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林志华导师团队介绍 

一、团队介绍 

林志华导师团队现有专职研究人员 11人，其中 5人具有高级职称，5人具

有博士学位，拥有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1人，国家农业部贝类产业体系岗位科

学家 1人，浙江省新世纪 151人才工程重点资助人才 1人，宁波市领军和拔尖

人才 2人。团队成员 5人被聘为浙江万里学院硕士生导师，1人被聘为上海海

洋大学及宁波大学兼职博士生导师。 

团队已培养毕业博士研究生 2名、硕士研究生 41名，目前在培博士生 2

名，硕士生 21名。 

 

二、实验平台与研究方向 

拥有“浙江省水产种质资源高效利用技术研究”重点实验室、国家海洋局

“海洋生物种质资源发掘利用协同创新公共服务平台”、“宁波市区域特色水

产种业协同创新中心”等创新研究实验平台。 



 

在水产种业科技创新和渔业绿色发展战略引领下，团队主要围绕滩涂贝

类、甲壳类等东海区名优特色海洋经济动物的良种繁育和健康养殖开展基础理

论和应用技术研究，主要研究方向包括： 

（1）养殖环境生物学与养殖生态生理学研究； 

（2）良种培育及优质苗种规模化高效扩繁技术研究； 

（3）高效健康养殖技术研究。 

联系邮箱： 

zhihua9988@126.com（林老师）、 

hlwithyou@qq.com（何老师）。 



三、团队导师风采 

林志华，1965年出生，博士、二级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浙江万里学院副校长，国家贝类产业技术体系岗位专家，中国贝类学会副

理事长、中国水产学会海水养殖分会委员、浙江省水产学会副理事长。主要从

事海洋贝类种质资源、繁殖和遗传育种研究，已主持完成国家和省部级 20余项

重点研究课题，领衔开展了“海洋埋栖型养殖贝类种质资源发掘与利用”系列

研究工作。培育出国家水产原种审定委员会审定水产新品种 3个，授权发明专

利 5项，主编出版专著 2部，在国内外核心学术期刊发表研究论文 140余篇。

研究成果获浙江省科学技术一等奖 1项、中华农业科技进步二等奖等省(部)级

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6项。获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2004)、浙江省“151”人才

工程第一层次人才(2008)和重点资助人才(2012)、宁波市突出贡献专家

(2013)、宁波市劳模(2016)等荣誉。 

兼任中国海洋大学、上海海洋大学、宁波大学、河南师范大学等高校博士

生/硕士生导师。已培养毕业博士研究生 2名、硕士研究生 36名，目前在培博

士生 2名、硕士生 17名。 

焦海峰，1979年出生，博士，正高级工程师，硕士生导师。 

 

浙江万里学院科研处副处长，主要从事海洋生物资源调查、渔业环境调

控、生态环境修复等研究。入选浙江省“151”人才工程第二层次人才，兼任浙



江省海洋标准化委员会委员、省青联委员、省青科协委员、省生态学会海洋生

态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省生态学学会青年工作委员理事、宁波市青科协理事、

市海洋与水产学会理事等。荣获宁波市有突出贡献专家、市青年科技奖等称

号。作为第 2负责人完成的“象山港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与修复技术研究”项目

获得浙江省科技进步二等奖、国家海洋科学技术奖二等奖、上海海洋科学技术

奖特等奖、宁波市科技进步三等奖；作为第 1负责人完成的“渔山列岛贝藻资

源保护技术与应用”项目获得浙江省科学技术奖三等奖、宁波市科学技术奖三

等奖、国家海洋科学技术奖二等奖。 

共承担或参与欧盟、国家、省重点研发和市重点公益项目等项目近 30项。

已发表论文 70余篇，出版专著 3部，授权专利 11项（发明专利 5项），软件

著作权 2项，参与制定行业标准 2项，主持制定地方标准 1项。 

柳敏海，1979年出生，硕士，高级工程师，硕士生导师。 

 

海洋生物种业研究院常务副院长。主要从事水产动物繁育及绿色养殖技术

开发与产业化。已完成农业部“大黄鱼（国家级）良种场建设项目”、海洋经

济创新发展区域示范项目“名优海水鱼虾工业化循环水养殖产业示范”、省级

重点研发计划项目“石斑鱼循环水智能化设施养殖关键技术研究及产业化”、

“海水特色鱼类规模化繁育与生态养殖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等项目 20余项。

获国家海洋创新成果奖二等奖 1项，省农业农村厅技术进步奖一等奖 1项。获

“浙江省五一劳动奖章”（2016）荣誉称号。 

何琳，1984 年出生，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贝类养殖生态学研究。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浙江省公益性技

术应用研究项目、宁波市科技富民项目及多个横向课题。主要参与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面上项目、国家农业部重大专项“国家贝类产业技术体系”、国家重点

研发计划课题、浙江省重点研发项目等课题的研究工作。长期担任浙江省科技

特派员，两次获得省级“优秀特派员”称号，并作为省科技特派员团队骨干成

员，在三门县开展多年的科技服务工作，业绩突出。入选“宁波市领军和拔尖

人才培养工程”第三层次培养人员。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在国内外学术期刊

上发表文章 10余篇；已获授权专利 5项；参与制定地方标准 4项、专著 2部。 

郑侠飞，博士，副研究员，硕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微生物生态和养殖生态学方面研究。入选“浙江省高校领军人才

培养计划”-青年优秀人才，宁波市“甬江引才工程”创新人才。目前主要研究

工作聚焦在水产养殖环境微生物群落（细菌、微藻和原生动物）构建、互作演

替规律及其驱动的碳、氮、硫循环；利用微藻-贝类-微生物协同处理养殖尾水

并实现资源回收等方面。作为项目负责人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中

央高校青年教师培育项目和宁波市“甬江引才工程”创新人才项目。在国内外

核心学术期刊发表论文 30余篇。 

四、近三年主持的主要科研项目 

1.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蓝色粮仓科技创新”专项课题“滩涂生态健康高效

养殖模式集成创新示范”（SQ2020YFD090013-02），林志华主持，2020－

2022，资助经费 656万元。 



2.国家（农业部）“现代贝类产业技术体系建设”岗位科学家项目（CARS-

49），林志华主持，2021－2025，资助经费 300万元。 

3.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缢蛏水通道蛋白、游离氨基酸及离子浓度调控在其

广盐度耐受中的作用研究”（31802322），何琳主持，2019－2021，资助经费

24万元。 

4.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养殖缢蛏对海水池塘底质硫酸

盐还原和硫氧化的影响机制”（32102821），郑侠飞主持，2022－2024，资助

经费 30万元。 

5.浙江省农业新品种选育重大科技专项“缢蛏高产、抗逆新品种培育”

（2016C02055-9），林志华主持，2016－2020，资助经费 450万元。 

6.浙江省重点研发计划“滩涂贝类生态高效清洁养殖技术研发与示范应

用”（2018C02G2210959），焦海峰主持，2019－2022，资助经费 250万元。 

7.浙江省“三农九方”科技协作计划项目，“集中连片海水养殖尾水资源

化利用技术创新与示范”（2022SNJF063），2021－2023，何琳主持，建设经费

50万元。 

8.浙江省农业（水产）新品种选育重大科技专项子课题“南美白对虾新品

种（系）生产性能测试与功能基因挖掘”（2021C02069-5-4），柳敏海主持，

2021－2025，资助经费 50万元。 

9.浙江省公益性技术应用研究项目“集约化对虾养殖尾水高效脱氮好氧反

硝化菌的筛选及应用”（LGN21C190011），柳敏海主持，2021－2023，资助经

费 10万元。 

10.宁波市公益重点项目“西店牡蛎优异性状鉴定及快速生长新品系选育与

应用”（2021S009），柳敏海主持，2021－2023，资助经费 50万元。 

11.宁波市“甬江引才工程”创新人才项目，“集中连片海水养殖池塘尾水

处理技术的研发与应用”，郑侠飞主持，2022－2026，资助经费 80万元。 

12.企业委托课题“海洋水产苗种繁育和养殖技术服务”（HX2022009），

柳敏海主持，2021－2025，资助经费 400万元。 

13.企业委托课题“对虾大棚养殖技术提升创新与应用”（HX2022010），

柳敏海主持，2022－2023，资助经费 100万元。 



五、团队成果展示 

团队主要获奖证书 

 

主持编撰 

出版的学术专著 



 

研究生获奖 



 

六、部分优秀毕业生简介 

朱东丽，中国海洋大学 2008 级硕士研究生（联合培养） 

 

2014年考取西安交通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博士，2018年 7月毕业留

校，现任西安交通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助理教授，硕士生导师。多年来以

人类复杂疾病/性状为研究对象，开展人类遗传学、基因组学和生物信息学和细

胞生物学等交叉学科的综合研究，致力于复杂疾病易感变异位点的鉴定及其遗

传机理的研究，在复杂疾病非编码区 SNP的鉴定及功能机制研究方面取得了一



系列有价值的创新性学术成果：在 American Journal of Human Genetics、

Diabetes、Journal of Bone and Mineral Research、Journal of 

Investigative Dermatology、Human mutation等杂志上共发表相关论文 12

篇，平均影响因子 5.0以上。研究成果获得同领域广泛关注，被多个遗传学权

威杂志文章引用；2017年 10月，参加了国际遗传学领域顶级会议-第 67届美

国人类遗传学会年会（美国，奥兰多），做口头报告。并在第二届国际基因组

大会和中国遗传学会第十次学术会议中分别被选做口头报告。2018年 6月，以

第二完成人获得“陕西省第四届研究生创新成果大赛一等奖”。博士毕业论文

被评为“陕西省优秀博士论文”。近五年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1项（青年项

目），省部级课题 2项。 

顾海龙，上海海洋大学 2010 级硕士研究生(联合培养) 

 

硕士在读期间主要从事重金属对泥蚶的毒性相关研究。2014年入职江苏省

农业科学院泰州农科所。发表核心论文 5篇，其中 SCI一篇，主持省市级科研

项目 7项，获得财政资金 197万元；参与获得实用新型专利 6个，发明专利 1

个；参与制定泰州市地方标准 6个，江苏省地方标准 1个；获泰州市科学技术

进步二等奖 1次，中国商业联合会科学技术进步三等奖 2次；江苏省科技特派

员，泰州市“311高层次”人才第三层次培养对象。 

孔祥辉，上海海洋大学 2018 级水产养殖硕士研究生（联合培养） 

 

硕士在读期间主要从事缢蛏高温胁迫响应转录组分析及其相关功能基因相

关研究，发表论文中文核心 1篇，SCI 1篇。获得 中国水产学会水产生物技术



专业委员会第十届学术研讨会“研究生交流报告优奖”。2021年考取宁波大学

水产养殖专业博士研究生。 

付璐璐，河南师范大学 2019 级硕士研究生（联合培养） 

 

硕士在读期间主要从事文蛤红壳色形成相关基因及功能研究，研究生期间

发表中文核心 1篇，SCI论文两篇。获得校级“优秀研究生”，宁波学术节

“学术之星”铜奖，2022年成功考取宁波大学水产养殖专业博士研究生。 

孙改改，河南师范大学 2018 级硕士研究生（联合培养） 

 

硕士在读期间主要从事缢蛏氨氮应激解毒代谢机制研究，以第一作者发表

SCI论文 3篇，第二作者发表 SCI论文 1篇。曾获得第十三届宁波研究生学术

节“学术之星”铜奖以及河南师范大学优秀毕业研究生，2021年成功考取宁波

大学水产学专业博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