展证 8 个
含会议 3 日午餐，不含听课

>>

>>

>>

可根据企业需求特制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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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装
标展
Hardcover  Standard Booth

赞助费用：20，000 元
数量 : 43 个

标准
展位

Standard Booth

赞助费用：12,000 元
数量 : 4 个

1 个精装标准展位（3*3m2）

免费赠送参会证 9 个
含会议 3 日午餐；超出部分限时团购价 800 元 /
人，会议前一个月恢复 1500 元 / 人原价

参展证 4 个
含会议 3 日午餐，不含听课

企业名称或 LOGO 同步体现在大会会议通
知、大会公告、大会媒体通稿、大会会后
报告等上

以铜牌赞助的名义出现在大会会议主背景
板核心位置以及会议资料上

赞助商简介在大会会刊中刊登

>>

>>

>>

>>

1 个标准展位（3*3m2）

免费赠送参会证 9 个
含会议 3 日午餐；超出部分限时团购价 800 元 /
人，会议前一个月恢复 1500 元 / 人原价

参展证 3 个
含会议 3 日午餐，不含听课

企业名称或 LOGO 同步体现在大会会议通
知、大会公告、大会媒体通稿、大会会后
报告等上

以铜牌赞助的名义出现在大会会议主背景
板核心位置以及会议资料上

赞助商简介在大会会刊中刊登

>>

>>

>>

>>

• 大会合作方案 >>

可根据企业需求特制方案 可根据企业需求特制方案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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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家冠名
晚宴合作
Exclusive Naming Dinner

赞助费用：200,000 元
数量 : 独家

1. 高频次高价值宣传
会前会中宣传
全渠道推送
企业名称或 LOGO 同步体现在大会会议通知、
大会公告、大会媒体通稿、大会会后报告等上

会后宣传
6 次南农猪业大会官微全年配合企业宣传

6 次南农猪业大会社群全年配合企业宣传

>>

>>

>>

• 餐类合作方案 >>

2. 高曝光广告权益
大会现场广告位
• 以晚宴独家冠名的名义出现在大会会议主背景
板核心位置以及会议资料上
• 晚宴椅背贴广告位（赞助商按需定制）
• 晚宴矿泉水套标 ( 赞助商按需定制）
• 晚宴开场预热时，循环播放企业宣传片，企业
领导 3 分钟致辞
• 会刊免费刊登彩色内页广告 1 页
• 赞助商简介在大会会刊中刊登

>>

3. 大会权益
2 个标准展位（6*3m2）

晚宴券 10 张

免费赠送参会证 60 个
含会议 3 日午餐；超出部分限时团购价 800 元 /
人，会议前一个月恢复 1500 元 / 人原价

参展证 15 个
含会议 3 日午餐，不含听课 

>>

>>

>>

>>

可根据企业需求特制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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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日午餐 or
茶歇冠名
Naming Lunch 

赞助费用：80,000 元
数量 : 独家

1. 高频次高价值宣传
会前会中宣传
全渠道推送
企业名称或 logo 同步体现在大会会议通知、大
会公告、大会媒体通稿、大会会后报告等上

会后宣传
6 次南农猪业论坛官微全年配合企业宣传>>

>>

• 餐类合作方案 >>

>>

2. 高曝光广告机会
大会现场曝光机会
• 以特约冠名的名义出现在大会会议主背景板核
心位置以及会议资料上
• 午餐区 / 茶歇区广告牌
• 各会场主持人点名致谢
• 会刊免费刊登彩色内页广告 1 页
• 赞助商简介在大会会刊中刊登

3. 大会权益
1 个标准展位（3*3m2）

免费赠送参会证 15 个
含会议 3 日午餐；超出部分限时团购价 800 元 /
人，会议前一个月恢复 1500 元 / 人原价

参展证 5 个
含会议 3 日午餐，不含听课 

>>

>>

>>

可根据企业需求特制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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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料合作方案 >>

>> 大会公共物品

>> 其他物料赞助

Print Advertising Offers

Other Material Sponsorship

物品名称 印刷数量 价格（元） 可预订数量

胸卡吊绳 4000 20000 独家

胸卡正面广告 4000 10000 独家

胸卡反面广告 4000 10000 独家

资料袋
（指定材质，赠送资料袋独家广

告页 1P）
3500 30000 独家

笔记本 3 页广告 3500 30000 独家

笔 3500 10000 独家

纯净水套标 4000 20000 独家

工作人员、志愿者服装 150 25000 独家

物品名称 数量 价格（元） 可预订数量

贵宾礼品 100 30000 独家

注：以上价格会根据制作成本微调。

07 赞助优惠方案
Preferential Scheme for Participation

确定赞助第七届南农猪业大会暨 2023 钟山猪业展览会的企业，预定三届可享
受如下优惠：

注：预定单届无优惠。

（会场广告可按需洽谈）

展会名称 缴纳定金时间 赞助优惠

第七届（2023） — 原价

第八届（2024）
+

第九届（2025）

2023 年 12 月 31 日前 8.5 折

2024 年 02 月 28 日前 9 折

2024 年 02 月 28 日后 原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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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 展位图
Booth Plan

展位价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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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38115458 赵星星 18114083763 刘怀成

13373631124 许婷婷17701510235 陈沁怡

13770969420 吴开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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