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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实验室概况(限 300字) 

本实验室成立于 1996 年，依托中国农业科学院蚕业研究所。现

有固定人员 73人，其中正高 18人，副高 35人；实验室面积 8500㎡，

仪器设备先进，总值 4900 万元，较好地满足了科研、开放和人才培

养需要。实验室是蚕桑应用基础研究、产业关键共性技术研发、学术

交流和高级专业科技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保存的蚕、桑种质资源数

量居世界第一。在家蚕种质创新利用、新品种培育，蚕、桑病虫害防

控，养蚕技术等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成立以来，培育家蚕新品种

18对、桑树新品种 3个，取得获奖成果 21项，其中国家科技进步二

等奖 2 项、省部级科技奖 12 项、军队科技奖 1 项，为蚕桑科技和产

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二、主要成效(限 3000字) 

(一)发展定位与学科建设 

1.发展定位 

针对我国蚕桑茧丝绸产业发展的战略需求和蚕桑学科发展的科

学问题，开展蚕桑产业关键共性技术研究和前瞻性应用基础研究。重

点研发蚕桑现代育种技术，解析蚕桑重要性状形成的分子机制，创制

蚕桑新种质，培育蚕桑优良品种，研发高效生产新技术，建设具有国

内领先的蚕桑科技平台，获得一批高水平科技成果，培养一支高水平

的科研队伍，为确保我国茧丝绸可持续发展提供品种和技术支撑，为

突破蚕业重大技术难题提供科学基础。 

2.学科建设 

积极参与重点实验室学科群建设，完成“十三五”目标任务。实

验室在家蚕遗传育种、桑树栽培与育种、蚕病防控、养蚕技术与装备、



家蚕生物技术等学科，保持国内领先地位；加强蚕桑现代育种技术研

究，加快育种进程、提高育种水平；着力发展蚕桑生物资源利用学科，

逐步进入国内先进行列；积极发展蚕丝生物材料等新兴交叉学科，形

成新的发展方向。围绕学科建设需要，积极引进和培育人才，充实学

科队伍。 

2018 年特种经济动物饲养二级学科博士点升格为畜牧学一级学

科博士点，目前依托单位有畜牧学一级学科博士点、生物学一级学科

硕士点、特种经济动物饲养二级学科硕士点、畜牧专业学位硕士点。

实验室科技人员在学科建设中发挥了主力军作用。 

(二)产出贡献与效用影响 

1.获奖成果（国家、省部级） 

     2016-2020年共获得省部级科技奖励 8项，其中：第一单位

获得教育部科技进步二等奖 1 项、技术发明奖 1 项，江苏省科技进步

三等奖 1 项；合作获得神农中华农业科技奖一等奖 1 项（第 2）、省

级科技进步二等奖 1 项（第 3）、三等奖 2 项（第 2）。 

在家蚕抗病蚕品种培育、蚕桑生物资源高效、桑苗高效快繁等方

面取得重大突破。创新育成系列新品种华康系列和野三元（抗）系列，

在全国推广，为我国蚕桑产业稳定发展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2.论文，标准、著作等知识产权 

2016-2019 年发表论文 369 篇，其中 SCI、EI 收录 193 篇，中文

核心 148 篇，其它期刊 38 篇。获得国家发明授权专利 72 件；通过审

定家蚕新品种 5 个；出版专著 4 部；制（修）订国标 2 个、行标 6 个，

其中 2 个行标已颁布实施。（2020 年统计中） 

3.成果转化应用 

3.1抗血液型脓病系列蚕品种的育成与推广 



国际首创高抗 BmNPV蚕品种，5年内育成华康系列、野三元（抗）

系列抗 BmNPV蚕品种 5对、通过审定，向省级院所提供抗性种质合作

培育适应当地条件的抗 BmNPV 品种 10 余对。在全国主产区推广累计

达 1000万盒，直接经济效益 24亿元，为产业发展和农民增收做出了

重要贡献。 

3.2 优质耐氟夏秋用蚕品种秋丰×白玉的遗传改良与应用 

耐氟性强、丝质优的家蚕新品种秋丰×白玉，对桑叶氟耐受力

120mg/kg以上，为业界公认最佳。该成果持续在生产上大面积应用，

国内累计推广 2644.5万盒，国外 435.46 万盒，经济效益 70多亿元，

出口创汇 3048.25万美元，对农村社会稳定和农民增收效益明显。 

3.3蚕蛹高附加值深加工关键技术及应用 

该成果攻克了蚕蛹蛋白深加工关键技术，取得 5 项技术发明点。 

其中“蛹虫草的高效栽培技术”已应用于 50多家企业，“蚕蛹蛋白高

附加值利用技术”已应用于 10 多家企业，取得了显著的经济和社会

效益。 

3.4桑园农药安全应用技术的创新与推广应用 

研发出桑虫净、桑虫清和万杀灵 3种桑园专用农药制剂、螨停和

乐桑 2种桑园专用农药，田间农药用量减少 20%以上；建立了植物抗

虫生态指标测定方法，为桑树抗虫育种提供了理论和技术支撑；发现

植物冠菌素，为桑树病害防控开辟了一条崭新途径。 

(三)团队建设与人才培养 

1.学术带头人 

按照研究方向设置学术带头人，他们在学术研究、团队建设和人

才培养方面发挥带头作用。学术带头人李木旺研究员，担任学院院长、

蚕研所所长；省青蓝工程中青年学术带头人、省六大人才高峰人选；



主持国家自科基金 5项、国际交流 1项，省部级 3项。获教育部科技

进步二等奖 1项（3/19）、江苏省科技进步三等奖 1项（2/7）。 

家蚕基因表达调控方向带头人沈兴家研究员，担任中国蚕学会秘

书长，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委蚕专委组长，《中国蚕业》主编；主持国

家自科基金 2项，863 子课题 1项。 

家蚕遗传育种方向带头人赵巧玲研究员，校学术委员会委员，主

持国家科技支撑课题 1项、国家自科基金 3项、农业部重点 1项，省

级 3项；育成蚕品种 3对；2019年获教育部科技进步二等奖 1项（1/19）。 

家蚕微粒子病防控方向带头人沈中元研究员，国家蚕桑产业体系

岗位专家、病虫害防控研究室主任，全国动物防疫委委员，农业部兽

药评审委委员。 

家蚕杆状病毒分子生物学方向带头人黄金山研究员，主持国家自

科基金 1项、省自科基金 2项。发现 BmNPV通过巨胞饮内吞方式感染

家蚕细胞，直接的膜融合和内吞方式不能引起感染。 

生物资源利用方向带头人桂仲争研究员，江苏省六大人才高峰人

选，主持国家自科基金 2项、省部级 12项；近 5年获教育部技术发

明奖二等奖 1项（1/5），神农中华农业科技奖一等奖 1项（4/20），

安徽省科技进步三等奖 1项（7/15）。 

微型生物催化方向带头人王俊教授，《Scientific Reports》编

委，江苏省 333工程、省六大人才高峰人选，省高校青蓝工程优秀教

学团队负责人。主持国家自科基金 3项、省重点研发 3项；近 5年获

中国产学研合作创新成果奖优秀奖 1项（1/7）、省科学技术三等奖 1

项（3/7），转让发明专利 3项，获镇江市十大杰出青年等荣誉。 



桑树基因功能方向带头人赵卫国研究员，主持和参加国家科技支

撑计划、江苏省科技支撑计划等 10余项。主编《桑园园艺工》、副主

编《桑树种质资源描述规范和数据标准》；指导江苏省优秀硕士论文

1篇。 

2.团队建设 

按照研究方向设立团队，由方向带头人和岗位科学家组织团队，

开展科技研究。主要团队有桑树资源育种、生理与栽培、桑功能基因，

家蚕资源育种、分子改良、基因表达调控、微粒子病防控、杆状病毒

分子生物学，蚕桑生物资源利用等团队，团队之间相互协作。 

3.人才培养 

注重青年科技人才培养，依托单位制定了吸引、培养优秀中青

年人才的措施。5 年来从国外引进教授 1 名并成为江苏省特聘教授，

2 人进入“深蓝人才工程”第一层次培养对象，3 人进入第二层次培

养对象，6 人晋升正高职称。每年公派 2-3 名中青年到国外进修，邀

请专家做学术报告，扩大了科技人员的视野。 

2016-2020 年，实验室培养的 18 名研究生获博士学位，178 名获

硕士学位。近 5 年国际联合培养 11 名、国内联合培养 20 余名，提升

了研究生科技创新能力，提高了人才培养质量。获省优秀硕士学位论

文 3 篇。 

(四)资源共享与运行状态 

1.共享平台建设 

依托单位每年投入约 300万元购置仪器设备；2016-2018年农业

部蚕桑遗传改良重点实验室建设项目，投资 779万元，新增仪器设备

13台套，提升了实验室仪器设备条件。 



坚持开放共享原则，每年接待 10余人次外单位人员来实验室研

究，提供 20余份家蚕资源、30余份次桑树接穗，促进了我国蚕、桑

新品种培育。科技人员深入基层，为全国蚕桑主要产区和新蚕区提供

技术培训和咨询。每年义务为镇江市青少年提供蚕桑科普知识讲解。 

2.开放课题设置 

根据依托单位的财力设立开放基金，2017、2019 年经学术委员

会评审，设立开放课题 22项，总经费 73万元，为国内有关单位和科

技人员提供技术平台和研究经费。 

3.运行状态 

实验室运行状态良好。大型仪器指定专人管理（兼职），实行使

用登记制度。2名专职实验师负责实验室日常实验管理，保障教学实

验正常进行。研究生和外单位科技人员，由实验室教师指导开展研究。 

依托单位每年提供 30 万元运行经费，用于仪器设备维护维修、

检测等，仪器完好率常年保持在 95%以上，保障了科技研发、人才培

养和对外开放。 

(五)研发条件与制度文化 

1.实验条件 

实验用房 8500平米，试验用地 200亩，仪器设备总值 4900万元，

其中 10 万元以上仪器 47 台（比“十三五”增加 55%）。拥有激光共

聚焦显微镜、流式细胞仪、显微注射专基因系统、荧光定量 PCR 仪、

荧光倒置显微镜、超高速离心机等大中型仪器，达到行业先进水平，

较好地满足了科研和开放的需要。 

2.运行管理 

制定了实验室章程和有关管理制度，主任负责日常运行和科研管

理。学术委员会由 13 名专家组成，向仲怀院士担任主任，5 年内召



开会议 2 次，为实验室科研提供指导。 

实验室十分注重安全生产管理，建立了安全管理网络体系，每个

教师签订安全生产责任书；危化品实行统一采购、教师领用保管制度，

建立台账；有毒有害废气物规范化处置。每年邀请专家为研究生和新

进教师培训实验室安全管理知识，消防安全讲座、逃生和灭火演练等，

考核期未发生安全生产责任事故。 

    积极申报科研项目，增加科研经费。5年承担国家级项目 37项，

其中新增 22项；部级 43项，其中新增 41项；地方项目 55项，其中

新增 38项；新增横向 48项，国际合作 8项。累计经费 7587.36万元，

为实验室提供经费保障。 

3.科研环境建设 

按照上级部门规定，开展科研教学工作。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强

化学术诚信，鼓励科技创新，制定激励机制。同时，宽容科研失败，

创造良好科研环境和学术氛围。依托单位积极支持实验室青年科技人

员开展创新性前瞻性研究，为他们提供经费支持和条件保障。 

加强学术交流与合作，每年邀请多位国内外专家来实验室做学术

报告，派送 2-3 人到国外进修或合作研究，5-10 人次参加国际学术

会议，40-50人次参加国内国内会议。举办国际会议 1次、全国会议

7次。强化内部学术交流，成立青年学术沙龙，聘请教授和研究员指

导，形成传帮带的良好氛围，加快青年教书成长；团队之间相互协作。

形成了开放包容、你追我赶、共同进步的良好学术氛围。 

三、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措施(限 200字) 

（主要围绕实验室（实验站）“十三五”期间功能定位和建

设目标的偏离；分工协作与协同创新的不足等。） 



1、缺少国家级人才和重大研究项目。“十四五”将进一步加强人

才培养和引进力度，争取有 1-2名国家级人才落户实验室。 

2、实验室科研方向相对分散，团队建设需要加强。找准方向，

厘清思路，凝练目标，集中力量，积极争取在重大项目上的突破。 

3、2001年以来，农业农村部没有安排运行经费，实验室运行维

艰，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实验室运行和开放。 

四、“十四五”建设思路与建议(限 500字) 

1、以 2020年依托单位整体搬迁为契机，完善硬件设施，调整内

部布局，保障安全运行；完善规章制度，提高实验室开放、共享、服

务的能力和水平。 

2、加强人才培养和引进力度，争取培养和引进 1-2名国家级人

才，提高实验室科技竞争力和创造力。 

 3、重点开展家蚕新品种培育、功能基因研究、数量性状 QTL分

析、重要性状分子机制解析、抗病机制研究，机械化工厂化养蚕技术，

桑树多元化新品种培育，蚕桑生物资源高效利用。争取在家蚕抗 BmNPV

机制和抗病品种推广、多元化桑品种方面取得突破，为蚕桑产业升级

改造提供技术支撑，促进蚕业科技进步。 

4、强化国际交流与合作以及学科群内实验室的合作，在科研项

目和人才培养方面，与国际著名大学、科研院所和学科群其他实验室

开展深层次合作，提高实验室科研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 

5、建议农业农村部安排实验室运行经费，以保障实验室正常运

行和开放共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