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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日程 

（按日填写） 

6月 28日（星期六） 

乘坐中国国航 CZ673航班（北京-伦敦，14:00起，18:05

降）（不出机场）。在爱丁堡转乘英国航空 BA1458（伦

敦-爱丁堡，21:50起，23:10 降）。 

6月 29日（星期日） 

上午：9:00-12:00访问英国爱丁堡皇家植物园，听取英

国爱丁堡皇家植物园建园历史及科研报告。报告人：亚

历克斯·戴维教授。学习英国爱丁堡皇家植物园植物学

研究技术，与亚历克斯·戴维教授针对濒危珍稀植物植

物资源的研究和保护问题进行学术交流； 

下午：14:00-18:00访问英国爱丁堡皇家植物园玻璃温室

群，听取英国爱丁堡皇家植物园植物收集及保存报告。

报告人：彼得·霍林斯沃思教授、西蒙·米尔恩教授。

学习英国爱丁堡皇家植物园植物保育与园艺技术，与西

蒙·米尔恩针对植物保育与观赏园艺研究进行学术交流。 

6月 30日（星期一） 

上午：9:00-12:30访问英国爱丁堡皇家植物园彼得·霍

林斯沃思教授研究室，学习 DNA条形码研究团队研究技

术及工作经验,与彼得·霍林斯沃思教授团队针对 DNA条

形码 3.0研究进行学术交流； 

下午：14:00-17:30参加英国爱丁堡皇家植物园组织的报

告会，报告人：亚历克斯·特怀福德、迈克尔·穆勒等,

出访人员李德铢作题为《植物多样性与 DNA条形码研究》

的主题报告，与亚历克斯·特怀福德、迈克尔·穆勒、

西蒙·米尔恩教授等围绕植物多样性研究、保护及利用

技术进行学术探讨及交流。 

7月 1日（星期二） 

上午：9:00-12:30访问英国爱丁堡皇家植物园园区中国

小山丘，学习英国爱丁堡皇家植物园建设经验及中-英植



物学研究合作经验，与彼得·霍林斯沃思教授围绕野生

植物资源收集、物种保护和园艺开发工作等问题开展学

术探讨； 

下午：14:00-17:30访问英国爱丁堡皇家植物园科研中心

及标本馆，与彼得·霍林斯沃思教授围绕植物种质资源

保育及研究技术，标本资源保存与利用等问题进行学术

交流。 

7月 2日（星期三） 

上午：9:00-12:30召开研讨会，听取双方研究员有关 DNA

条形码研究的进展报告。报告人：彼得·霍林斯沃思教

授、曾春霞高级工程师、周梦媛助理研究员、刘泾霞助

理研究员，与彼得·霍林斯沃思教授围绕高等植物核基

因条形码研究工作当前所遇到的问题进行学术交流。 

下午：14:00-17:30与英国爱丁堡皇家植物园相关领导和

研究员开展交流研讨会，听取会议报告，报告人：西蒙·米

尔恩教授、王红研究员、马朋飞研究员等，与彼得·霍

林斯沃思教授、西蒙·米尔恩教授围绕植物多样性研究

和植物基因组学研究等进行学术交流。 

7月 3日（星期四） 

上午：9:00-12:30访问爱丁堡皇家植物园标本馆，学习

标本馆材料在 DNA条形码研究中的应用技术，查阅馆藏

标本，重点关注禾本科植物作物近缘种，包括小麦属、

稻属、高粱属等，与亚历克斯·特怀福德教授就重要作

物近缘种在育种工作中的开发和利用问题进行学术交

流。 

下午：14:00-17:30开展交流研讨会，报告人：曾春霞高

级工程师、马朋飞研究员，对所查阅的重点类群进行标

本鉴定，照片拍摄，性状和分布区统计等工作，与亚历

克斯·特怀福德教授围绕禾本科植物的进化问题进行学

术交流。 

7月 4日（星期五） 

上午：9:00-12:30访问爱丁堡皇家植物园标本馆，查阅

竹亚科竹类标本，与彼得·霍林斯沃思教授就竹亚科植

物的分类学等问题进行学术交流。 

下午：14:00-17:30开展交流研讨会，报告人：马朋飞研

究员、参会人员 123、对所查阅的重点类群进行标本鉴定，

照片拍摄，性状和分布区统计等工作，与彼得·霍林斯

沃思教授等围绕竹类植物的基因组学研究问题进行学术

交流。 

7月 5日（星期六） 

上午：9:00-12:30访问爱丁堡皇家植物园标本馆查阅馆

藏标本，查阅桦木科植物标本，与迈克尔·穆勒教授就

桤木属、桦木属等木本植物的生态适应性和生态修复问

题进行学术交流。 



下午：14:00-17:30开展交流研讨会，报告人：周梦媛助

理研究员、刘泾霞助理研究员，对所查阅的重点类群进

行标本鉴定，照片拍摄，性状和分布区统计等工作，与

迈克尔·穆勒教授等围绕重要林木种质资源的从头驯化

问题进行学术交流。 

7月 6日（星期日） 

上午：9:00-12:30与西蒙·米尔恩教授一行，访问爱丁

堡皇家植物园标本馆查阅馆藏标本，查阅罗布麻属

（Apocynum）植物，罗汉松属（Podocarpus）植物，石

松类和蕨类植物等标本，与西蒙·米尔恩教授就全球气

候变化背景下的植物多样性变化问题进行学术交流。 

下午：14:00-17:30开展交流研讨会，报告人：王红研究

员，对所查阅的重点类群进行标本鉴定，照片拍摄，性

状和分布区统计等工作，与西蒙·米尔恩教授等围绕植

物与动物的相互作用问题进行学术交流。 

7月 7日（星期一） 

上午：9:00-11:00 召开总结会，出行人员李德铢教授作

《爱丁堡皇家植物园考察总结》报告。与彼得·霍林斯

沃思教授、亚历克斯·特怀福德教授、西蒙·米尔恩教

授围绕温带植物的起源历史和多样化格局进行学术交

流。 

下午：乘汽车前往机场，车程约 15公里，30分钟，乘坐

英国航空 BA1453航班（爱丁堡-伦敦，15：15起 16：40

降，到达伦敦。 

7月 8日（星期二） 

上午：9:00-12:30 参加英国皇家植物园邱园组织的报告

会，报告人：威廉·贝克教授、比尔·贝克教授、巴特·沃

龙佐娃教授，出访人员李德铢作题为《DNA条形码与生命

之树》的主题报告，报告后，与比尔·贝克教授、巴特·沃

龙佐娃教授等围绕被子植物生物多样性研究进行学术探

讨及交流。 

下午：14:00-17:30同英国皇家植物园邱园植物和菌物生

命之树项目团队召开讨论会，报告人：亚历克斯·祖恩

蒂尼教授、伊利亚·莱奇教授，与亚历克斯·祖恩蒂尼

教授、伊利亚·莱奇教授围绕高等植物核基因系统发育

研究进行交流。 

7月 9日（星期三） 

上午：9:00-12:30开展交流研讨会，报告人：本·昆豪

泽教授、费利克斯·福雷斯特教授，针对前日交流的研

究进展，同英国皇家植物园邱园植物和菌物生命之树

(PAFTOL)项目团队本·昆豪泽教授、费利克斯·福雷斯

特教授等，就植物和菌物生命之树(PAFTOL)项目，探讨

目前的研究进展，分析所存在的问题，以及下一步工作

计划。 



下午：14:00-17:30同英国皇家植物园邱园相关领导和研

究组进行会议交流，报告人：威廉·贝克教授、亚历克

斯·祖恩蒂尼、奥斯卡·亚历杭德罗·佩雷斯·埃斯科

瓦尔、黄武、西多妮·贝洛、保罗·克西、伊莎贝尔·拉

里东等，与亚历克斯·祖恩蒂尼教授等围绕高等植物的

性状进化问题等进行学术交流。 

7月 10日（星期四） 

上午：9:00-12:30访问皇家植物园邱园标本馆查阅馆藏

标本，重点关注重要作物的近缘种类群，包括野生小麦、

高粱、水稻、甘蔗等植物标本，与比尔·贝克教授、奥

斯卡·亚历杭德罗·佩雷斯·埃斯科瓦尔教授等就作物

的杂交育种及分子育种问题进行学术交流。 

下午：14:00-17:30开展交流研讨会，报告人：比尔·贝

克教授、奥斯卡·亚历杭德罗·佩雷斯·埃斯科瓦尔教

授、曾春霞高级工程师，对所查阅的重点类群进行标本

鉴定，照片拍摄，性状和分布区统计等工作，与比尔·贝

克教授等围绕杂交植物的基因组学研究问题进行学术交

流。 

7月 11日（星期五） 

上午：9:00-12:30访问皇家植物园邱园标本馆查阅馆藏

标本查阅馆藏标本，重点关注竹亚科相关类群，与巴

特·沃龙佐娃教授就竹类植物的异源多倍化问题进行学

术交流。 

下午：14:00-17:30开展交流研讨会，报告人：奥斯卡·亚

历杭德罗·佩雷斯·埃斯科瓦尔教授、马朋飞研究员、

对所查阅的重点类群进行标本鉴定，照片拍摄，性状和

分布区统计等工作，与奥斯卡·亚历杭德罗·佩雷斯·埃

斯科瓦尔教授教授等围绕竹亚科植物的全球分布格局及

多样化成因问题进行学术交流。 

7月 12日（星期六） 

上午：9:00-12:30访问皇家植物园邱园标本馆，查阅桦

木科植物馆藏标本，与西多妮·贝洛、本·昆豪泽教授

就桤木属、桦木属等木本植物的亚洲-欧洲-北美分布区

变迁问题进行学术交流。 

下午：14:00-17:30开展交流研讨会，报告人：西多妮·贝

洛、周梦媛助理研究员、刘泾霞助理研究员，对所查阅

的重点类群进行标本鉴定，照片拍摄，性状和分布区统

计等工作，与西多妮·贝洛教授等围绕木本植物基因组

研究体系构建问题进行学术交流。 

7月 13日（星期日） 

上午：9:00-12:30访问访问皇家植物园邱园标本馆查阅

馆藏标本，查阅罗布麻属植物，裸子植物，石松类和蕨

类植物等标本，与保罗·克西、伊利亚·莱奇、伊莎贝

尔·拉里东教授就耐盐碱植物的分布和适应性问题进行



学术交流。 

下午：14:00-17:30开展交流研讨会，报告人：保罗·克

西、伊利亚·莱奇、伊莎贝尔·拉里东教授、王红研究

员，对所查阅的重点类群进行标本鉴定，照片拍摄，性

状和分布区统计等工作，与保罗·克西教授、伊利亚·莱

奇教授等围绕传粉昆虫与植物的协同进化问题进行学术

交流。 

7月 13日（星期日） 

从伦敦回国；乘汽车前往机场，车程约 1小时,10 点到达

机场，乘坐中国国航 CA852（希思罗机场当地时间 12:35

起，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北京时间（+1）5:40降） 

7月 14日（星期一） 

5:40抵达北京。 

出访任务及预

期出访成果 

出访主要围绕植物 DNA 条形码技术及生物多样性基

因组学举办专题研讨会，对爱丁堡皇家植物园及英国皇

家植物园植物标本馆及活体收藏进行考察研究，并就爱

丁堡皇家植物园及英国皇家植物园与山东农业大学

（SDAU）在植物多样性、保育园艺等领域的合作展开深

入探讨，进一步深化双方机构的协作关系。 

会见人员 Peter M. Hollingsworth 

费用来源及预

算（元） 

费用来源：539604-“冲一流”建设专项经费 

往返机票：25000 

住宿费：22000 

伙食、公杂费：11500 

其他：5000 

合计：63500 

邀请方简介： 

英国爱丁堡皇家植物园（Royal Botanic Garden Edinburgh，简称

RBGE）成立于 1670年，是世界领先的植物学研究机构之一。该园占地

70公顷，拥有超过 13,000种植物，包括著名的岩石园、温室和杜鹃花

收藏。作为国际植物保护网络的重要成员，RBGE在植物分类学、生态保

护和可持续发展领域贡献卓著。其标本馆馆藏约 300万份，支撑着全球

生物多样性研究。同时，该园通过公众教育项目和景观设计，将科学、

艺术与自然完美融合，是苏格兰重要的科学文化地标。 

英国皇家植物园邱园（Royal Botanic Gardens, Kew）是世界著名

的植物学研究与保护机构，始建于 1759 年，占地 132公顷，位于伦敦

西南部。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邱园拥有全球最丰富的植物

活体收集之一，涵盖 5万多种植物，其标志性建筑包括棕榈温室和威尔

士王妃温室。邱园在植物分类学、生态保护及可持续发展领域具有权威

地位，其标本馆馆藏超过 700万份，为全球生物多样性研究提供重要支

持。  
  

  



若对以上公示信息有异议，请在公示的五个工作日内向联系人反映。 

联系人（公示单位外事主管和外事负责人）王利 

邮箱： lwang@sdau.edu.cn   联系电话：8242297   

公示日期：2025 年 5月 19 日——2025 年 5月 23 日  

  

                                 

                   国际合作与交流处 

                 2025 年 5月 19 日  
 

mailto:lwang@sdau.edu.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