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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实验室(实验站)概况(限300字)

本实验室依托南京农业大学建设，围绕着农业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农业生态环境问题，开展土

壤有机污染物、重金属污染及植物病原生物胁迫的微生物降解、修复及防控研究，是国家菌

种保藏平台环境微生物学菌种分中心，建立了国内规模最大的环境微生物资源库。实验室现

有在编固定人员31名，非在编固定人员162名。在编固定人员中有教授15人，副教授8人。申

请专利22项，获批32项；发表论文266篇，其中SCI论文224篇。实验室现有面积3000多㎡，建

有公共实验平台和农药残留微生物降解技术成果转化基地，具备年产3000吨微生物菌剂的生

产能力。目前重点实验室是中国微生物学会环境微生物专业委员会挂靠单位。

二、主要成效(限3000字)  

（一）发展定位与学科建设

1.发展定位

农用化学物质的大量使用造成农田生态环境的破坏，本实验室围绕农田生态环境微生物保护

的共性关键问题开展了微生物学的基础理论和技术开发方面的研究。将实验室建设成为“国

内领先、国际先进”的农业环境微生物研究创新基地和学术交流平台，并为我国农业生态环

境保护培养高层次、高水平的管理、教学、科研和服务人才。近年来围绕农业环境微生物研

究获得了国家“973”、“863”、科技支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农业部“948”项目以及江

苏省各类科技项目的支持。

2.学科建设

在农业微生物资源利用学科群重点实验室的领导下，制定了本实验室的学科建设方案，通过

人才、科研经费、创新平台等科技资源的合理配置，使本室研究平台得到较快提升，在农药

残留微生物降解、微生物-植物联合修复重金属污染、农田杂草微生物防控、新型广谱抗真菌

生防微生物抗病等的分子机制及技术体系研发等方面均取得重要进展，部分解决了因农药/重

金属污染、杂草扩张及土传病原真菌累积造成的土壤质量下降、农业生产力降低等重大关键

和共性科技难题，促进了重点学科和交叉学科的发展。促进植物学与微生物学学科交叉，积

极争取各级各类科研项目支持，2011-2015年争取项目经费3009万元。凝聚和培养了优秀农业

科技人才，显著提升本室技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与国际影响力。

（二）产出贡献与效用影响

1.获奖成果（国家、省部级）

农田杂草微生物防控方面的研究获得2011年度江苏省科学技术二等奖，水稻田杂草防控技术

获得2014年度中国植物保护学会科学技术奖三等奖，生物生态防控技术获得2014年度江苏省

农业技术推广三等奖，作为参与人获得江苏省环保厅及南京市科技奖励各一项。

2.论文，标准、著作等知识产权

2011-2015本室共发表论文266篇，在Mol Microbiol、Environ Microbiol、J Bacteriol、

Appl Environ Microbiol等专业顶尖杂志上发表SCI论文224篇，获得发明专利32项，参编论

著3本。

3.科企合作与技术培训

与江苏耕耘化学有限公司、江苏东宝农药化工有限公司、江苏圣泰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灌南县福田农机有限公司五棵树食用菌分公司建立了深入的合作关系，将筛选获得的降解性

微生物及生防微生物转化为生产力，转化收益年均150多万元。同时，开展农药残留微生物降

解技术 的培训工作，年均30人次左右，促进了农药残留微生物降解技术的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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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团队建设与人才培养

1.学术带头人

学术带头人蒋建东教授是2012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优秀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教育部新

世纪优秀人才，2013年获江苏省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江苏省杰出青年岗位能手，以第一作

者或通讯作者在学科领域顶尖SCI期刊上发表论文30余篇，获教育部技术发明二等奖（第5完

成人）。主要研究领域为环境与土壤微生物学，研究方向为农药类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微生

物降解与修复、卤代芳香烃化合物的微生物好氧和厌氧脱卤等研究，在农药的微生物降解机

制和污染修复的理论和应用研究具有较高造诣。实验室主任崔中利教授是教育部新世纪优秀

人才和江苏省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在有机污染物降解和植物病原真菌生物防治研究领域取

得了很好的研究成绩，定期组织实验室学术委员会活动，规范实验室运行。强盛教授获得

2014国家高层次人才万人计划领军人才（教学名师）。

 2.团队建设

积极优化学科梯队，通过引进人才优化研究队伍的学缘关系，从中国科学院及中国药科大学

引进优秀博士2人，留选优秀博士生5人。目前在编固定人员31人，其中：正高职称15人，副

高级职称8人，具有博士学位30人，45岁以下23人，团队力量强，年轻有为，结构合理。围绕

实验室重点研究方向形成了有机污染物微生物降解、重金属微生物-植物联合修复、农业病

/草害生物防控以及微生物来源活性物质及蛋白质结构等几个核心团队。重点实验室在国家级

学会担任学术职务的8人次，担任国际刊物编辑1人。

 3.人才培养

依托单位有完善的引进人才措施和促进青年研究人才成长的措施，学校实施了“钟山学术新

秀”人才培养计划，推动青年科研人员的学术职业发展，我室蒋建东教授，黄星副教授

2012年、陈凯博士2015年入选“钟山学术新秀”。中青年学术带头人的培养也是实验室的重

要任务，2012年赵明文教授入选江苏省高校“青蓝工程”中青年学术带头人培养对象 ，何健

教授2013年获得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项目，2015年获得江苏省“六大人才高峰”高层次人

才资助。 2011-2015年毕业研究生289人，其中博士生62人，目前在读研究生162名，其中博

士生32名，在站博士后6名。培养的研究生质量较好，获得江苏省优秀博士论文1篇。积极开

展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户、技术推广员的技术培训，每年1-2次，每次50-80人。

（四）资源共享与运行状态

 1.共享平台建设

本着农业部重点实验室实行“开放，流动，联合，竞争”的运行原则，积极推动农业环境微

生物重点实验室的设备平台及技术平台的开放共享使用。制定了科研基础设施、仪器设备共

建共享制度，建立了高效的材料、数据、信息、知识产权、仪器设备的共享平台，实验室的

高值设备均通过网络接入依托单位的设备管理中心，向全校及其他单位开放。与学科群其他

兄弟实验室及中国农科院、中国农业大学、中国药科大学、沈阳农业大学、安徽农业大学、

江南大学、华南理工大学、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等多个兄弟单位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

系。广泛开展国际合作交流，与日本京都大学、美国怀俄明大学、康奈尔大学、以色列农业

部农业科学研究院单位在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开展了合作交流。

2.开放课题设置

围绕本室主要任务和研究方向，设立开放课题5个，累计资助16万元。

3.运行状态

实验室建设以来一直处于规范运行状态，围绕着我国的农业生态环境微生物保护，开展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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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研究。积极开展人才交流和培训，接受来自兄弟院校单位的客座人员到本室进行客座研究

。定期召开实验室工作会议和学术会议，与华中农业大学联合申报了农业行业专项。经过多

年的发展已成为集“农、科、教”一体的科技研发、人才培养、技术示范推广的重要基地。

（五）研发条件与制度文化

1.实验条件

实验室用房总面积约近3000m2，仪器设备总数量400余台/套，总价值2580万元，其中单台

10万元以上仪器设备30台/套，价值1260万元。具备较好科研条件，仪器设备管理制度健全

，与依托单位仪器设备共享管理平台网对接，实现网络化、数字化管理。大型仪器设备平均

机时率80%，常规仪器不低于14小时/日全年开放。仪器平均共享率15%。

2.运行管理

制定了实验室章程，实行实验室主任负责制、学术委员会制和严格评估制等实验室内部管理

体制。组织开展区域共性和关键技术研究，接受综合性重点实验室的业务指导，组织开展学

术交流活动。按要求报送实验室年报。

3.科研环境建设

实验室建立了符合科技创新规律、重大成果产出需求和科研道德规范要求的实验室创新文化

，营造团队协作、学术民主、宽容失败、潜心研究的创新文化。鼓励学术创新，通过依托单

位高校基本业务费支持新的学术生长点，推动产学研结合，积极推进科技成果的转化和产业

化。鼓励科研合作与协作，积极承担全国性会议、参加国内外学术交流，鼓励年轻研究人员

赴高水平实验室进修学校，开阔眼界拓宽思路。

三、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措施(限200字)

 

四、“十三五”建设思路与建议(限500字)

建设思路：围绕我国农业生态环境保护的重大战略需求，针对农田农药、重金属污染超标及

病害草害发生严重的重大科学难题，依托南京农业大学在微生物学和植物学方面的学科优势

，开展农田生态环境微生物保护技术的基础理论研究和重大技术研发。通过团队成员的协同

攻关，在农药残留微生物降解、重金属植物-微生物联合修复及农业病草微生物防控领域进行

基础理论创新研究和关键技术研发体系研发，开展应用基础研究，解决制约产业发展的重大

关键和共性科学问题，产出自主创新的重大成果；凝聚和培养优秀农业科技人才，显著提升

我国农业环微生物学相关学科的学术水平，显著提升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与国际影响力

，将实验室建设成为国内领先的开环境微生物学学术中心，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生产与社会

经济发展做出重要贡献。

建议：国家相关部门给予农业部重点实验室运行经费方面的支持，保障实验室的开放运行及

能力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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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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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部

级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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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0 1 0 0 0 0 0 0 0 0 0

三等

奖
1 1 0 1 0 0 0 0 1 0 0 0

特等

奖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表1 农业部重点实验室（站）获得奖励情况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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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0 1 0 0 0 0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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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 39 40 45 36 64

EI 0 0 0 0 0 0

中文核心 42 7 9 9 9 8

其他 0 0 0 0 0 0

出版专著 出版专著 3 1 1 0 1 0

发明专利

发明专利 32 5 8 8 6 5

实用新型专

利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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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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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0 0 0 0 0

地方标准 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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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7 50 59 43 39 36

博士生 62 13 10 15 10 14

博士后 3 1 0 0 0 2

固定人员职

称情况

高级 —— 21 21 21 21 23

中级 —— 2 4 8 8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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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 0 0 1 1 3

课题经费

（万元）
16 0 0 2 2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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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0 2 0 2 2580 30 1260 8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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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



 

              表7 农业部农业环境微生物重点实验室自评表

一级指标
权

重

二级指标

（分值）
得分 自评依据

总计 90

发展定位

与学科建

设

10

发展定位

（5分）
5

获得国家863计划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江苏省自然

科学基金项目等50与项，参加国家973项目、国家科技支撑项

目多项。

学科建设

（5分）
5

制定了实验室建设方案，对重点发展方向和微生物学与植物

学交叉学科进行了培育并取得良好进展，学术梯队配置合理

，固定人员基本都得到国家及省部级科技项目支持。

产出贡献

与效用影

响

35

获奖成果

（国家、

省部级

）（15分

）

8 杂草生物及综合防控技术获得江苏省科技进步二等奖。

论文，标

准、著作

等知识产

权（15分

）

13 发表SCI论文224篇，获得国家发明专利32项，出版专著3部。

科企合作

与技术培

训（5分

）

5 与多个企业建立了合作关系，成果转化近800万元。

团队建设

与人才培

养

20

学术带头

人（5分

）

5

个方向带头人在领域中均有较好的影响力，强盛教授获得国

家百千万工程人才称号。实验室主任在实验室建设中起到主

导作用，定期召开学术委员会会议。

团队建设

（10分）
10

实验室固定人员和结构符合要求，有1人在国际期刊担任编委

、2人次在中国微生物学会、中国土壤学会担任理事、6人次

在国家级学会专业委员会中担任副主任委员，实验室学术骨

干均在主要研究方向上开展工作、并是代表性成果的主要完

成人。

人才培养

（5分）
5

依托单位有完善的引进人才措施和促进青年研究人才成长的

措施，学校实施了“钟山学术新秀”人才培养计划，推动青

年科研人员的学术职业发展，我室蒋建东教授，黄星副教授

2012年、陈凯博士2015年入选“钟山学术新秀”。中青年学

术带头人的培养也是实验室的重要任务，2012年赵明文教授

入选江苏省高校“青蓝工程”中青年学术带头人培养对象

，何健教授2013年获得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项目，2015年

获得江苏省“六大人才高峰”高层次人才资助。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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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毕业研究生289人，其中博士生62人，目前在读研究生

162名，其中博士生32名，在站博士后6名。培养的研究生质

量较好，获得江苏省优秀博士论文1篇。积极开展对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农户、技术推广员的技术培训，每年1-2次，每次

50-80人。

资源共享

与运行状

态

20

共享平台

建设

（8分）

8

本着农业部重点实验室实行“开放，流动，联合，竞争”的

运行原则，积极推动农业环境微生物重点实验室的设备平台

及技术平台的开放共享使用。制定了科研基础设施、仪器设

备共建共享制度，建立了高效的材料、数据、信息、知识产

权、仪器设备的共享平台，实验室的高值设备均通过网络接

入依托单位的设备管理中心，向全校及其他单位开放。与学

科群其他兄弟实验室及中国农科院、中国农业大学、中国药

科大学、沈阳农业大学、安徽农业大学、江南大学、华南理

工大学、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等多个兄弟单位建立了

良好的合作关系。

开放课题

设置

（6分）

5

围绕本室主要任务和研究方向，设立开放课题5个，累计资助

16万元。广泛开展国际合作交流，与日本京都大学、美国怀

俄明大学、康奈尔大学、以色列农业部农业科学研究院单位

在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开展了合作交流。

运行状态

（6分）
6

实验室建设以来一直处于规范运行状态，围绕着我国的农业

生态环境微生物保护，开展创新性研究。积极开展人才交流

和培训，接受来自兄弟院校单位的客座人员到本室进行客座

研究。定期召开实验室工作会议和学术会议，与华中农业大

学联合申报了农业行业专项，与我校植物营养重点实验室联

合申报973项目。经过多年的发展已成为集“农、科、教”一

体的科技研发、人才培养、技术示范推广的重要基地。

研发条件

与制度文

化

15

实验条件

（6分）
6

实验室用房总面积约近3000m2，仪器设备总数量400余台/套

，总价值2580万元，其中单台10万元以上仪器设备30台/套

，价值1260万元。具备较好科研条件，仪器设备管理制度健

全，与依托单位仪器设备共享管理平台网对接，实现网络化

、数字化管理。大型仪器设备平均机时率80%，常规仪器不低

于14小时/日全年开放。仪器平均共享率15%。

运行管理

（6分）
6

制定了实验室章程，实行实验室主任负责制、学术委员会制

和严格评估制等实验室内部管理体制。组织开展区域共性和

关键技术研究，接受综合性重点实验室的业务指导，组织开

展学术交流活动。按要求报送实验室年报。

科研环境

建设 3

实验室建立了符合科技创新规律、重大成果产出需求和科研

道德规范要求的实验室创新文化，营造团队协作、学术民主

、宽容失败、潜心研究的创新文化。鼓励学术创新，通过依

托单位高校基本业务费支持新的学术生长点，推动产学研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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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分）

合，积极推进科技成果的转化和产业化。鼓励科研合作与协

作，积极承担全国性会议、参加国内外学术交流，鼓励年轻

研究人员赴高水平实验室进修学校，开阔眼界拓宽思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