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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2024 年第七届中国西部畜牧业博览会

暨产业创新发展论坛的通知 

各相关单位和行业同仁： 

西部地区地域辽阔，自然条件优越，生态环境良好，是中国畜牧“北扩西移”

的重要发展区域。随着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西部大开发战略、

生态文明建设、养殖环保政策进一步推进，畜牧业的可持续发展面临着巨大的挑

战，但同时也迎来了重要的发展机遇。为适应国家改革发展形势，正确引导西部

地区畜牧产业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中国西部畜牧业博览会组委会定于 2024

年 4 月 1 日-3 日在杨凌国际会展中心举办“2024年第七届中国西部畜牧业博览会

暨产业创新发展论坛”。 

本届论坛以“科技引领•数智赋能•产业升级”为主题，同期举办“西部生猪产业

发展与猪病防控论坛”、“西部饲料添加剂产业创新发展论坛”、“西部兔业科技创

新发展论坛”、“首届中国林麝产业科技创新发展论坛”、“乳品绿色加工论坛”、“西

部羊产业创新发展论坛”等六场专题论坛。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论坛主题 

科技引领·数智赋能·产业升级 

二、时间地点 

时间：2024 年 4 月 1 日至 4 月 3 日。4 月 1 日博览会开幕式及主论坛报告；

4 月 2 日五大产业创新发展论坛；4 月 3 日羊产业创新发展论坛。 

地点：杨凌国际会展中心 C 馆（详见附件日程安排） 

三、组织机构 

指导单位：杨凌示范区管委会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杨凌职业技术学院 

支持单位：中国畜牧业协会 中国奶业协会 

主办单位：陕西省畜牧业协会 陕西省畜牧兽医学会 

杨凌农高会运营发展有限公司   

承办单位：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动物科技学院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动物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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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杨凌职业技术学院动物工程学院 

北京天创金桥展览有限公司 

大会主席：陈玉林 教授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副校长 

媒体支持：中国农科新闻网  《农业科技报》 

四、论坛报告日程安排（分论坛日程详见附件） 

4 月 1 日：畜牧博览会开幕式及主论坛；乳品绿色加工产业创新发展论坛 

4 月 2 日：饲料添加剂产业创新发展论坛；生猪产业发展与猪病防控创新发

展论坛；兔产业创新发展论坛；林麝养殖产业创新发展论坛 

4 月 3 日：羊产业创新发展论坛 

2024 年西部畜牧业创新发展主论坛 

时    间 2024 年 4 月 1 日 9:00-17:20 

地    点 杨凌国际会展中心 C 馆二楼报告厅 

主    题 科技引领•数智赋能•产业升级 

执行主席 陈玉林 教授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副校长 

报告时间 特邀专家 报告题目 

09:00—10:00 畜牧博览会开幕式 

10:00—11:00 
陈焕春 院  士 

华中农业大学 

聚焦国家重大需求，做好农业

科技创新 

11:00—12:00 
陈代文 教  授 

四川农业大学 

从行业发展走势看饲料科技

创新 

12:00—14:00 午餐•午休 

14:00—14:40 
吴珍芳 教  授 

华南农业大学 

猪基因组育种技术研究与实

践 

14:40—15:20 
李胜利 教  授 

中国农业大学  

中国奶业面临的挑战与应对

措施 

15:20—15:40 茶歇•访谈 

15:40—16:20 
肖  肖 研究员 

中国动物卫生与流行病学中心  

世界动物卫生组织（WOHA）

动物福利最新进展 

16:20—17:00 
杨小军 教  授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种养循环视角谈畜禽生产力

提升 

17:00—17:20 主论坛会议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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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参会注册 

3 月 25 日前注册 800 元/人，现场注册 1000 元/人；学生凭学生证缴费 400

元/人。会务费统一收取，所有参会者住宿费和交通费自理。请扫描下方二维码

在线注册报名。 

 

 

六、会议联系方式 

主论坛及羊产业创新发展分论坛：刘功炜（18700807678） 

张  科（18821636902） 

生猪产业发展与猪病防控论坛：  王兴龙（18966832981） 

饲料添加剂产业创新发展论坛：  杨  欣（18392989805） 

兔业科技创新发展论坛：        郝敏智（13519139415） 

林麝产业科技创新发展论坛：    仇薪鑫（18291895203） 

乳品绿色加工创新发展论坛：    单媛媛（15229221762） 

陕西省畜牧业协会：            朱宝刚（18700901024） 

详情请登陆：http：//www.xbxmbl.com 

 

 

 

陕西省畜牧业协会 

2024 年 3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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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2024 年乳品绿色加工产业创新发展论坛





- 6 - 
 

附件 3 

2024 年西部生猪产业发展与猪病防控论坛主会场 

时    间 4 月 2 日 8:20-18:30 

地    点 杨凌国际会展中心酒店三楼演播大厅 

主    题 防非瘟、促健康、控成本、求发展 

执行主席 

杨公社 教  授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动物科技学院 

国家生猪遗传改良计划专家组成员 

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委员会猪专业委员会委员 

杨增岐 教  授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动物医学院 

陕西省畜牧业协会兽医分会会长 

动物高效新型疫苗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主任 

陕西省生物安全技术体系首席专家 

报告时间 特邀专家 报告题目 

8：20-8：30 杨增岐 教  授（主持） 开幕式 

8：30-9：20 
张改平 院  士 

河南农业大学  
超级疫苗-理论假说与研究实践 

9：20-10：10 
杨汉春 教  授 

中国农业大学 

猪繁殖与呼吸综合征流行特点与防

控对策 

10：10-10：20 茶歇•访谈 

10：20-11：00 
刘剑锋 教  授 

中国农业大学 

育种大数据分析策略与生猪遗传改

良 

11：00-11：40 
吴珍芳 教  授 

华南农业大学 
猪基因组育种技术研究与实践 

11：40-12：30 
陈焕春 院  士 

华中农业大学  
我国猪病复杂现状与防控实践 

12：30-13：30 午餐•午休 

 

分论坛一 猪病诊断与防控专场 

时    间 4 月 2 日 13:30-18:40 

地    点 杨凌国际会展中心酒店二楼东会议室 

报告时间 特邀专家 报告题目 

13：30-14：10 李  龙 教  授 
下一代高通量病原检测技术在规模猪

场的应用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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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农林大学 

14：10-14：50 
唐闫利 博  士 

勃林格殷格翰公司 

猪群感染胞内劳森菌后的免疫反应及

通过疫苗免疫后的优势性分析 

14：50-15：30 
王兴龙 教  授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PRRSV 重组伪狂犬疫苗免疫效果评价 

15：30-16：10 
程雪娇 执行院长 

挑战动保研究院 
PEDV 及球虫性腹泻最新研究进展 

16：10-16：50 
文利新 教  授 

湖南农业大学 
生物安全升级方案及自净猪舍新理念 

16：50-17：30 
葛代兴 

兆丰华集团 
新形势下消毒剂的正确选择和应用 

17：30-18：20 
张桂红 教  授 

华南农业大学 
当前非洲猪瘟的防控更新 

18：20-18：40 交流互动 

分论坛二 健康养殖与猪场管理 

时    间 4 月 2 日 13:30-18:40 

地    点 杨凌国际会展中心酒店二楼西会议室 

报告时间 特邀专家 报告题目 

13：30-14：10 
黄  律 博  士 

勃林格殷格翰公司 
猪群关键疾病管理与经济学分析 

14：10-14：50 
周宏超 副教授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规模化猪场猪繁殖与呼吸综合征综合

防控与净化 

14：50-15：30 
韩玉帅 技术总监 

宁波第二激素厂 
批次化生产中激素应用的创新 

15：30-16：10 

杨碧泉  

陕西正能农牧科技有

限责任公司 

低成本养猪之高效生产流程 

16：10-16：50 
罗振福 博  士 

大北农集团中南平台  
猪场豆粕减量化技术研究与实践 

16：50-17：30 
祝卫国 博  士 

温氏集团 

猪场经营之道:管好猪、为好人、控好

病 

17：30-18：40 交流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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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2024 年西部兔业科技创新发展论坛 

时    间 2024 年 4 月 2 日 8:30-16：10 

地    点 杨陵国际会展中心 C 馆二层北会议室 

主    题 科技引领•数智赋能•产业升级•助力兔业快速发展 

执行主席 任战军  教授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陕西省家兔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 

报告时间 特邀专家 报告题目 

8：30-10:00 大众兔肉品赏、专家组品赏评奖 

10:00-10:30 开幕式 领导致辞 

10:30-11:00 
谷子林 教  授 

河北农业大学 
小兔子如何成为大产业 

10:00-11:30 
王  卫 教  授 

成都大学（四川肉类产业技术研究院） 
兔肉加工技术与产品研发进展 

11:30-12:00 
吴中红 教  授 

中国农业大学 

集约化生产下的家兔环境管理

与福利 

12:00-12:20 
李  明 教  授 

河南农业大学 
河南兔业发展状况与研究进展 

12:20-12:50 颁奖，赞助企业宣传 

12:50-13:10 
樊新忠 教  授 

山东农业大学 
家兔配套系育种与生产利用 

13:10-13:40 
王  鹏 副区长 

西安市临潼区政府 
临潼兔业发展概况与规划 

13:40-14:20 
孙秀柱 教  授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能繁母兔淘汰率高的原因与解

决措施 

14:20-15:00 
李双军 总经理 

河南德邻生物制品有限公司兔业部 

德邻家兔预混料研究、示范与

推广 

15:00-15:40 
崔  伟 技术总监 

杨凌天地大动物营养有限公司 

家兔无抗全价料的设计原理及

应用 

15:40-16:10 陕西省畜牧业协会兔业分会领导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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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2024 年首届中国林麝产业科技创新发展论坛 

时    间 2024 年 4 月 2 日 9：30-17：50 

地    点 杨凌国际会展中心 C 馆二楼北会议室 

主    题 科技引领  数智赋能  产业升级  助力林麝产业健康发展 

执行主席 张振仓 教授 杨凌职业技术学院动物工程学院 院长  

报告时间 特邀专家 报告题目 

09:30-09:50 开幕式，领导致辞，合影留念 

09:50-10:20 凤县代表 凤县林麝产业发展概况与规划 

10:20-10:50 
吴晓民 研究员 

陕西省动物研究所 
林麝人工养殖产业发展现状与展望 

10:50-11:10 茶歇，赞助企业宣传 

11:10-11:40 
任战军 教  授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科技赋能  解决制约林麝产业发展瓶颈

问题 

11:40-12:10 
孟秀祥 教  授 

中国人民大学 

特种经济动物饲养：麝类动物驯养繁育

及麝香生产 

12:10-14:00 午餐 

14:00-14:30 
胡德夫 教  授 

中国林业大学 

林麝饲养繁育业的主要问题及关键技术

探讨 

14:30-15:00 
王建明 研究员 

四川养麝研究所 

科学技术推进养麝业发展，助力乡村振

兴 

15:00-15:30 
牛华锋 教  授 

杨凌职业技术学院 

林麝产业高质量发展撬动乡村振兴“新

势能” 

15:30-15:50 茶歇，赞助企业宣传 

15:50-16:20 
严兴荣 副教授 

西北大学 
林麝种质资源优化的初步研究 

16:20-16:50 企业 林麝产业发展概况与布局 

16:50-17:50 企业 麝香加工技术与产品研发进展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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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2024 年西部羊产业创新发展论坛 

时间 2024 年 4 月 3 日 8:30-15:30 

地点 杨凌国际会展中心 C 馆二楼报告厅 

主题 科技引领•数智赋能•产业升级•助力羊产业高质量发展 

执行主席 陈玉林 教授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副校长 

报告时间 特邀专家 报告题目 

8:30-8:40 羊产业论坛开幕式 

8:40-9:10 
刁其玉 研究员 

中国农业科学院饲料研究所 

我国肉羊营养需要与低蛋白质日

粮配制技术 

9:10-9:40 
刘永斌 教  授 

内蒙古大学 

Sheep Link—为中国肉羊种业提

供基础理论支撑和实践育种平台 

9:40-10:10 
雷赵民 教  授 

甘肃农业大学 

高效可持续家畜生产体系和羊健

康维护与高效品质化生产 

10:10-10:30 茶歇 

10:30-11:00 
丁家波 研究员 

中国农科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 
羊布病流行与防控实践 

11:00-11:30 
王维民 教  授 

兰州大学 

绵羊基因组选择技术研究进展及

展望 

11:30-12:00 
王美丽 教  授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基于计算机视觉的智慧养羊应用

研究 

12:00-13:30 午餐、休息 

13:30-13:50 
蒋柏林 总  裁 

江苏乾宝牧业公司 

科技为核心促进湖羊种业高质量

发展 

13:50-14:10 
刘慧涛 董  事 

陕西新中盛农牧发展有限公司 

关于新经济时代下的羊产业定位

与发展的思考-客户导向，坚持自

己（价值） 

14:10-14:30 
斯  琴 副总裁 

正大集团 

奶山羊创新养殖模式助力乡村振

兴及产业升级 

14:30-14:50 
李国智 总经理 

甘肃庆环肉羊制种有限公司 
肉羊制种技术和育种实践 

14:50-15:10 
王  锋 主  任 

陕西雅泰乳业有限公司 

做大做强做优雅态模式，助推泾阳

羊乳产业高质量发展 

15:10-15:30 羊产业论坛总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