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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实验室（实验站）概况（限 300 字） 

农业部动物细菌学重点实验室原名农业部动物疫病诊断与免疫重点开放实验室，依托南

京农业大学 “兽医学”国家一级重点学科。1998 和 2008 年分别列入国家“211”重点建设项目，

2013 年猪链球菌实验室被列为 OIE 参考实验室。实验室面积 2000 平方米，现有固定研究人

员 33 名，其中教授 16 名、副教授和高级实验师 11 名、讲师和实验师 6 名。全国农业科研

杰出人才和创新团队 2 个，江苏省特聘教授 1 名，江苏省“333”工程学术人才（第二层次）1

名，国家基金优青项目 1 名，教育部新世纪优秀学术人才 3 名，南京农业大学钟山学术新秀

3 名。现有在校博士生 35 名，硕士研究生 182 名。 

二、主要成效（限 3000 字）（见表 1-表 6） 

（一）发展定位与学科建设 

1．发展定位。 

农业部动物细菌学重点实验室属于动物疫病病原生物学学科群，主要研究动物病原流行

病学，探究动物病原致病和免疫机制，应用免疫学和分子生物学方法，研发疫病诊断方法和

技术、新型疫苗及疫病综合防控技术，为有效控制动物疫病和保障公共卫生和生物安全提供

技术支持。“十二五”期间有 91 项课题获得 973 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公益性行业

科研专项等国家或地方资助，总计研究经费 8877.98 万元。 

2．学科建设。 

本学科重点从事动物病原感染致病与免疫机理、动物病原诊断与检测技术和动物疫病新

型疫苗与生物兽药方向的科学研究，并逐步形成兽医公共卫生交叉学科。“十二五”期间实

验室主要围绕猪链球菌病、大肠杆菌病、嗜水气单胞菌病、乙型脑炎、猪繁殖与呼吸综合征、

猪圆环病毒病、捻转血矛线虫病和鸡球虫病等重要动物疫病，开展病原功能基因组学与蛋白

质组学、致病与免疫机理、病原生态学与流行病学、诊断与检测技术、新型疫苗与生物兽药

等研究，并积极参与国家农业产业体系建设工作，取得丰硕成果。 

（二）产出贡献与效用影响 

1．获奖成果（国家、省部级）。 

“十二五”期间实验室主持研究获得科技成果奖 4 项。“猪繁殖与呼吸综合征病毒分子生



物学与免疫防控新技术”获得 2011 年度教育部科技进步二等奖；“猪圆环病毒病防控技术研

究与应用” 获得 2012 年度教育部科技进步二等奖；“淡水鱼类细菌性败血症免疫防控技术关

键及产业化应用”获得 2013 年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科技进步一等奖；“猪的两种免疫抑制性

病毒病免疫防控技术的创建与应用”获得 2014 年中国产学研合作创新成果奖。 

2．论文，标准、著作等知识产权。 

“十二五”期间实验室发表研究论文 374 篇，其中 SCI 论文 243 篇；申请与授权国家

发明专利 36 项；主编与参编教材专著 9 部；制定江苏省地方标准 1 项，饲料中雪腐镰刀菌

烯醇（NIV）的测定：免疫亲和柱净化-高效液相色谱法。 

3．科企合作与技术培训。 

“十二五”以来，猪圆环病毒病疫苗和猪繁殖与呼吸综合征疫苗先后转让多家兽用生物

制品企业，转让金额 6000 多万元。实验室还致力于技术的推广应用以及技术培训，通过举

办每年一届的“南京农业大学畜牧兽医学术年会”实现了专家对生产一线技术人员交流与培

训。承办中国畜牧兽医学会动物传染病学分会教学专业组第十八次学术研讨会，以及出席国

际、国内行业学术会议并做大会报告或特邀报告，实现技术的合作与交流。 

（三）团队建设与人才培养 

1．学术带头人。 

学术带头人姜平教授，实验室主任，2012 年被评为全国农业科研杰出人才，兼任国家

生猪产业体系猪病防控岗位专家，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委员，农业部兽医药典委

员会委员，中国畜牧兽医学会动物传染病学分会和兽医生物制品学分会副理事长。成功研制

猪圆环病毒 2 型灭活疫苗（SH 株）和猪繁殖与呼吸综合征活疫苗（R98 株），实现产业化生

产，产生显著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学术带头人陆承平教授，原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兽医学科评议组召集人，现任猪链球菌病

诊断 OIE 参考实验室主任。 

学术带头人范红结教授，从事兽医微生物致病与免疫机制研究，2013 年受聘为江苏特

聘教授，2015 年被评为全国农业科研杰出人才，兼任中国畜牧兽医学会理事，江苏省畜牧

兽医学会副理事长，农业部第六届兽典委员。 

学术带头人李祥瑞教授，从事捻转血矛线虫和鸡球虫等致病与免疫机制研究。国务院政

府特殊津贴获得者，农业部血吸虫病防治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畜牧兽医学会兽医寄生



虫学分会副理事长。 

学术带头人姚火春教授，从事猪链球菌病研究，主持农业部公益性行业（农业）科研专

项研究，参与研究的“猪链球菌病研究与防控技术”曾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学术带头人戴建君教授，从事禽致病性大肠杆菌致病机理研究，在 Infection and 

Immunity 和 Veterinary Microbiology 等刊物上发表 SCI 论文 10 多篇。 

学术带头人刘永杰教授，从事嗜水气单胞菌等水生动物细菌性病原研究。教育部新世纪

优秀人才，全国动物防疫专家委员会委员。 

学术带头人张炜教授，从事猪链球菌等病原细菌的蛋白组学和基因组学研究，2011 年

获教育部新世纪人才支持， 2013 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优秀青年基金项目。 

学术带头人钱莺娟教授，从事禽肿瘤疫病的致病机理研究。在 PNAS、JBC 和 JID 等国际

知名杂志共发表 SCI 研究论文 16 篇。 

2．团队建设。 

实验室现有固定研究人员 33 名，其中教授 16 名、副教授 11 名、讲师和实验师 6 名。

其中，博士生导师 13 名，国家优青 1 人，教育部新世纪优秀学术人才 3 名，农业部生猪产

业技术体系岗位专家 1 名，江苏省特聘教授 1 名，江苏省“333”工程学术人才（第二层次）1

名，从美国引进人才 3 名，钟山学术新秀 3 人。形成了一支专业结构齐全、层次搭配合理的

科研队伍。新增“动物传染病诊断与免疫”、“动物病原微生物致病与免疫机理”2 个农业科

研杰出人才与创新团队。均是代表性成果的主要完成人。 

3．人才培养。 

“十二五”以来实验室培养一批优秀人才，姜平教授和范红结教授先后被评为农业杰出

科研人才，范红结教授受聘为江苏特聘教授，刘永杰教授被评为教育部新世纪优秀学术人才，

张炜教授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优秀青年基金资助，冯秀丽和马喆副教授被评为南京农业大学钟

山学术新秀。十二五”期间实验室培养博士研究生 55 名，硕士研究生 326 名。 

（四）资源共享与运行状态 

1．共享平台建设。 

重点实验室所有仪器和平台均通过南京农业大学大型仪器设备管理系统

（http://202.195.244.179）资源共享，向学校内以及校外研究机构及企事业单位开放，保障

仪器使用效率。 



2．开放课题设置。 

“十二五”期间实验室围绕主要任务和研究方向积极开展了国内外的科研合作交流，设

立了 10 项开放课题，总经费 100 万元，江苏淮安师范学院、山东畜牧兽医职业技术学院、

云南农业大学和拉萨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等单位的科研人员通过资助项目开展了协作研

究；刘永杰教授与韩国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研究所开展了犬流感国际合作项目研究（60 万

元）；李祥瑞教授与美国默沙东公司合作研究鸡球虫疫苗（12 万元）；此外，实验室还与

UCDAVIS、IOWA、俄勒冈州立大学，德国柏林自由大学，丹麦奥胡斯大学的兽医研究室开展

了广泛的学术交流和人才联合培养。 

3．运行状态。 

实验室制订了章程、建立了学术委员会制度、实验室安全管理细则等，保障高效运转。

积极组织参与长三角博士生论坛、举办南京农业大学畜牧兽医年会，组织青年教师出国访学

研修 10 人次、与国外高校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 6 名，OIE 猪链球菌参考实验室组织东盟国

家兽医骨干进行技术培训，联合兄弟院校同行专家申报国家科研项目，协同创新。建设了猪

链球菌病诊断 OIE 参考实验室、从美国引进 3 名高层次人才、实验室条件建设有序进行。目

前，本实验室可容纳 150-160 人常年进行各项科学研究。 

（五）研发条件与制度文化 

1．实验条件。 

依托于南京农业大学动物医学院、兽医学一级国家重点学科，具备开展动物疫病基础研

究、临床应用转化研究的仪器设备等实验条件，如冷冻高速离心机、倒置荧光显微镜、实时

定量 PCR 仪和蛋白和核酸凝胶成像系统等，仪器设备使用率平均可达到 5 小时/天/台。建有

SPF 级小鼠实验动物中心。 

2．运行管理。 

按照制定的《农业部动物细菌学重点实验室章程》以及南京农业大学重点实验室和基地

的相关管理规定，指导实验室的管理和运行。定期填报实验室年报。 

3．科研环境建设。 

注重科研环境建设，按照“团结、勤奋、求实、创新”的理念，建立了符合科技创新规

律、成果产出需求和科研道德规范要求的实验室创新文化。实验室定期学术交流汇报，组织

青年学术论坛，青年教师和博士研究生定期交流科研进展。 



三、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措施（限 200 字） 

主要围绕实验室（实验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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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验室研究方向是围绕国家产业发展需求和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设立的，方向准确。

实验室与学科群内部单位在围绕目标的具体协作上较为活跃，与中国农业科学院兰州兽医研

究所、上海兽医研究、中国农业大学和河南省农业科学院等单位联合申报国家项目、围绕猪

链球菌病、乙型脑炎、球虫病等动物疫病开展了协同攻关和人才联合培养。 

实验室硬件条件需要加强建设，尤其是生物安全试验动物房以及大型仪器设备平台需要

加强建设。 

四、“十三五”建设思路与建议（限 500 字） 

目前，在农业部的领导和支持之下，在学科群支持单位中国农业科学院兰州兽医研究所

的整体布局下，农业部动物细菌学重点实验室拟围绕国家战略需求，强化现有研究优势领域，

结合长三角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特点，拓展兽医公共卫生研究方向，为动物、人类和环境的同

一健康做出创新性成果。 

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1. 聚焦猪链球菌病、肠外致病性大肠杆菌病、嗜水气单胞菌病、猪繁殖与呼吸综合征、

猪圆环病毒病、流行性乙型脑炎、捻转血矛线虫病和鸡球虫病等重大动物疫病，围绕病原感

染致病与免疫机理，病原与抗体检测技术、新型疫苗与生物兽药研制攻关研究。 

2.加强科研平台仪器设备、生物安全设施、大动物实验中心建设，提升动物疫病基础研

究相关基因组、蛋白质组和生物信息学的软硬件建设，以及诊断试剂盒和疫苗研发的应用研

究支撑条件建设。 

3.进一步开放实验室的开放运行，加强国际和国内同行的协同创新、人才培养与学术交

流，联合申报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承担国家重点研发任务，发挥 OIE 猪链球菌病诊断参

考实验室的技术引领功能，服务东盟国家的兽医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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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自然

科学奖 

特等奖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国家技术

发明奖 

特等奖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国家科学

技术进步

奖 

特等奖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省部 

级奖 

特等奖       

一等奖       

二等奖  1 1    

三等奖       

其他 

特等奖    1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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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 24 57 39 47 67 

EI       

中文核心 131 39 21 14 26 31 

其他       

出版 

专著 
出版专著 9 1 2 2 0 4 

 

发明专利 36 3 17 6 6 4 

实用新型专利       

外观专利       

软件著作权       

其他       

新品种 新品种       

新农药 新农药       

新兽药 新兽药       

标 

准 

国家标准       

行业标准       

地方标准      1 

企业标准       

 



 

表 3 农业部重点实验室（站）人才培养情况表 

类别 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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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6 55 55 72 72 72 

博士生 55 7 7 15 15 11 

博士后       

固定人员职称

情况 

高级 — 22 22 25 25 27 

中级 — 7 7 10 10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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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计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项目数（个） 12 3 3 3 1 2 

课题经费 

（万元） 
172 30 30 30 60 22 

 



 

表 5 农业部重点实验室（实验站）实验条件 

 

年份 

实验室面

积（平方

米） 

实验地面

积（亩） 

设备总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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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增台

数（件

／台／

套） 

设备

价值

（万

元） 

小

计 

自

用 

租

用 
     

2015

年 
2000 0 0 0 1975 40 1200 20 550 

 

 

 

表 6 农业部（企业）重点实验室（实验站）研发投入情况表 

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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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