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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项目： 

1.主持 2020 年度南京农业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人文社科基金育才项目“基于 GIS 的中国外来果树推广及影响研究”(SKYC2020016)，2020 年 4

月～2022 年 3 月 

2.参与 2016 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丝绸之路与中外农业交流研究”(16AZS005)，2016 年 9 月～2020 年 9 月 

3.主持 2016 年度江苏省普通高校学术学位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项目“西瓜引种中国及其本土化进程”(KYZZ16_0361)，2016 年 10 月～2019 年 5 月 

荣誉奖励： 

2016 年度博士研究生学业奖学金一等奖，南京农业大学，2016 年 11 月 18 日 

2016 年兆龙新农村建设奖教学金，南京农业大学，2016 年 6 月 22 日 

2015 年博士研究生国家奖学金，教育部，2015 年 12 月 31 日 

2015 年度博士研究生学业奖学金三等奖，南京农业大学，2015 年 11 月 8 日 

2014 年度博士研究生学业奖学金一等奖，南京农业大学，2014 年 11 月 18 日 

2014 年江苏省农史研究会学术研讨会优秀论文二等奖，江苏省农史研究会，2014 年 11 月 9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