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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实验室(实验站)概况(限300字)

农业部西北黄土高原作物有害生物综合治理重点实验室于2011年由农业部批准成立，属作物

有害生物综合治理学科群，依托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位于陕西省杨凌区邰城路3号农科大楼内

。实验室主任为刘同先教授，学委会主任为吴孔明院士。

实验室从国家政策、区域产业发展、学科发展需求出发，针对西北干旱半干旱地区的植保学

科技术难题与科学问题，重点开展作物病虫生物学与治理、植物检疫与入侵生物防控、植保

生物技术、化学防治、生物防治等方面的研究。

现有固定人员51人，其中高级职称47人，中级4人；国家“千人计划”入选者2人、长江学者

3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入选者3人，杰青2人，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入

选者9人。

二、主要成效(限3000字)  

（一）发展定位与学科建设

1.发展定位

实验室着眼学科发展前沿，立足西北，面向全国，着力解决西北干旱半干旱地区植物保护领

域的重大关键技术问题，坚持“顶天立地”原则，走产学研紧密结合之路，做国际学术前沿

并行者，国内学术发展引领者，打通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成果转化科技服务链条，将实验

室建成具有国家领先水平、国际知名的科学研究基地、高层次人才培养基地和国内外学术交

流中心，为农业和区域发展提供人才支持和科技支撑。

2.学科建设

根据“学科群”和“区域实验室”建设方案，确定了实验室的研究方向和重点任务。现有3个

学科（植物病理学科、农业昆虫与害虫防治学科、农药学科）12个研究方向，植物病理学科

含植物免疫学、真菌系统学、植物病毒学、植物生态病理学与生物防治等4个方向；农业昆虫

与害虫防治学科含昆虫系统学、昆虫生态学、害虫综合治理、昆虫生理生化、昆虫生物多样

性与保护生物学和资源昆虫学等6个方向；农药学科含昆虫毒理学、植物源农药创制2个方向

。

（二）产出贡献与效用影响

1.获奖成果（国家、省部级）

2011~2015年，实验室共获科技成果奖9项，其中第一完成单位7项，第二完成单位2项。其中

：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1项（2012年，第2单位）；省部级5项（2011、2015年获陕西省科技进

步奖一等奖各1项，2013、2014年获二等奖各1项，2014年以第2单位获河南省科学技术进步奖

一等奖1项）；其他奖励3项（2012年获中国植物保护学会科学研究类一等奖1项、国家烟草专

卖局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1项，2013年获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科技进步三等奖1项。

2.论文，标准、著作等知识产权

2011~2015年，实验室共发表论文726篇，其中SCI 473篇，EI 1篇，中文核心期刊252篇，论

文影响因子最高为15.567；出版学术专著1部，授权发明专利38项，实用新型专利1项，审定

省部级新品种1个。

3.科企合作与技术培训

实验室坚持走产学研一体化的发展道路，与企业合作紧密，通过成果转化，提高产业支撑能

力，先后转化专利新产品10余项，为企业创造经济效益过亿元，如0.2%苦皮藤素微粉剂、

1.5%蛇床·苦参碱杀菌剂分别被陕西绿盾生物制药公司、山西德威生化有限公司转化登记；

5%苦豆子生物碱可溶液剂、双羟基萘酚植物源抗病毒剂等10余个生物农药产品分别被内蒙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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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驼药业、馥稷生物、陕西上格等公司转化。

技术培训方面，先后为陕西、新疆、甘肃等地培训基层科技人员超过1500人次。

（三）团队建设与人才培养

1.学术带头人

2011~2015年，获杰青1人，长江学者特聘教授1人，获美国昆虫学会会士荣誉称号1人，入选

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 2人。

实验室主任在实验室建设中起到积极的主导作用，不定期召开学术委员会，并与学术委员会

成员个别交流，就实验室研究发展方向进行探讨。

 2.团队建设

实验室固定人员老中青结合，以中青年为主体。多名学术骨干在国内外学术组织中担任重要

职务，刘同先、康振生、许金荣、张雅林、单卫星、孙广宇等专家分别担任美国昆虫学会会

士、美国昆虫学会国际分会理事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六届学科评议组成员、教育部高等

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植物病理学会副理事长、中国昆虫学会副理事长、国际头喙

亚目昆虫学会常务理事、亚太昆虫学会常务理事等学术兼职；张兴教授、时春喜研究员获聘

陕西省中小企业首席工程师。康振生、张雅林、张兴、刘同先等教授的团队在小麦条锈病及

赤霉病的病害防控、昆虫分类、生物源农药的创制与应用、害虫生物防治等方面在国内外具

有重大影响，许金荣教授团队在真菌基因和蛋白调控研究以及真核生物RNA编辑研究方面取得

重大进展，相关成果发表在《Genome Research》上。

 3.人才培养

实验室制定了对内培养、对外引进的战略，通过鼓励在职人员攻读学位、派出到国内外科研

单位进修，吸纳优秀人才加入等措施，加强队伍建设；五年累计8人晋升为高级职称，引入优

秀人才4人。

40岁以下青年人均主持承担科研项目，其中85%承担国家基金青年项目或面上项目。

5年累计培养博士后9人，博士147人，硕士476人。

（四）资源共享与运行状态

 1.共享平台建设

实验室致力于推动共享平台建设，大型仪器设备均加入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大型仪器共享服务

网络，提高了仪器设备使用率，其中液质联用仪使用率高达98%，气质联用仪、定量PCR仪、

超速离心机等在85%以上。

2.开放课题设置

实验室目前暂未设置开放课题。

3.运行状态

实验室积极开展学术交流和培训，5年累计开展学术交流762人次，其中邀请国内外专家交流

访问249人次，派出固定人员及其研究生参加各种学术会议和项目交流会513人次；受国家留

学基金和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教师提升计划资助，先后派出18人次赴国内外研修。

实验室严格执行实行定期学术报告制度，各研究团队根据自身情况定期召开学术会议。

联合申报国家重大科技计划多项，已启动973计划2项、863计划3项、国家科技支撑计划1项、

国家科技重大专项1项、公益性行业专项4项。

973 项目2项：

[1]小麦重要病原真菌毒性变异的生物学基础（2013CB127700），主持单位

[2]天敌昆虫寄生和捕食的行为与适应机制（2013CB127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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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863计划3项：

[1]农林有害生物分子生态调控技术研究（2012AA101503）

[2]抗虫性鉴定（2012AA101102）

[3]植物源农药创制与应用技术及示范推广(201201020438)

国家科技支撑计划1项：

[1]关中灌区小麦主要病害防控技术研究与集成示范（201201021018）

国家科技重大专项1项：

[1]小麦抗赤霉病基因的克隆与功能验证（2012ZX08009003）

（五）研发条件与制度文化

1.实验条件

目前，实验室固定面积10160 平米，有试验田82亩，温室大棚12座，仪器设备总价值3372万

元，其中10万元以上仪器设备40台套；制定了严格的仪器设备管理制度，仪器设备使用率

85%以上。

2.运行管理

依托单位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对实验室的建设、运行提供了充分的保障，累计拨付9.00万元用

于实验室的运行补贴。

实验室成立了学术委员会和管理办公室；制定了完备的实验室规章制度，对实验室运行、人

员考核、仪器设备使用等实行了规范化、制度化管理。实行主任负责制，同时设置副主任、

秘书各1人，协助主任处理日常具体事务，负责与学科群的沟通。每年按时完成了实验室年报

的填报工作。

3.科研环境建设

实验室重视科研环境建设，采用“开放、流动、联合、竞争”的运行机制，倡导“严谨、求

实、创新”的科研作风，绩效考核按照学校的有关规定执行，有效调动了工作人员的积极性

，促进了实验室良性发展。

三、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措施(限200字)

1.实验室在作物病虫生物学与治理、化学防治、生物防治等几方面做的比较好，但是在植物

检疫与入侵生物防控、植保生物技术方面还比较薄弱，建议加强在这两个方面的投入。

2.实验室未设置开放课题，正在积极与学科群其他实验室交流，同时与学校沟通，探索现行

机制下的开放课题设置办法。

四、“十三五”建设思路与建议(限500字)

1.积极引入优秀人才壮大队伍

实验室应积极引进优秀人才，加强后备力量建设；帮助引进人才争取学校、学院的经费支持

，尽快扎稳脚跟，快速发展。

2.鼓励联合申报项目，促进学科群深度合作

实验室地处大西北，区域内局部地区如新疆的入侵生物资源丰富，可发挥实验室科研条件好

、科研实力雄厚的优势，与新疆有关单位联合申报项目，解决西北地区外来有害生物入侵和

防控问题；鼓励与学科群其他实验室、甚至是其他学科群实验室的合作与交流，促进学科群

内、学科群间的合作发展。

3.改善研究条件，促进学科发展

抓住国家大力开展农业科技条件建设的契机，结合学科发展前沿和自身的研究方向，积极争

取购置仪器设备，改善科研设备条件。



               表1 农业部重点实验室（站）获得奖励情况

类别 奖次 
合计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主持 参加 主持 参加 主持 参加 主持 参加 主持 参加 主持 参加 

国家

自然

科学

奖 

特等

奖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一等

奖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二等

奖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三等

奖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国家

技术

发明

奖

特等

奖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一等

奖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二等

奖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三等

奖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国家

科学

技术

进步

奖

特等

奖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一等

奖
0 1 0 0 0 1 0 0 0 0 0 0

二等

奖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三等

奖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省部

级奖

特等

奖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一等

奖
2 2 0 0 0 0 1 1 0 1 1 0

二等

奖
2 0 0 0 0 0 1 0 0 0 1 0

三等

奖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特等

奖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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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一等

奖
0 1 0 0 0 1 0 0 0 0 0 0

二等

奖
0 1 0 0 0 1 0 0 0 0 0 0

三等

奖
1 0 0 0 0 0 1 0 0 0 0 0



        表2 农业部重点实验室（站）论文、标准、著作等知识产权

类别 合计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学术论文

SCI 473 81 75 72 112 133

EI 1 0 0 0 0 1

中文核心 252 63 77 54 25 33

其他 0 0 0 0 0 0

出版专著 出版专著 1 1 0 0 0 0

发明专利

发明专利 38 12 11 4 5 6

实用新型专

利
1 0 0 1 0 0

外观专利 0 0 0 0 0 0

软件著作权 0 0 0 0 0 0

其他 0 0 0 0 0 0

新品种 2 0 0 0 1 1

新农药 0 0 0 0 0 0

新兽药 0 0 0 0 0 0

标准

国家标准 0 0 0 0 0 0

行业标准 2 1 0 0 0 1

地方标准 1 0 0 0 1 0

企业标准 0 0 0 0 0 0 

 

               表3 农业部重点实验室（站）人才培养情况表

类别 小计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研究生毕业

及博士后出

站情况

硕士生 476 65 117 107 100 87

博士生 147 20 38 31 30 28

博士后 9 0 0 5 2 2

固定人员职

称情况

高级 —— 44 45 45 46 47

中级 —— 2 10 10 8 4

初级 —— 0 0 0 0 0



 

 

               表4 农业部重点实验室（站）开放课题设置

类别 小计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项目数（个

）
0 0 0 0 0 0

课题经费

（万元）
0 0 0 0 0 0

 

 

               表5 农业部重点实验室（实验站）实验条件

年度

实验室

（实验

站）面

积（平

方米）

实验地面积（亩）

设备总

价值

（万元

） 

10万元

以上设

备总台

数（件

/台/套

）

10万元

以上设

备总价

值（万

元）

其中

：本年

度新增

设备台

数（件

/台/套

）

其中

：本年

度新增

设备价

值（万

元）

小计 自有 租用

2015年 10160 82 82 0 3372 40 1250.7 5 30.00

 

 

          表6 农业部(企业)重点实验室（实验站）研发投入情况表

年度
总产值（万元

）

销售收入

（万元）

其中：技术

性收入（万

元）

其中：高新

技术产品销

售收入（万

元）

研究开发经

费投入（万

元）

研究开发经

费占销售收

入百分比

（%）

2015年 0 0 0 0 0 0.00



 

  表7 农业部西北黄土高原作物有害生物综合治理重点实验室自评表

一级指标
权

重

二级指标

（分值）
得分 自评依据

总计 94

发展定位

与学科建

设

10

发展定位

（5分）
5

着眼学科发展前沿，立足西北，面向全国，着力解决西北干

旱半干旱地区植物保护领域的重大关键技术问题，坚持“顶

天立地”原则，走产学研紧密结合之路，做国际学术前沿并

行者，国内学术发展引领者，打通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成

果转化科技服务链条，将实验室建成具有国家领先水平、国

际知名的科学研究基地、高层次人才培养基地和国内外学术

交流中心，为农业和区域发展提供人才支持和科技支撑。

学科建设

（5分）
5

根据“学科群”和“区域实验室”建设方案，确定了实验室

的研究方向和重点任务。现有3个学科（植物病理学科、农业

昆虫与害虫防治学科、农药学科）12个研究方向，植物病理

学科含植物免疫学、真菌系统学、植物病毒学、植物生态病

理学与生物防治等4个方向；农业昆虫与害虫防治学科含昆虫

系统学、昆虫生态学、害虫综合治理、昆虫生理生化、昆虫

生物多样性与保护生物学和资源昆虫学等6个方向；农药学科

含昆虫毒理学、植物源农药创制2个方向。

产出贡献

与效用影

响

35

获奖成果

（国家、

省部级

）（15分

）

15

2011~2015年，实验室共获科技成果奖9项，其中第一完成单

位7项，第二完成单位2项。其中：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1项

（2012年，第2单位）；省部级5项（2011、2015年获陕西省

科技进步奖一等奖各1项，2013、2014年获二等奖各1项

，2014年以第2单位获河南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1项

）；其他奖励3项（2012年获中国植物保护学会科学研究类一

等奖1项、国家烟草专卖局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1项

，2013年获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科技进步三等奖1项。

论文，标

准、著作

等知识产

权（15分

）

15

2011~2015年，实验室共发表论文726篇，其中SCI 473篇，EI

1篇，中文核心期刊252篇，论文影响因子最高为15.567；出

版学术专著1部，授权发明专利38项，实用新型专利1项，审

定省部级新品种1个。

科企合作

与技术培

训（5分

）

5

实验室坚持走产学研一体化的发展道路，与企业合作紧密

，通过成果转化，提高产业支撑能力，先后转化专利新产品

10余项，为企业创造经济效益过亿元，如0.2%苦皮藤素微粉

剂、1.5%蛇床?苦参碱杀菌剂分别被陕西绿盾生物制药公司、

山西德威生化有限公司转化登记； 5%苦豆子生物碱可溶液剂

、双羟基萘酚植物源抗病毒剂等10余个生物农药产品分别被

内蒙古金驼药业、馥稷生物、陕西上格等公司转化。

技术培训方面，先后为陕西、新疆、甘肃等地培训基层科技

人员超过1500人次。



 

  表7 农业部西北黄土高原作物有害生物综合治理重点实验室自评表

团队建设

与人才培

养

20

学术带头

人（5分

）

5

2011~2015年，获杰青1人，长江学者特聘教授1人，获美国昆

虫学会Fellow（会士）荣誉称号1人，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

秀人才支持计划” 2人。

实验室主任在实验室建设中起到积极的主导作用，不定期召

开学术委员会，并与学术委员会成员进行个别交流，就实验

室研究发展方向进行探讨。

团队建设

（10分）
10

实验室固定人员老中青结合，以中青年为主体。多名学术骨

干在国内外学术组织中担任重要职务，刘同先、康振生、许

金荣、张雅林、单卫星、孙广宇等专家分别担任美国昆虫学

会会士、美国昆虫学会国际分会理事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

第六届学科评议组成员、教育部高等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委

员、中国植物病理学会副理事长、中国昆虫学会副理事长、

国际头喙亚目昆虫学会常务理事、亚太昆虫学会常务理事等

学术兼职；张兴教授、时春喜研究员获聘陕西省中小企业首

席工程师。康振生、张雅林、张兴、刘同先等教授的团队在

小麦条锈病及赤霉病的病害防控、昆虫分类、生物源农药的

创制与应用、害虫生物防治等方面在国内外具有重大影响

，许金荣教授团队在真菌基因和蛋白调控研究以及真核生物

RNA编辑研究方面取得重大进展，相关成果发表在《Genome

Research》上。

人才培养

（5分）
5

实验室制定了对内培养、对外引进的战略，通过鼓励在职人

员攻读学位、派出到国内外科研单位进修，吸纳优秀人才加

入等措施，加强队伍建设；五年累计8人晋升为高级职称，引

入优秀人才4人。

40岁以下青年人均主持承担科研项目，其中85%承担国家基金

青年项目或面上项目。

5年累计培养博士后9人，博士147人，硕士476人。

资源共享

与运行状

态

20

共享平台

建设

（8分）

8

实验室致力于推动共享平台建设，大型仪器设备均加入西北

农林科技大学大型仪器共享服务网络，提高了使用率，其中

液质联用仪使用率达98%，气质联用仪等在85%以上。

开放课题

设置

（6分）

0 目前暂未设置开放课题。

运行状态

（6分）
6

实验室积极开展学术交流和培训，5年累计开展学术交流

762人次，其中邀请国内外专家交流访问249人次，派出固定

人员及其研究生参加各种学术会议和项目交流会513人次；受

国家留学基金和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教师提升计划资助，先后

派出18人次赴国内外研修。

实验室严格执行实行定期学术报告制度，各研究团队根据自

身情况定期召开学术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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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申报国家重大科技计划多项，已启动973计划2项、863计

划3项、国家科技支撑计划1项、国家科技重大专项1项、公益

性行业专项4项。

研发条件

与制度文

化

15

实验条件

（6分）
6

实验室固定面积10160 平米，有试验田82亩，温室大鹏12座

，仪器设备总价值3372万元，其中10万元以上仪器设备40台

套；制定了严格的仪器设备管理制度，仪器设备使用率85%以

上。

运行管理

（6分）
6

依托单位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对实验室的建设、运行提供了充

分的保障，累计拨付9.00万元用于实验室的运行。

实验室成立了学术委员会和管理办公室；制定了完备的实验

室规章制度，对实验室运行、人员考核、设备使用等实行规

范化管理。实行主任负责制，设副主任、秘书各1人，协助主

任处理日常事务和与学科群的沟通。每年按时完成了实验室

年报的填报。

科研环境

建设

（3分）

3

实验室采用“开放、流动、联合、竞争”的运行机制，倡导

“严谨、求实、创新”的科研作风，绩效考核按照学校的有

关规定执行，有效调动了工作人员的积极性，促进了实验室

良性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