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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实验室年度报告实验室年度报告实验室年度报告实验室年度报告    

旱区作物逆境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于2011年 10月13日经科技部批准建设（国

科基发〔2011〕517 号），本实验室前身是 2001 年 6 月 28 日成立的陕西省农业分子

生物学重点实验室， 2005 年进入科技部省部共建国家重点实验室培育基地建设序

列，2006 年通过验收。实验室主任为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康振生，学术委员会主任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山仑。 

实验室围绕生物及非生物逆境因子与作物生产关系开展研究，重点探索干旱、高

温、盐碱等逆境因子的信号转导调控网络及病原与作物互作的分子机理，克隆具有抗

旱、抗寒、抗病、耐盐的重要农艺性状功能基因，同时致力于作物功能基因组及高产

优质新品种的培育研究。 

旱区作物逆境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设立以下研究方向： 

方向一：作物抗逆种质和基因资源发掘 

方向二：作物非生物胁迫应答机理 

方向三：作物与有害生物的互作机理 

方向四：作物抗逆种质创新与品种设计    

（一）研究工作进展 

2011 年，实验室围绕旱区主要粮油和果蔬植物，共承担国家及省部级科研项目

74 项，其中新增项目 22 项，到位经费 2012.9 万元。承担项目中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29 项，杰出青年基金 2 项；共发表研究论文 206 篇，其中发表在 Plos Pathology，

Plos One, Molecular Plant-Microbe Interactions，Planta 等 SCI 源刊物上 25 篇；

出版专（编）著两套共 6 本；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2 项、陕西省部科学技术一等奖

1 项、中华农业科技奖科研成果三等奖 1 项；授权发明专利 12 项；获植物新品种审

定权 3 个；获批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 1 篇；国务院政府津贴获得者 1 人；陕西

省教学名师 1 人；举办国际学术会议 1次；实验室人员参加国际学术会议 25次，其

中，大会特邀报告 3次；参加国内学术会议 168次；国外专家来访和学术交流 26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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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博士研究生 18 人，硕士研究生 62 人。 

1111、、、、作物抗逆基因与种质资源发掘作物抗逆基因与种质资源发掘作物抗逆基因与种质资源发掘作物抗逆基因与种质资源发掘    

从国内外搜集和引进小麦、大麦、玉米、油菜、苹果、葡萄等作物新种质资源

300余份，并开始对其从农艺性状、抗病性、抗旱和耐盐性等方面进行评价，同时利

用其中的优异资源配置了杂交组合 80多个。 

在抗旱棚，对 90 个冬小麦材料构成的小麦核心种质的抗旱性进行了进一步的评

价，利用分布于全基因组的 SSR 标记分析其基因型，对其重要农艺性状和抗旱节水相

关生理性状的 QTL位点进行了扫描分析，发掘了一些对相应性状有重要贡献的位点，

为进一步挖掘和利用这些种质奠定了良好基础；构建了小麦GA敏感型矮秆基因 Rht4、

Rht13、Rht14、Rht15、Rht18 等的遗传群体，为进一步分析其遗传效应，鉴选出利

于小麦产量潜力提高和抗逆性提高的小麦矮秆基因奠定了基础；克隆了控制小麦蒸腾

效率的主效基因 ERECTA，筛选了相应的突变体，同时利用候选基因关联分析对自然

群体中该基因的变异进行检测和分析，为碳同位素分辨率（CID）在小麦抗旱性的遗

传改良中的高效利用奠定了基础。 

完成了 268份新育成品种抗条锈病、抗白粉病和抗赤霉病的抗性鉴定，筛选出一

批抗性优良的新品种（系）。小麦-华山新麦易位系 H9020-1-6-8-3 抗条锈病基因的分

子作图结果表明：其对 CYR33 的抗病性由 1 个显性单基因控制,暂命名为 YrH9020。

利用 F2 代分离群体和分组分析法(BSA)，组建抗、感池，筛选到 4 对与抗病基因

YrH9020紧密连锁的微卫星标记，并将 YrH9020 定位于小麦 2DS 上，为小麦抗条锈病

育种工作打下基础。 

2222、、、、作物非生物胁迫应答机理作物非生物胁迫应答机理作物非生物胁迫应答机理作物非生物胁迫应答机理    

以模式植物拟南芥、旱区作物小麦、玉米、油菜、糜子等为对象，从抗逆生理、

信号转导机制、基因表达调控、遗传转化等方面开展研究，取得了一些重要进展，为

后续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鉴定了一个拟南芥显性矮化突变体 abs1-1D，克隆了 ABS1 基因，编码一个 BAHD

家族酰基转移酶，abs1-1D 突变体和植物激素油菜素内酯相关。从我国西北荒漠区的

野生豆科植物苦马豆（Sphaerophysa salsula Pall.）中，发现了 15 株促植物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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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内生菌，当与根瘤菌 Mesorhizobium gobiense 混合接种时，明显提高植物体叶绿

素含量、鲜重和结瘤数。 

小麦幼苗 miRNA进行识别及 Northern 验证，发现了小麦 miRNAs 序列 16条，其

中 1条在干旱胁迫处理后的抗旱品种中表达上调，转基因证明该 miRNA的过量表达可

大大提高植物的抗旱性。研究了不同耐旱小麦品种不同生育期干旱条件下，脱水素的

表达规律，脱水素基因沉默载体转入小麦，进行相关生理指标分析。构建了小麦幼苗、

旗叶及不同发育时期小麦籽粒样品的小 RNA文库，通过深度测序识别出一些小麦新的

miRNA，并通过半定量 RT-PCR验证其组织表达特征，分离鉴别出一些籽粒发育相关的

miRNA, 并预测了其靶基因，这些 miRNA和靶基因的功能研究工作正在进行。 

筛选出了具有差异表型的转录因子基因的突变体，对低钾处理高度敏感转录因子

WSLK1基因的突变体，以及在种子的萌发期对ABA处理敏感的蛋白激酶 PKSA5及 PKSA6

基因的突变体进行了深入的功能分析，对新近发现的在种子萌发期对 ABA 敏感的

MSA1(MYB sensitive to ABA 1)基因的突变体、渗透及盐害胁迫敏感的 NSOS1 基因的

突变体的初步的分析工作。克隆了油菜的 20余个 CBL及 CIPK基因，以及 10余个 CDPK

基因，对互作模式及亚细胞定位等进行的系统的研究，为下游的深入功能分析奠定了

基础。从苹果中克隆了自噬相关基因（ATG）的多个成员，筛选了苹果 DREB 基因的

64 个候选基因，克隆了抗坏血酸相关转运蛋白的编码基因 MdNAT12，山梨醇转运蛋白

基因 SOT等。在葡萄方面，克隆获得了欧洲葡萄无核白 EF-hand 钙结合蛋白基因、无

核葡萄胚珠败育相关基因 MADS-Box、中国野生华东葡萄泛素连接酶基因 UIRP、燕山

葡萄脱水素基因、山葡萄抗寒相关 ERD基因、中国野生葡萄 VpWRKY家族基因 3 个、

华东葡萄转录因子基因 VpMYB 1 个、华东葡萄 VpYABBY1 和 VpYABBY2 基因 2 个。 

3333、、、、作物与病虫互作机理作物与病虫互作机理作物与病虫互作机理作物与病虫互作机理    

以小麦条锈病、赤霉病、马铃薯晚疫病、小麦蚜虫、吸浆虫及果树病虫害等为研

究对象，开展了小麦成株期抗性的组织细胞特征、细胞化学定位、转录表达分析、

RNA-Seq 测序及信息初步分析和 MicroRNA 测序及信息初步分析和关键基因分析等方

面的研究工作，采用 qRT-PCR、瞬时表达、病毒诱导的基因沉默系统及酵母单杂等方

法对 31 个 WRKY家族基因、NAC 转录因子、钙调控相关基因、过敏性坏死（或 P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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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基因、及寄主植物诱导的病菌的基因进行了功能鉴定和分析，结果表明它们通过

不同的形式参与了小麦抗条锈反应。 

小麦抗条锈病机制研究，克隆获得一批小麦抗条锈病相关基因，包括小麦热激蛋

白 70 基因 TaHSC70、小麦 G蛋白基因 TaRab7 和 TaTYPA、小麦 14-3-3蛋白基因、小

麦坏死基因 TaLSD1 和 TaLOL1 基因、小麦 CBL-CIPK 钙信号途径基因，或者对上述基

因进行了序列分析和转录表达特征分析，明确了它们在生物和非生物胁迫下的基因表

达模式，并对部分基因进行了亚细胞定位分析，明确了它们在细胞中的分布情况，构

建了部分基因的过量表达体系和病毒诱导(BSMV-VIGS)的基因沉默技术，明确了上述

基因的功能，为进一步研究上下游互作的基因、信号通路以及小麦抗锈性的遗传改良

奠定了基础。 

小麦条锈菌致病机理研究方面，首次克隆了一个小麦条锈菌的 Fus3/Kss1类 MAPK

基因 PsMAPK1，研究结果表明：PsMAPK1 可能在调节条锈菌的侵染和生长过程中具有

重要的作用。克隆获得了一批小麦条锈病菌的致病相关基因，如钙信号途径参与基因、

产孢相关基因及侵染分化相关基因，同时研究了这些基因的表达模式、亚细胞定位及

在不同生理小种之间的 SNP，为进一步研究小麦条锈菌的致病机制及防控奠定理论基

础。 

禾谷镰刀菌蛋白激酶功能研究，对小麦赤霉菌中的 116 个蛋白激酶基因进行了

manual annotation 和敲除，有 96 个基因拿到了突变体，20 个基因确定为致死型。

通过突变体详尽的表型分析，建立了一个禾谷镰刀菌激酶数据库。PacC 和 AreA基因

的功能研究，得到 PacC 和 AreA基因敲除突变体，通过突变体的一系列表型观察、分

析，发现这两个基因对毒素的合成有重要作用。建立了转座子随机插入构建禾谷镰刀

菌的突变体库的方法，为大规模构建突变库奠定了基础。 

明确了陕西省小麦白粉菌的毒性结构，明确了相应抗性基因的利用价值。结果表

明，抗性基因 Pm4a 和 Pm7仍有一定的利用价值；抗性基因 Pm2+Mld、Pm4b+Mli、Pm13、

Pm“XBD”对小麦白粉菌的抗病性较好。 

在疫霉病的研究方面，识别到了一类新型小 RNA分子，疫霉菌小 RNA分子表达模

式分析表明，其在非侵染时期表达量高，在侵染时期下调，其靶标偏好与 5’UTR 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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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结合。证明了疫霉菌小 RNA分子的生物学功能，为疫霉菌生物学及其相关的病理学

研究奠定了基础。 

苹果病害方面，以腐烂病、褐斑病、轮纹病、煤污病等为研究对象，从病原菌鉴

定，病害发生规律、防治等方面开展大量的研究，研究成果获 2011 年杨凌示范区科

学技术一等奖。 

4444、、、、作物抗逆种质创新与育种设计作物抗逆种质创新与育种设计作物抗逆种质创新与育种设计作物抗逆种质创新与育种设计    

研究了苹果、李等果皮的花色苷合成的调控机制；开展了葡萄 SBP 家族基因克隆

与功能研究和葡萄 ALDH 家族基因克隆、进化及表达分析；建立了生物能源植物柳枝

稷人工穗芽稳定高效再生体系和遗传转化体系；获得了部分携带有叶片衰老抑制基因

PSAG12-ipt、产量调控基因 GHD7 的 T0代转基因小麦植株及其 T1代株系。 

继续开展远缘杂交后代的筛选和细胞学鉴定、种质创制、新品种选育等工作。获

得不同染色体组型的稳定株系 5 个；人工合成小麦种质 F3株系 100 余个；新创制小

麦优异中间种质 70余个，完成了 4 个小麦种质抗病基因的遗传分析，将 Yr26 基因定

位于小麦 1B染色体长臂紧靠着丝粒的 1BL-6 区域；16 个小麦新品系进入陕西省、安

徽省和国家区域试验，新审定小麦新品种 4 个；获得玉米优异自交系 5份；6 个玉米

新组合参加陕西省区域试验；玉米杂交种陕单 606 和陕单 609 通过陕西省品种审定；

审定油菜新品种 2 个。 

（二）队伍建设和人才培养 

实验室现有固定研究人员 61 人，其中教授 46 人、副教授 11 人、讲师 4 人；管

理技术人员 7人，其中高级实验师2人，实验师5人。研究队伍中有国家“千人计划”2

人、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和长江学者讲座教授各 1 人、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

得者 4 人、国家“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获得者”2 人、国家“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

程”入选者 1 人、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5 人。 

通过多种途径加大中青年学术骨干的培养，利用国家优秀青年教师出国培训计划

等政策，选派 4 名优秀中青年研究骨干到美国、英国、奥地利等国实验室进行学习

5-12 个月；资助 6 名中青年科研骨干参加高水平国际会议；邀请 39 人次国际顶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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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到实验室访问、交流，对中青年科研骨干的研究工作进行针对性的指导；邀请 3

名国外著名学者，到实验室举办病害流行学和英文论文写作的培训。 

2011 年，我室王晓杰毕业论文荣获国家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单卫星、王中

华被聘为陕西省“三秦学者”特聘教授；陈坤明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 

（三）学术交流与运行管理 

举办国际会议 1次，承办大型学术会议 2次，其他会议 5次；参加国内学术会议

168 人次，国际学术会议 25 人次；建立了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普度大学联合研究

中心；邀请国内外知名专家进行了院士系列学术报告会。 

 

   
 

 

 

 

重新组建了实验室办公室、技术支撑部，聘任了实验室行政副主任。召开了实验

室第一届学术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审核了实验室建设计划，审批了实验室开放课题。

实验室作为公共研究平台，进一步强化了仪器设备的管理和实验室的开放工作，制定

和完善了实验室的管理制度。实验室大型仪器设备实现开放和高效运行，促进了实验

室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 

（四）开放课题执行情况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同意提供 2011 年开放课题基金 100 万元。实验室发布了《2011

年开放基金课题申请指南》，共收到有效申请书 36份，按照 2011 年开放基金课题的

资助原则, 经实验室学术委员会审议，实验室批准了 20 个开放基金课题项目，项目

澳大利亚国家植物生物安全合作研究中心执行总裁 Simon Mckirdy博士来实验室学术交流 
澳大利亚科学院院士Robert McIntosh来实验室开展合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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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展顺利。 

（五）实验室公众开放活动 

2011 年，实验室继续对国内外科研机构、研究人员及学生开放，共接待国内外

领导专家 72 人次，各类学生 1365 人次，增加了学生对国家重点实验室研究工作的认

识，提高了实验室的影响。 

（六）实验室大事记 

1111、、、、领导关怀与重要领导关怀与重要领导关怀与重要领导关怀与重要来访来访来访来访    

实验室共接待国内外领导专家 72 人次，主要包括农业部部长韩长赋、科技部副

部长曹健林、科技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王志刚、教育部副部长杜占元、陕西省省长

赵正永、副省长祝列克、朱静芝等领导及各兄弟院校领导专家，国外相关院校研究所

领导专家。 

 

   农业部部长韩长赋来实验室调研指导        科技部副部长王志刚来实验室调研指导 
 

（1）2 月 15 日，科技部副部长曹健林等在陕西省副省长朱静芝陪同下调研； 

（2）2 月 28 日，农业部部长韩长赋等调研； 

（3）5 月 17 日，国家外国专家局教科文卫专家司陈化北副司长等调研； 

（4）5 月 25 日，陕西省副省长祝列克以及农业厅、科技厅领导调研； 

（5）6 月 16 日，欧盟科技局代表团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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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月 22 日，陕西省省长赵正永、副省长祝列克一行调研，并听取工作进展

汇报； 

（7）9 月 7 日，芬兰科学院专家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国际局副局长鲁荣凯等

考察； 

（8）9 月 21 日，哈萨克斯坦前总理、哈萨克斯坦国际一体化基金会理事会主席

谢尔盖•亚历山大维奇•捷列先科一行考察； 

（9）11 月 17 日，国家科技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王志刚在陕西省副省长朱静

芝等陪同下调研，并听取研究进展汇报； 

（10）11 月 25 日，教育部副部长杜占元、科技司司长王延觉、国务院学位办副

主任、研究生司副司长孙也刚等一行调研。 

 

   教育部副部长杜占元来实验室调研指导        科技部副部长曹健林来实验室调研指导 

2222、、、、实验室重实验室重实验室重实验室重要事件要事件要事件要事件    

2011 年实验室获批国家重点实验室，进入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序列（国科基发

〔2011〕517 号）；实验室组建方案通过学校党委常委会议研究，确定了旱区作物逆

境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的管理体制、人员编制和运行机制（校人发〔2011〕309 号）；

聘任康振生教授为实验室主任，中国工程院院士山仑研究员为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

任，张朝阳为实验室行政副主任。 

（七）依托单位与主管部门的支持 

2011 年依托单位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为实验室提供了经费 1650 万元，用于实验室

开放课题的设立、实验室的建设与开放运行，实验室的仪器购置与改建工作正在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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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科技部和主管部门陕西省科技厅也为实验室在申请课题等方面提供了有力的支

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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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实验室组织机构实验室组织机构实验室组织机构实验室组织机构    

主  任：康振生  教授 

副主任：吉万全  教授 

        张朝阳   

秘  书：胡银岗  教授 

实验室成员： 

教  授：宋卫宁   冯佰利   李鹏民   唐  明   王乔春   王跃进  邹志荣 

   韦革宏   陈坤明   胡银岗   江元清   梁宗锁  罗志斌   陶士珩 

   王朝晖   郁  飞   张林生   赵惠贤 赵天永   康振生    黄丽丽  

  刘德广   刘同先   单卫星  孙广宇   王宝通   吴文君   吴云峰   

 仵均祥   许金荣  杨家荣   赵惠燕   马锋旺   董振生   胡小平 

 胡胜武   吉万全   王成社   王西平  奚亚军   谢惠民   薛吉全 

 张改生   张鲁刚   赵政阳   张世泽 

副教授：韩德俊   徐爱遐   徐  炎   范三红   金伟波   闽东红  郭  军  

  王晓杰   赵  杰   李学军   文颖强    

讲  师：梁  东   张宏昌   张  宏   刘  杰 

高级实验师：张宏利  黄雪玲 

实验师：简利茹  裴国亮  张国云  周晓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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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学术委员会组成学术委员会组成学术委员会组成学术委员会组成    姓姓姓姓  名名名名 性性性性别别别别 职职职职  务务务务 出生出生出生出生 年月年月年月年月 职职职职  称称称称 工作单位工作单位工作单位工作单位 研究方向研究方向研究方向研究方向 山  仑 男 主  任 1933.01 研究员，院士 
中国科学院 水土保持研究所 

作物抗旱生理 刘  旭 男 副主任 1953.12 研究员，院士 中国农业科学院 作物种质资源 武维华 男 副主任 1956.1 教授，院士 中国农业大学 植物抗逆机理 魏江春 男 委  员 1931.11 研究员，院士 中国科学院微生物所 微生物学 郭予元 男 委  员 1933.01 研究员，院士 中国农业科学院 植物保护 程顺和 男 委  员 1939.09 研究员，院士 江苏里下河农科院 作物育种 方荣祥 男 委  员 1946.01 研究员，院士 中科院微生物所 植物病毒学 邓秀新 男 委  员 1961.11 教授，院士 华中农业大学 果树学 彭友良 男 委  员 1961.1 教授，博导 中国农业大学 植物病理学 巩志忠 男 委  员 1964.05 教授，博导 中国农业大学 植物抗逆生物学 许金荣 男 委  员 1965.08 教授，千人计划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植物病理学 李  毅 男 委  员 1961.1 教授，博导 北京大学 植物病理学 王跃进 男 委  员 1958.4 教授，博导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果树种质资源 张改生 男 委  员 1964.4 教授，博导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逆境生理与 抗性改良 康振生 男 委  员 1957.1 教授，博导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植物病理学 胡银岗 男 秘  书 1967.12 教授，博导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作物遗传育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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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四、、、、学术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学术委员会纪要纪要纪要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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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五五、、、、承担的科研项目承担的科研项目承担的科研项目承担的科研项目    序号序号序号序号 课课课课 题题题题 编编编编 号号号号 课课课课  题题题题  名名名名  称称称称 课课课课 题题题题 类类类类 型型型型 本年度经费本年度经费本年度经费本年度经费 （（（（万元万元万元万元）））） 课课课课  题题题题 负责人负责人负责人负责人 课题开始课题开始课题开始课题开始 时间时间时间时间 课题结束课题结束课题结束课题结束 时间时间时间时间 
1 2010CB126105 病毒及菌害调控的候选药物与分子靶标 973（含前期专项） 18.00 吴文君 2010-01-01 2014-12-01 

2 2010CB126502 根瘤菌及其共生固氮体系耐受重金属的分子机理研究 973（含前期专项） 6.00 韦革宏 2010-01-01 2014-12-01 

3 2011CD944601 同源染色体识别与配对分子机理 973（含前期专项） 46.00 吉万全 2011-01-01 2015-12-01 

4 2009CB118604 主要粮食作物高产栽培与资源高效利用的基础研究 973（含前期专项） 10.00 王朝辉 2009-01-01 2013-12-01 

5 2009AA101105 国家 863重点项目子课题 "863"计划 12.00 徐爱遐 2011-01-01 2015-12-01 

6 2011AA100103 小麦分子染色体工程与功能基因育种研究 "863"计划 700.00 吉万全 2011-01-01 2015-12-01 

7 2009BADC5B04 
马铃薯种薯有害生物监测及综合防控技术研究与集成示范 

国家科技支撑计划 12.50 单卫星 2009-01-01 2011-12-01 

8 2008ZX08003-004 抗逆转基因玉米品种培育重大专项 国家科技重大专项 50.00 薛吉全 2008-01-01 2011-12-01 

9 2008ZX08002-003 小麦高产基因聚合育种研究 国家科技重大专项 177.00 吉万全 2011-01-01 2015-12-01 

10 2009ZX08009-051B 小麦抗条锈病基因 Yr26克隆和功能研究 国家科技重大专项 0.00 王晓杰 2009-01-01 2011-12-01 

11 2009ZX08009-053B 
小麦条锈病抗性基因 Yr36 的同源克隆、功能验证及利用（YR36（同源）基因的抗条锈机理研究） 

国家科技重大专项 0.00 黄丽丽 2009-01-01 2011-1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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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序号序号序号 课课课课 题题题题 编编编编 号号号号 课课课课  题题题题  名名名名  称称称称 课课课课 题题题题 类类类类 型型型型 本年度经费本年度经费本年度经费本年度经费 （（（（万元万元万元万元）））） 课课课课  题题题题 负责人负责人负责人负责人 课题开始课题开始课题开始课题开始 时间时间时间时间 课题结束课题结束课题结束课题结束 时间时间时间时间 
12 2009ZX08011-026B 转基因抗病棉花环境安全评价技术研究 国家科技重大专项 0.00 杨家荣 2009-01-01 2011-12-01 

13 31071772 
白粉菌诱导下中国野生葡萄 VpR82H 基因特异定位表达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13.20 文颖强 2011-01-01 2013-12-01 

14 30971722 保绿型玉米抗旱增产的生理基础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10.00 薛吉全 2010-01-01 2012-12-01 

15 30970003 
濒危植物沙冬青根瘤菌的遗传多样性及橙单胞菌科中一个根瘤菌新成员的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0.00 韦革宏 2010-01-01 2012-12-01 

16 31070444 
刺槐根瘤菌新种(Mesorhizobium robiniae)及共生体系强化植物对锌污染土壤的生物修复作用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16.00 韦革宏 2011-01-01 2013-12-01 

17 31071652 
感染“中四”小麦新菌系 T4 的毒性分析及快速检测体系建立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13.20 王保通 2010-01-01 2012-12-01 

18 30871596 根系硝态氮溢泌的氮素营养生理效应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0.00 王朝辉 2010-01-01 2012-12-01 

19 31000890 过剩激发能诱导非红色苹果果皮合成花色素的机制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8.00 李鹏民 2011-01-01 2013-12-01 

20 31000913 
灰霉病菌胁迫下番茄差异表达 miRNA的识别及抗病机制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10.00 金伟波 2011-01-01 2013-12-01 

21 30871603 来自野燕麦的抗小麦条锈病新基因的发掘和利用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0.00 韩德俊 2009-01-01 2011-12-01 

22 30971769 冷驯化条件下小麦返白突变系叶绿体基因转录组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0.00 徐  虹 2010-01-01 2012-12-01 

23 30971881 拟南芥与寄生疫霉菌亲和互作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0.00 单卫星 2010-01-01 2012-12-01 

24 31071650 苹果对褐斑病的抗性机制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0.00 黄丽丽 2011-01-01 2013-12-01 

25 31071472 荞麦优异基因资源挖掘及黄酮性状的遗传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10.00 冯佰利 2011-01-01 2013-1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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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序号序号序号 课课课课 题题题题 编编编编 号号号号 课课课课  题题题题  名名名名  称称称称 课课课课 题题题题 类类类类 型型型型 本年度经费本年度经费本年度经费本年度经费 （（（（万元万元万元万元）））） 课课课课  题题题题 负责人负责人负责人负责人 课题开始课题开始课题开始课题开始 时间时间时间时间 课题结束课题结束课题结束课题结束 时间时间时间时间 
26 30871571 生物能源植物柳枝稷人工穗芽转基因体系的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0.00 奚亚军 2009-01-01 2011-12-01 

27 31000836 受条锈菌诱导的小麦类受体激酶基因的克隆及功能分析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72.00 王晓杰 2010-01-01 2012-12-01 

28 30871469 
水稻活性氧介导的干旱胁迫响应与忍耐分子生理机制解析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0.00 陈坤明 2009-01-01 2011-12-01 

29 31071349 水分胁迫对小麦脱水素启动子的调控与其耐旱性的关系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12.80 张林生 2010-01-01 2012-12-01 

30 31070651 条锈菌诱导的小麦 microRNA的克隆和功能分析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14.40 康振生 2011-01-01 2013-12-01 

31 30930064 小麦对条诱菌成株抗性机理的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72.00 康振生 2010-01-01 2014-12-01 

32 30800712 
小麦过敏性反应诱导蛋白基因Ta-hir1和Ta-hir3的克隆和功能分析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0.00 郭  军 2009-01-01 2011-12-01 

33 31071640 小麦条锈病菌潜育越冬的分子流行学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13.60 胡小平 2011-01-01 2013-12-01 

34 31000078 
小麦条锈菌夏孢子芽管顶端生长过程中的细胞骨架响应及相关马达蛋白的功能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8.00 刘  杰 2011-01-01 2013-12-01 

35 31071409 
野生二粒小麦抗白粉病基因分子标记及抗性相关基因的克隆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0.00 王长有 2011-01-01 2013-12-01 

36 31071073 
一个全新的 MATE 转运蛋白介导的植物顶端优势调控途径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12.00 郁  飞 2011-01-01 2013-12-01 

37 31071641 杂草在小麦条锈菌关键越夏区病害流行作用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14.00 赵  杰 2011-01-01 2014-12-01 

38 31071782 中国野葡萄 SBP转录活性、定位及特异启动子功能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13.20 王西平 2011-01-01 2013-12-01 

39 30971972 
中国野葡萄抗白粉病芪合成酶基因特异启动子及功能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0.00 王跃进 2010-01-01 2012-1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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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序号序号序号 课课课课 题题题题 编编编编 号号号号 课课课课  题题题题  名名名名  称称称称 课课课课 题题题题 类类类类 型型型型 本年度经费本年度经费本年度经费本年度经费 （（（（万元万元万元万元）））） 课课课课  题题题题 负责人负责人负责人负责人 课题开始课题开始课题开始课题开始 时间时间时间时间 课题结束课题结束课题结束课题结束 时间时间时间时间 
40 30871701 中国野生葡萄抗黑痘病特异表达基因功能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0.00 王西平 2010-01-01 2012-12-01 

41 30499340 中国真菌志－长喙壳目、小囊菌目编研卷册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3.00 孙广宇 2006-01-01 2011-12-01 

42 201103024 “北方果树食心虫综合防控技术研究与示范推广”子项目 省部级项目 29.40 仵均祥 2011-01-01 2015-12-01 

43 20100204110026 SRF及其共调控因子的调控模式研究 省部级项目 4.00 陶士珩 2011-01-01 2012-12-01 

44 2010JM3018 大丽轮枝菌微菌核萌发 cDNA文库的构建 省部级项目 0.00 胡小平 2010-01-01 2011-12-01 

45 200903039-6 
稻曲病控制技术的研究－稻曲病遗传转化体系与侵染过程 

省部级项目 0.00 许金荣 2009-01-01 2013-12-01 

46 0000071 关中地区小麦高产创建病虫害综合防治关键技术研究 省部级项目 20.00 仵均祥 2011-01-01 2012-12-01 

47 CARS-07-12.5-A9 国家谷子糜子产业技术体系 省部级项目 70.00 冯佰利 2011-01-01 2015-12-01 

48 nycytx-05 国家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建设专项（小麦） 省部级项目 70.00 王朝辉 2011-01-01 2015-12-01 

49 CARS-13 国家油菜现代产业技术创新体系岗位科学家 省部级项目 70.00 胡胜武 2011-01-01 2015-12-01 

50 200903044-4 果树遗传改良与控制技术研究及其应用 省部级项目 43.00 王跃进 2009-01-01 2013-12-01 

51 nycytx-25 马铃薯产业技术体系 省部级项目 70.00 单卫星 2011-01-01 2015-12-01 

52 200903004 马铃薯有害生物种类与发生危害特点研究 省部级项目 0.00 单卫星 2009-01-01 2013-12-01 

53 2010NKC-08 猕猴桃细菌性溃疡病发生规律和防治研究 省部级项目 0.00 黄丽丽 2010-01-01 2011-1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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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序号序号序号 课课课课 题题题题 编编编编 号号号号 课课课课  题题题题  名名名名  称称称称 课课课课 题题题题 类类类类 型型型型 本年度经费本年度经费本年度经费本年度经费 （（（（万元万元万元万元）））） 课课课课  题题题题 负责人负责人负责人负责人 课题开始课题开始课题开始课题开始 时间时间时间时间 课题结束课题结束课题结束课题结束 时间时间时间时间 
54 0000069 猕猴桃贮藏期病害防治及保鲜技术研究与示范 省部级项目 10.00 王保通 2011-01-01 2011-12-01 

55 201103003 农作物最佳养分管理技术研究与应用 省部级项目 38.00 王朝辉 2011-01-01 2015-12-01 

56 2010K02-03 葡萄新品种选育和设施栽培技术研究 省部级项目 4.00 王西平 2010-01-01 2011-12-01 

57 200903040 陕西省小麦禾谷孢囊线虫发生调查与防控 省部级项目 10.80 赵  杰 2009-01-01 2013-12-01 

58 0000074 陕西省小麦区试品种抗性鉴定 省部级项目 0.40 王保通 2010-01-01 2011-12-01 

59 200903052 生物源农药创制与技术集成及产业化开发 省部级项目 20.00 吴云锋 2009-01-01 2014-12-01 

60 20100204120005 受条锈菌诱导的小麦 DAD2基因的克隆及功能分析 省部级项目 0.00 王晓杰 2011-01-01 2013-12-01 

61 Nycytx-30-zp-06 无核葡萄育种岗位科学家 省部级项目 70.00 王跃进 2011-01-01 2015-12-01 

62 200807121011 小麦过敏性反应诱导蛋白基因的克隆和功能分析 省部级项目 0.00 郭  军 2009-01-01 2011-12-01 

63 2010SYS-01 小麦抗逆基因的挖掘及利用联合研究 省部级项目 0.00 康振生 2010-01-01 2011-12-01 

64 nycytx-03 小麦条锈病防治研究 省部级项目 70.00 康振生 2007-01-01 2013-12-01 

65 200903035 小麦条锈病监测与综合治理技术研究与示范 省部级项目 36.00 康振生 2009-01-01 2013-12-01 

66 0100204110006 小麦吸浆虫不同滞育状态幼虫分子标记研究 省部级项目 4.00 仵均祥 2011-01-01 2013-12-01 

67 0000072 小麦吸浆虫发生危害规律及防控技术研究与示范 省部级项目 6.00 仵均祥 2011-01-01 2012-1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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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序号序号序号 课课课课 题题题题 编编编编 号号号号 课课课课  题题题题  名名名名  称称称称 课课课课 题题题题 类类类类 型型型型 本年度经费本年度经费本年度经费本年度经费 （（（（万元万元万元万元）））） 课课课课  题题题题 负责人负责人负责人负责人 课题开始课题开始课题开始课题开始 时间时间时间时间 课题结束课题结束课题结束课题结束 时间时间时间时间 
68 2010ZDKG-08 小麦新品种选育 省部级项目 2.00 李学军 2010-01-01 2011-12-01 

69 200903035-1 小麦锈病监测与综合治理技术研究与示范-流行体系 省部级项目 5.00 胡小平 2009-01-01 2014-12-01 

70 110200902046 烟草主要病毒病与寄主互作的分子机理研究 省部级项目 30.00 吴云锋 2009-01-01 2012-12-01 

71 2008K01-26 优质高产油菜新品种选育 省部级项目 1.00 徐爱遐 2011-01-01 2011-12-01 

72 2009BC118604 玉米高产与资源高效栽培技术基础研究 省部级项目 10.00 薛吉全 2010-01-01 2012-12-01 

73 NCET-10-0692 中国野生葡萄 VpPR10蛋白调节植物细胞死亡机理研究 省部级项目 20.00 徐  炎 2011-01-01 2013-12-01 

74 0000056 种质资源中期库更新 省部级项目 30.00 吉万全 2011-01-01 2012-1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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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六六、、、、发表的研究论文发表的研究论文发表的研究论文发表的研究论文    序序序序号号号号 论文名称论文名称论文名称论文名称 作作作作  者者者者 刊物名称刊物名称刊物名称刊物名称刊物名称刊物名称刊物名称刊物名称/卷卷卷卷期页码期页码期页码期页码 通讯作者通讯作者通讯作者通讯作者 影响影响影响影响 因子因子因子因子 
1 

Functional Analysis of the Kinome of the Wheat Scab 
Fungus Fusarium graminearum 

Chenfang Wang, Shijie Zhang, Rui 
Hou, Zhongtao Zhao, Qian Zheng, 
Qijun Xu, Dawei Zheng, Guanghui 
Wang, Huiquan Liu, Xuli Gao, 
Jiwen Ma, H.Corby Kistler, 
Zhensheng Kang and Jinrong Xu. 

PLoS pathog. Dec 2011 
7 (12) e1002460 

Zhensheng 
Kang ; Jinrong 

Xu 
9.127 

2 
Characterization of a copper-resistant symbiotic 
bacterium isolated from Medicago lupulina growing in 
mine tailings 

LianMei Fan, ZhanQiang Ma, 
JianQiang Liang, HuiFen Li, 
EnTao Wang,GeHong Wei 

Bioresource Technol.  
Jan 2011 102 (2) 

703–709 
GeHong Wei 4.98 

3 
The HDF1 Histone Deacetylase Gene Is Important for 
Conidiation, Sexual Reproduction, and Pathogenesis in 
Fusarium graminearum 

Yimin Li, Chenfang Wang, Wende 
liu 

Mol Plant Microbe 
In. Apr 2011 24（4) 487-496 

Jinrong Xu 4.431 

4 
TaDAD2, a Negative Regulator of Programmed Cell 
Death, Is Important for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Wheat 
and the Stripe Rust Fungus 

Xiaojie Wang, Chunlei Tang, 
Hongchang Zhang, JinrongXu, Bo 
Liu, Jie LV, Dejun Han, Lili Huang 
and Zhensheng Kang 

   Mol Plant Microbe 
In. Jan 2011,  24 (1) 

 79-90 

Zhensheng 
Kang 

4.431 

5 
Functional Analysis of the Two Brassica AP3 Genes 
Involved in Apetalous and Stamen Carpelloid 
Phenotypes 

Yanfeng Zhang, Xuefang Wang, 
Wenxue Zhang, Fei Yu, Jianhua 
Tian, Dianrong Li, Aiguang Guo 

PloS one. Jun 2011 6 (6) 
e20930 

Aiguang Guo 4.092 

6 
Molecular characterization of a Fus3/Kss1 type MAPK 
from Puccinia striiformis f. sp. tritici, PsMAPK1. 

Jun Guo, Xiwei Dai, Jin-Rong Xu, 
Yulin Wang, Pengfei Bai, Furong 
Liu, Yinghui Duan, Hong Zhang, 
Lili Huang, Zhensheng Kang 

PLoS One.  Jul 2011 6 
(7)  e21895      

Zhensheng 
Kang 

4.092 

7 

Draft Genome of Streptomyces zinciresistens K42, a 

Novel Metal-Resistant Species Isolated from 

Copper-Zinc Mine Tailings 

Yanbing lin, Xiuli hao, Laurel 

Johnstone, Susan J.MIller, David 

A. Baltrus, Christopher Rensing 

and Gehong Wei. 

J. Bacteriol. Nov 2011 
193 (22) 6408-6409 

Gehong Wei 3.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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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序序序号号号号 论文名称论文名称论文名称论文名称 作作作作  者者者者 刊物名称刊物名称刊物名称刊物名称刊物名称刊物名称刊物名称刊物名称/卷卷卷卷期页码期页码期页码期页码 通讯作者通讯作者通讯作者通讯作者 影响影响影响影响 因子因子因子因子 
8 

Molecular characterization of estrogen receptor genes 

in Gobiocypris rarus and their expression upon 

endocrine disrupting chemicals exposure in juveniles 

Houpeng Wang, Jingjing Wang, 

Tingting Wu, Fang Qin,Xiaoqi Hu, 

Lihong Wang, Zaizhao Wang 

Aquat Toxicol. Jan 2011 
101 (1) 276–287 

Zaizhao Wang 3.761 

9 

Diversity of endophytic bacteria within nodules of the 

Sphaerophysa salsula in different regions of Loess 

Plateau in China 

Zhenshan Deng, Longfei Zhao, 

Zhaoyu Kong, Wenquan Yang, 

Kristina Lindström, Entao Wang, 

Gehong Wei 

FEMS Microbiol Ecol. 
Jun 2011 76 (3) 463-475 

Gehong Wei 3.408 

10 
Yr45, a new wheat gene for stripe rust resistance on the 
long arm of chromosome 3D 

Q. Li， X. M. Chen，M. N. Wang，
J. X. Jing 

Theor Appl Genet.Jan 
2011 122 (1) 189-197  

 X. M. Chen 3.297 

11 
Histological and molecular studies of the non-host 
interaction between wheat and Uromyces fabae 

Hongchang Zhang, Chenfang 
Wang, Yulin Cheng, Xiaojie Wang, 
Feng Li, Qingmei Han, Jinrong Xu, 
Xianming Chen, Lili Huang, 
Guorong Wei, Zhensheng Kang  

Planta. Nov 2011 234 (5) 
979–991 

Zhensheng 
Kang 

3 

12 
Cloning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a wheat neutral 
ceramidase gene Ta-CDase 

Xiumei Yu, Xiaojie Wang, Xueling 
Huang, Heinrich Buchenauer, 
Qingmei Han, Jun Guo, Jie Zhao, 
Zhipeng Qu, Lili Huang, 
Zhensheng Kang 

Mol Biol Rep. Jun 2011 
38 (5)     3447-3454    

Zhensheng 
Kang 

2.929 

13 
Characterization of a wheat HSP70 gene and its 
expression in response to stripe rust infection and 
abiotic stresses 

Yinghui Duan, Jun Guo, Ke Ding, 
Shujuan Wang, Hong Zhang, 
Xiwei Dai, Yueying Chen,Francine 
Govers, Lili Huang, Zhensheng 
Kang 

Mol Biol Rep.  Jan 
2011 38 (1) 301–307 

Zhensheng 
Kang  

2.929 

14 

Cloning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a calcium binding 
EF-hand protein gene TaCab1 from wheat and its 
expression in response to Puccinia striiformis f. sp 
tritici and abiotic stresses 

Hao Feng, Xiaomin Wang, Yanfei 
Sun, Xiaojie Wang, Xianming 
Chen, Jun Guo, Yinghui Duan, Lili 
Huang, Zhensheng Kang 

Mol Biol Rep. Aug 2011 
38 (6) 3857-3866 

Zhensheng 
Kang 

2.929 

15 A New Benzofuran Glucoside from Ficus Tikoua Bur 
Shaopeng Wei; Jieyu Luan; Lina 
Lu; Wenjun Wu and Zhiqin Ji.  

Int J Mol Sci. Aug 2011 
12 (8) 4946-4952 

 Zhiqin Ji 2.598 



 
 

  ·24· 

序序序序号号号号 论文名称论文名称论文名称论文名称 作作作作  者者者者 刊物名称刊物名称刊物名称刊物名称刊物名称刊物名称刊物名称刊物名称/卷卷卷卷期页码期页码期页码期页码 通讯作者通讯作者通讯作者通讯作者 影响影响影响影响 因子因子因子因子 
16 

Identification of a Male-Specific Amplified Fragment 
Length Polymorphism (AFLP) and a Sequence 
Characterized Amplified Region (SCAR) Marker in 
Eucommia ulmoides Oliv 

Dawei Wang, Yu Li and Zhouqi Li 
Int J Mol Sci. Jan 2011 

12 (8) 857-864 
Zhouqi Li 2.598 

17 
Mesorhizobium camelthorni sp. nov., isolated from 
Alhagi sparsifolia 

Weimin Chen, Wenfei Zhu, Cyril 
Bontemps, J. Peter W. Young 
and Gehong Wei 

Int J Syst Evol Micr.Mar  
2011 61 574-579  

Gehong Wei 2.268 

18 
 Streptomyces zinciresistens sp. nov., a zinc-resistant 
actinomycete isolated from soil from a copper and zinc 
mine 

Yanbing Lin, Xinye Wang, Huifen 
Li, Nana Wang, Huxuan Wang, 
Ming Tang and Gehong Wei 

Int J Syst Evol Micr.Mar 
2011 61 616-620  

 Gehong Wei 2.268 

19 
Paracoccus sphaerophysae sp. nov., a 
siderophore-producing, endophytic bacterium isolated 
from root nodules of Sphaerophysa salsula 

Zhenshan Deng, Longfei Zhao, Lin 
Xu, Zhaoyu Kong, Peng Zhao, Wei 
Qin,Jiali Chang and Gehong Wei 

Int J Syst Evol Micr. 
Mar 2011 61 665-669  

 Gehong Wei 2.268 

20 
Rhizobium sphaerophysae sp nov., a novel species 
isolated from root nodules of Sphaerophysa salsula in 
China 

Lin Xu, JianFeng Shi, Peng Zhao, 
WeiMin Chen, Wei Qin, Ming 
Tang, GeHong Wei 

Anton Leeuw Int J 
G. 2011 99（4） 845-854  GeHong Wei 2.091 

21 
Re-evaluation of pathogens causing Valsa canker on 
apple in China 

Xuli Wang, Jieling Wei,  Lili 
Huang  

Mycologia.  Mar-Apr 
2011  103 (2)  

317-324 
Lili Huang 2.031 

22 
Gluconacetobacter hansenii subsp nov., a High-Yield 
Bacterial Cellulose Producing Strain Induced by High 
Hydrostatic Pressure 

Hanjing Ge,Shuangkui Du, Dehui 
L, Junna Zhang, Jinle Xiang and 
Zhixi Li 

Appl Biochem Biotech. 
Dec 2011 165 (7-8) 

1519-1531 
Zhixi Li 1.943 

23 
 Gene expression profiling of Puccinia striiformis f. sp 
tritici during development reveals a highly dynamic 
transcriptome 

Xueling Huang, Xianming Chen, 
Tristan Coram, Meinan Wang, 
Zhensheng Kang 

J Genet Genomics.  Aug 
2011 38 (8) 357-371 

Xianming 
Chen 

1.883 

24 
NW-G03, a related cyclic hexapeptide compound of 
NW-G01, produced by Streptomyces alboflavus 313 

Zhengyan Guo, Ling Shen, Jiwen 
Zhang, Hongmei Xin, Wei Liu, 
Zhiqin Ji and Wenjun Wu 

 J Antibiot.  Dec 2011 
64 (12) 789-794 

Wenjun Wu 1.651 

25 
Identification and primary application of TSNA 
degrading bacterial strain AS97 isolated from aging 
tobacco leaves 

H. Shan, D. Chen, J. Li, T. Chen, 
H. Hu, Z. Guo, and D. An 

Acta microbiologica 
Sinica. Oct 2011 51 (10) 

1326-1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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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七七、、、、授权专利授权专利授权专利授权专利    序号序号序号序号 成果名称成果名称成果名称成果名称 成果编号成果编号成果编号成果编号 完成人完成人完成人完成人 
1 一种梨小食心虫的人工饲养方法 ZL201010107439.6 忤均祥 

2 一种黑粪蚊的人工饲养方法 ZL201010107446.6 忤均祥 

3 
一种淡紫灰链霉菌及其活性产物的制备方法和应用 

ZL200910021081.2 黄丽丽 

4 
一种用于防治小麦全蚀病的芽孢杆菌及其制备方法 

ZL200910021117.7 黄丽丽 

5 
小麦黄矮病的多重 PCR 检测的引物组和试剂盒 

ZL201010267642.X 吴云锋 

6 小麦黄矮病的多重 PCR检测方法 ZL201010267645.3 吴云锋 

7 

化合物（RS）-5-乙基-2-（4-异丙基-4-甲基-5- 氧代-2-咪唑啉-2-基）烟酸及其铵盐用于作为植物化学杂交剂的应用 

ZL200810231884.6 胡胜武 

8 
带有自交不亲和特性的油菜环境敏感核不育系的选育及应用 

ZL200910023163.0 胡胜武 

9 一种农杆菌介导转化柳枝稷的方法 ZL200710018260.1 奚亚军 

10 一种化学杀雄杂交植物去杂保纯的方法 ZL200910023162.6 胡胜武 

11 一种获得柳枝稷转基因植株的方法 ZL200710018580.7 奚亚军 

12 
提高抗病无核葡萄胚挽救育种效率的双相培养基及制备方法 

ZL200610043024.0 王跃进 

13 陕麦 159获得植物新品种权 CNA20070364.1 吉万全 

14 西农 9871植物新品种保护权 CNA20070552.0 李学军 

15 西农 928植物新品种保护权 CNA20080419.7 谢惠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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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八八八、、、、审定品种审定品种审定品种审定品种    序序序序号号号号 成果名称成果名称成果名称成果名称 审定单位审定单位审定单位审定单位 完成人完成人完成人完成人 
1 西农 509 国家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 吉万全 

2 陕油 0913 国家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 徐爱遐 

3 靖油 1号 陕西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 徐爱瑕 

4 西农 688  陕西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 谢惠民 

5 陕单 606   陕西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 薛吉全  

6 陕单 609                  陕西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 薛吉全  

7 陕麦 139  安徽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 吉万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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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九九九、、、、国内外学术交流国内外学术交流国内外学术交流国内外学术交流    

1111、、、、大型学术会议特邀报告大型学术会议特邀报告大型学术会议特邀报告大型学术会议特邀报告    序号序号序号序号 报告名称报告名称报告名称报告名称 会议名称会议名称会议名称会议名称 会议会议会议会议 地址地址地址地址 会议时间会议时间会议时间会议时间 报告人报告人报告人报告人 
1 

Translocation of 

oonmycete and fungal 

effectors suggests novel 

strategies for plant 

disease control 

The 2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Biotic plant 

intercaction 

云南昆明 2011-11-01 单卫星 

2 
小麦-条锈菌互作的研究进展 

2nd International Confference 

on Biotica Plant Interaction 
云南昆明 2011-11-01 康振生 

3 

Update on research of 

interaction between 

wheat and stripe rust 

2011 年美国植物病理学学会
-国际植物保护学术学会联合会议 

美国 夏威夷 
2011-08-01 康振生 

 

 

2222、、、、承办大型学术会议承办大型学术会议承办大型学术会议承办大型学术会议    序序序序号号号号 会议名称会议名称会议名称会议名称 会议类型会议类型会议类型会议类型 主办单位名称主办单位名称主办单位名称主办单位名称 会议会议会议会议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 会议日期会议日期会议日期会议日期 参加参加参加参加人数人数人数人数 
1 

第一届国际糜子学术研讨会筹备会暨糜子品种区域试验座谈会 

区域性 

国际糜子协会，旱区作物逆境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联合承办 

柴  岩 2011-11-01 90 

2 

第十二届全国玉米栽培暨玉米栽培学组成立三十周年学术研讨会 

全国性 

全国玉米栽培学组、农业部玉米专家指导组、国家玉米产业技术体系栽培与土肥功能研究室，旱区作物逆境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联合承办 

薛吉全 2011-08-01 260 

3 

Symposium on Plant 

Pathology for Food 

Security 

双边性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旱区作物逆境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联合承办 

许金荣 2011-05-01 150 

 

 

 



 
 

  ·28· 

 

十十十十、、、、获奖情况获奖情况获奖情况获奖情况    序序序序号号号号 成果名称成果名称成果名称成果名称 获奖类别获奖类别获奖类别获奖类别 获奖获奖获奖获奖人员人员人员人员 
1 

黄土高原旱地氮磷养分高效利用理论与实践 
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王朝辉 

 

2 
玉米高产高效生产理论及技术体系研究与应用 

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薛吉全 

3 
高产优质多抗广适小麦新品种西农
979的选育 

陕西省科学技术一等奖 李学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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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十一十一十一、、、、2011201120112011 年仪器设备购置清单年仪器设备购置清单年仪器设备购置清单年仪器设备购置清单    序号序号序号序号 仪器名称仪器名称仪器名称仪器名称 型号型号型号型号 金额金额金额金额（（（（万元万元万元万元）））） 购置日期购置日期购置日期购置日期 
1 分光光度计 U-3900H 19.43 2011-11-2 

2 双向电泳系统 Protean IEF 37.19 2011-11-9 

3 荧光显微镜 DM5000B 54.94 2011-11-10 

4 便携式光合仪 LI-6400XT 33.84 2011-11-10 

5 荧光分光光度计 F-7000 25.99 2011-11-10 

6 紫外分光光度计 BioSpec-nano 8.88 2011-11-22 

7 PCR仪 10台 S1000 54.12 2011-11-23 

8 超低温冰箱 5台 907 31.35 2011-11-23 

9 自动微生物鉴定系统 MIDI 27.78 2011-11-23 

10 突变检测系统 DCODE 26.46 2011-11-23 

11 气相色谱仪 6850 21.71 2011-11-23 

12 大容量振荡培养箱 2台 S19 18.35 2011-11-23 

13 化学发光成像系统 CHEMIDOC XRS+ 17.49 2011-11-23 

14 制水系统 
MILLI-Q 

INTEGRAL 10 
16.17 2011-11-23 

15 冷冻干燥机 CS110-4 9.70 2011-11-23 

16 
便携式光合作用测量系统 

LI-6400XT 38.94 2011-11-25 

17 全自动酶标仪 M200PRO 35.57 2011-11-25 

18 荧光显微镜 BX63+DP72 27.06 2011-11-28 

19 地物光谱仪 GER-1500 70.35 2011-12-2 

20 定氮仪 K1100 30.82 201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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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序号序号序号 仪器名称仪器名称仪器名称仪器名称 型号型号型号型号 金额金额金额金额（（（（万元万元万元万元）））） 购置日期购置日期购置日期购置日期 
21 脂肪测定仪 SOX500 12.06 2011-12-2 

22 活体叶绿素仪分析仪 PAM2500 31.50 2011-12-12 

23 差示扫描量热仪 Q2000 30.82 2011-12-19 

24 蛋白质分析仪 ZY3M16137 25.19 2011-12-21 

25 电泳凝胶成像分体系统 MicroChemi 15.76 2011-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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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开放课题开放课题开放课题开放课题    

（一）开放课题申请指南 

依托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旱区作物逆境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围绕旱区作物

逆境生物学的核心科学问题，开展旱区作物抗逆种质和基因资源发掘、作物非生物胁

迫应答机理、作物与病虫互作机理、作物抗逆种质创新与品种设计等四个研究方向的

基础和应用基础研究，以提升我国作物逆境生物学研究水平，为旱区农业生产的高效

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基础和技术支撑。 

实验室现已具备开展作物逆境生物学相关研究所需的仪器设备和配套设施，在建

设期内，实验室还将进一步补充完善仪器设备等科研条件。为了贯彻执行“开放、流

动、联合、竞争”的运行机制，提升实验室的科学研究水平，创造良好的学术环境，

吸引和凝聚国内外优秀学者，合作开展高水平的基础和应用基础性研究，实验室特设

立开放基金，资助与实验室研究方向有关的具有重要科学意义的基础与应用基础研

究。热忱欢迎国内外从事相关领域研究的科技工作者来实验室进行合作研究，有意申

请者可向实验室索取申请书及申请指南，亦可登陆实验室网页下载申请书。 

1111．．．．支持的主支持的主支持的主支持的主要研究方向要研究方向要研究方向要研究方向    

实验室本年度拟重点支持的研究领域为旱区作物抗逆种质和基因资源发掘、旱区

作物非生物逆境胁迫应答机理、旱区作物与病虫互作机理、旱区作物抗逆种质创新与

品种设计四个方向，凡符合下列研究内容的课题，均可申请。 

（（（（1））））旱区作物抗逆种质和基因资源发掘旱区作物抗逆种质和基因资源发掘旱区作物抗逆种质和基因资源发掘旱区作物抗逆种质和基因资源发掘 

以旱区粮油、果树等作物及其近缘植物种质资源为对象，围绕抗旱、耐盐碱、抗

病虫、抗寒及优质高产等性状，进行种质资源的综合评价，建立作物种质资源抗逆鉴

选与评价的技术体系；分析揭示作物抗旱、耐盐碱、抗寒、抗病虫以及高产优质等重

要性状的遗传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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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作物非生物胁迫应答作物非生物胁迫应答作物非生物胁迫应答作物非生物胁迫应答机理机理机理机理 

以旱区作物面临的干旱、盐碱、低温和高温等非生物逆境为主攻点，以旱区作物

为材料，从生理生化、细胞生物学、遗传与表观遗传、分子生物学等方面系统深入研

究作物适应与抵御非生物逆境的机制，揭示非生物逆境对作物致害的机理，阐明作物

感受、抵御与耐受逆境的信号转导通路和基因调控网络，探索提高作物非生物逆境抗

性的策略和技术。 

（（（（3））））作物与病虫互作机理作物与病虫互作机理作物与病虫互作机理作物与病虫互作机理 

针对旱区作物生产中存在的重大病虫危害问题，以粮食、果树、蔬菜作物主要病

虫为主攻对象，从分子、细胞、个体和群体生物学水平研究其发生规律、病虫与作物

的互作关系，揭示作物病虫致害的机理、作物抗病虫性的机制、病虫与作物互作的遗

传基础以及环境因素对病虫种群的调控作用。 

（（（（4））））作物抗逆种质创新与品种设计作物抗逆种质创新与品种设计作物抗逆种质创新与品种设计作物抗逆种质创新与品种设计 

围绕抗旱、耐盐碱、抗寒、抗病虫等重要性状，探索创制小麦、玉米、小杂粮、

苹果、葡萄等作物抗逆种质和新品种设计的新理论与新方法，运用细胞工程、染色体

工程、基因工程、分子标记辅助选择等现代生物技术，创制抗逆新种质。 

2222．．．．申请条件申请条件申请条件申请条件    

（1）凡已取得博士学位，或具有助教以上职称的国内外中青年科学工作者均可

提出申请，原则上不受理在读博士生的申请。 

（2）申请课题应在学术上具有一定的先进性，研究计划切实可行，申请者在所

申请的领域内已具有足够的研究基础，申请课题的研究内容必须符合课题指南范围，

并与实验室相关团队有密切的联系。 

（3）每项课题申请经费额度为 5-10万元/年，执行年限为 1-2年（可申请延长）。

批准的开放基金课题，须依托重点实验室的相关团队开展工作。 

（4）遵守重点实验室 “开放基金课题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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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3．．．．申请程序申请程序申请程序申请程序    

有意申请者可从网站下载申请书，或向本实验室索取，并按规定格式认真填写，

申请者将签字盖章的纸质申请书一式 6份，于 9月 5日前寄至本实验室，并将电子版

(Word或 PDF格式)通过电子邮件发送到指定邮箱。 

申请书经同行专家初审后，递交学术委员会评审，并经室主任和学术委员会主任

批准后，接受申请人作为访问学者来实验室开展工作，并根据当年的经费情况对获资

助的基金课题给予资助。 

4444．．．．联系方式联系方式联系方式联系方式    

联系人： 韩青梅 

电   话：029-87080062 

传   真：029-87080062 

E-mail： Hanqm@nwsuaf.edu.cn 

通讯地址：陕西省杨凌示范区邰城路 3号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科研楼旱区作物逆境

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邮政编码：712100 

 

 

                           旱区作物逆境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2011年 10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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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立项通知 

2011201120112011 年开放课题立项通知年开放课题立项通知年开放课题立项通知年开放课题立项通知    

旱区作物逆境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开放课题基金项目，经过 2011 年 11 月 19

日学术委员会评审，同意对陈长卿等 20 位申报的课题予以资助，每个课题资助经费

五万元。为了使开放课题能够按预期目标顺利进行，研究决定将每个申请人的经费下

拨给校内依托团队负责人，开支范围主要包括来实验室的差旅费、科学研究所需的实

验材料费、文献出版信息费、分析测试费等。由依托团队负责人监管执行，期限一年。 

 

 

 

                                   旱区作物逆境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2011年 11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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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课题清单 

2011 年开放课题资助清单 序序序序号号号号 名称名称名称名称 编号编号编号编号 申报人申报人申报人申报人 申报人单位申报人单位申报人单位申报人单位 经费经费经费经费
(万元万元万元万元) 

1 
中国小麦条锈菌分子群体遗传结构研究 

CSBAA2011001 陈长卿 吉林农业大学 5.00 

2 
小麦条锈菌夏孢子萌发的转录组分析 

CSBAA2011002 郑文明 河南农业大学 5.00 

3 
大豆疫霉菌抗甲霜灵菌株 AFLP指纹图谱的构建与分析 

CSBAA2011003 左豫虎 
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 

5.00 

4 

向日葵与锈菌非亲和互作的
cDNA 文库构建及表达序列标签分析 

CSBAA2011004 景  岚 内蒙古农业大学 5.00 

5 

玉米弯孢霉叶斑病菌 Clg2p 与效应分子 Clf 互作网络关系及其在致病性中的调控功能 

CSBAA2011005 刘  铜 
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 

5.00 

6 
基于 RNA-Seq 技术挖掘盐角草嗜盐功能基因 

CSBAA2011006 马金彪 

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 

5.00 

7 
赤霉素敏感型矮秆基因 Rht13 对小麦抗旱性的效应研究 

CSBAA2011007 刘凤楼 宁夏大学 5.00 

8 
水旱条件下冬小麦抗旱生理和籽粒相关性状的基因定位研究 

CSBAA2011008 肖永贵 
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 

5.00 

9 
内生生防菌 TIASA5 防治猕猴桃溃疡病的机理研究 

CSBAA2011009 涂  璇 三峡大学 5.00 

10 
抗病无核葡萄杂交胚挽救技术优化及其遗传特性的研究 

CSBAA2011010 李桂荣 河南科技学院 5.00 

11 

中国野生华东葡萄芪合成酶基因参与白粉菌胁迫应答中的功能分析 

CSBAA2011011 徐伟荣 宁夏大学 5.00 

12 
西藏青稞抗旱相关 WRKY转录因子基因克隆及表达分析 

CSBAA2011012 李慧娥 西藏农牧学院 5.00 

13 
油菜转银杏抗菌肽基因 GNK2-1及其抗菌核病研究 

CSBAA2011013 张彦锋 
陕西省杂交油菜研究中心 

5.00 

14 

小 麦 赤 霉 病 主 效 抗 性 基 因
Qfhb.hyz-7D 区域物理图谱和精细遗传图谱的构建 

CSBAA2011014 李  韬 扬州大学 5.00 

15 
基于仿生技术的枸杞木虱辅助枸杞瘿螨种群扩散机制研究 

CSBAA2011015 徐常青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 

5.00 

16 
旱作区不同类型寄主上桃蚜种下表型与基因型分化研究 

CSBAA2011016 张利军 山西农业大学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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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序序序号号号号 名称名称名称名称 编号编号编号编号 申报人申报人申报人申报人 申报人单位申报人单位申报人单位申报人单位 经费经费经费经费
(万元万元万元万元) 

17 
果区绿盲蝽的寄主选择及其刺吸危害机制研究 

CSBAA2011017 周洪旭 青岛农业大学 5.00 

18 
耐盐碱苹果砧木资源的筛选及其耐性机理研究 

CSBAA2011018 白团辉 河南农业大学 5.00 

19 
逆境胁迫响应的苹果山梨醇转运蛋白的功能分析 

CSBAA2011019 白  茹 

石河子大学农学院园林园艺工程系 

5.00 

20 

苹果全基因组转录因子 DREB基因家族鉴定及其干旱胁迫下的表达分析 

CSBAA2011020 马玉华 
贵州省农业科学院园艺研究所 

5.00 合计经费（万元）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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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实验室有关文件实验室有关文件实验室有关文件实验室有关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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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建设计划书主要内容实验室建设计划书主要内容实验室建设计划书主要内容实验室建设计划书主要内容    

1111、、、、预期研究目标预期研究目标预期研究目标预期研究目标    

旱区作物逆境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围绕我国旱区作物抗逆这一重要科学问题，

从旱区特有资源入手，发掘作物抗逆种质与基因资源；利用现代生物学技术，深入研

究作物对非生物胁迫的应答机理，以及作物与有害生物的互作机理；通过作物抗逆种

质创新与品种设计，培育抗逆广适、高产优质的作物新品种。以期在作物抗逆基因资

源发掘、植物病原菌致病机理、作物抗逆机制以及抗逆新品种培育等方面取得突破性

进展，为旱区农业生产的高效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基础和技术支撑。 

经过两年建设，实验室争取承担国家重点项目和重大课题（863课题、973课题、

“十二五”科技支撑计划课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等）10-15 项，科研经费年

均 1000 万元；在作物种质资源挖掘、非生物逆境与生物逆境的抗性机理、作物抗逆

种质创新及新品种培育等基础与应用基础方面取得一批有重要影响的成果。发表论文

200余篇，其中 SCI 论文 100-150篇，出版著作 2-3部，获国家、省部科研成果 2-3

项、创制优异新种质 40-50个，新品系 15-30个，审定农作物新品种 5-8个，申请国

家专利、植物新品种保护权 8-15个。  

2、、、、吸引人才计划吸引人才计划吸引人才计划吸引人才计划 

根据现有人员状况和学科发展需求，实验室将利用国家 “千人计划”、国家“青年

千人”引进计划、陕西省“三秦学者”引进计划和学校“后稷学者”等各类人才引进政策，

从海内外引进一批学科点急需的，并在国内外学术界有一定影响的优秀科研人才补充

实验室研究力量，增强实验室整体竞争能力。在未来两年内，利用各类人才引进的优

惠政策，引进 8-10 人优秀学术骨干，其中，非生物胁迫应答机理方向引进 2-3 人，

生物信息学领域引进 1-2人，蛋白组学方向引进 1-2人，基因组学领域引进 1人，作

物遗传育种方向引进 1人，植物病理学方向引进 1人。实验室固定研究人员数量达到

60人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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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运行运行运行运行管理管理管理管理 

（（（（1））））管理体制管理体制管理体制管理体制  

实验室作为学校直接领导的、相对独立的研究实体，享有独立的人、财、物自主

权。实验室固定人员实行竞争聘任机制，实验室流动人员实行开放流动机制。 

（（（（2））））组织保障机制组织保障机制组织保障机制组织保障机制 

实验室实行学校领导下的主任负责制，下设副主任 2名，其中业务副主任 1名，

行政副主任 1名。实验室主任由学校组织公开招聘、推荐，主管部门聘任，报科技部

备案；实验室副主任由学校聘任。重大事项由主任、副主任、研究团队负责人、相关

科研骨干、办公室主任等组成的实验室主任会议决定。 

为充分发挥各创新团队的主观能动性，实验室实行实验室主任、研究方向负责人、

创新团队（课题）负责人三级管理体制，以创新团队负责人为主的研究小组是实验室

的基本单元。 

为便于充分发挥仪器设备的功能，提高仪器设备的使用率，实验室将建立一支技

术过硬、责任心强的技术支撑与管理队伍，为实验室高效与开放运转提供坚强有力的

保障。 

（（（（3））））科学决策机制科学决策机制科学决策机制科学决策机制 

学术委员会是实验室的学术指导机构，实验室成立由 13 位国内外著名专家组成

的学术委员会。其成员由学校聘任，其中本重点实验室和依托单位的人员不超过总人

数的 1/3，中青年学术委员不少于 1/3。学术委员会的职责是审议重点实验室的目标、

研究方向、重大学术活动、年度工作计划和总结，审批开放研究课题。学术委员会每

年至少召开一次会议，其会议纪要应当作为重点实验室年度总结报告的重要附件。 

（（（（4））））制度保障机制制度保障机制制度保障机制制度保障机制 

重视和加强实验室的运行管理，建立健全内部规章制度，提高实验室运行管

理的透明度。在规范人、财、物管理办法的基础上，加强室务公开，重大事项决

策公开透明。每年度末，由实验室主任向学术委员会报告年度实验室管理运行、

科研进展及经费使用与执行等情况。 

建立和完善实验室各创新团队的评估激励机制和实验室的各项管理制度。加强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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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承担的科研项目执行情况的检查、评估和监督；重视实验室的学术道德和学风

建设，营造宽松民主、潜心研究的科研环境，开展经常性、形式多样的学术交流活动；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在重点实验室完成的专著、论文、软件、数据库等研究成果均应

标注重点实验室名称，在专利申请、技术成果转让、申报奖励等方面严格按国家有关

规定办理；结合实验室自身特点，加强与产业界的联系与合作，推动科技成果的转化。 

4．．．．仪器设备管理与使用仪器设备管理与使用仪器设备管理与使用仪器设备管理与使用 

仪器设备实行开放式管理，建立大型仪器设备专管共用、预约使用、使用登记和

损坏赔偿制度等。统筹制定仪器设备的购置与维护方案，有计划地实施科研仪器设备

的定期维护和更新改造，保障仪器设备的高效运转和开放共享，并按照有关规定和要

求实现数据共享。  

管理与技术人员负责仪器设备的管理、维护与功能开发，建立完善的仪器设备使

用指南，为来实验室的人员提供指导和技术培训。 

5．．．．实验室建设经费概算实验室建设经费概算实验室建设经费概算实验室建设经费概算 

根据现有实验室条件和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要求，在建设期间将对实验室现有条

件进行改善，添置必要的仪器设备、修建转基因隔离温室、田间试验平台、设立实验

室开放课题，以适应国家重点实验室发展的需求。据初步估算，实验室建设期间大约

需要建设经费 3000万元人民币，（经费概算及说明见下表）。 

实验室建设经费概算 预算项目预算项目预算项目预算项目 经费经费经费经费 （（（（万元万元万元万元）））） 说说说说      明明明明 基础设施建设与改造 400.00 实验室改造、水电暖设施配套、温室等 仪器设备购置 2200.00 
拟购全光谱激光共聚焦系统和稳定同位素质谱仪等仪器设备 运行、仪器维护及培训 200.00 实验室运行、仪器维修及培训等 实验室开放课题 200.00 设立开放课题 20项，平均资助 10万元。 田间试验平台  扩充现有试验地、完善逆境模拟设施 合计 3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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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批准建设心血管疾病等关于批准建设心血管疾病等关于批准建设心血管疾病等关于批准建设心血管疾病等 49494949 个国家重点实验室的通知个国家重点实验室的通知个国家重点实验室的通知个国家重点实验室的通知    

国科发基国科发基国科发基国科发基〔〔〔〔2011201120112011〕〕〕〕517517517517 号号号号    

 

北京市、天津市、辽宁省、吉林省、黑龙江省、上海市、江苏省、安徽省、福建

省、河南省、湖北省、湖南省、广东省、广西壮族自治区、重庆市、陕西省、甘肃省、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科技厅（委），教育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土资源部、环境保护

部、水利部、农业部、卫生部、林业局、中科院办公厅（室），总后勤部卫生部： 

按照《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与运行管理办法》（国科发基［2008］539 号）和工

作安排，日前我部组织专家对心血管疾病等 49个实验室进行了建设计划可行性论证，

并认真审查了修改后报送的建设计划任务书，现决定批准建设心血管疾病等 49 个国

家重点实验室（名单见附件）。 

请实验室主管部门和依托单位按照《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与运行管理办法》和建

设计划任务书的要求，落实有关政策和建设经费，组织相关实验室开展建设工作。请

实验室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科技主管部门对实验室建设给予大力支持。 

在建设期间，实验室应进一步凝练发展方向和目标，提升科研水平，加强队伍和

实验条件建设、建立健全运行管理机制，努力成为国家组织高水平科学研究、聚集和

培养优秀科学家、开展学术交流的重要基地。 

建设计划完成后，我部将组织专家验收。建设期限一般不超过两年，请有关方面

抓紧各项工作，按期完成建设任务并验收。 

特此通知。 



 
 

  ·42· 

批准建设的 49 个国家重点实验室名单 实验室名称实验室名称实验室名称实验室名称 实验室主任实验室主任实验室主任实验室主任 建设承担单位建设承担单位建设承担单位建设承担单位 单位负责人单位负责人单位负责人单位负责人 实验室代码实验室代码实验室代码实验室代码 杂交水稻国家重点实验室 符习勤 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武汉大学 
袁隆平 李晓红 

2011DA770014 棉花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喻树迅 中国农业科学院棉花研究所河南大学 
喻树迅 娄源功 

2011DA125024 林木遗传育种国家重点实验室 卢孟柱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东北林业大学 
张守攻 杨传平 

2011DA169034 家蚕基因组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夏庆友 西南大学 王小佳 2011DA105044 旱区作物逆境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康振生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孙其信 2011DA105054 亚热带农业生物资源保护与利用国家重点实验室 陈保善 广西大学华南农业大学 
唐纪良 陈晓阳 

2011DA790064 心血管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 胡盛寿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心血管病医院 胡盛寿 2011DA131078 肾脏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 陈香美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李书章 2011DAV00088 生殖医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沙家豪 南京医科大学 陈  琪 2011DA690098 天然药物活性物质与功能国家重点实验室 庾石山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 蒋建东 2011DA131108 天然药物活性组分与药效国家重点实验室 李  萍 中国药科大学 吴晓明 2011DA105118 环境基准与风险评估国家重点实验室 吴丰昌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 孟  伟 2011DA144123 大陆构造与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许志琴 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 侯增谦 2011DA121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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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名称实验室名称实验室名称实验室名称 实验室主任实验室主任实验室主任实验室主任 建设承担单位建设承担单位建设承担单位建设承担单位 单位负责人单位负责人单位负责人单位负责人 实验室代码实验室代码实验室代码实验室代码 流域水循环模拟与调控国家重点实验室 王  浩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匡尚富 2011DA126143 生物地质与环境地质国家重点实验室 童金南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王焰新 2011DA105153 同位素地球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徐义刚 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 徐义刚 2011DA173163 大地测量与地球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倪四道 中国科学院测量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孙和平 2011DA173173 荒漠与绿洲生态国家重点实验室 陈亚宁 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 陈  曦 2011DA173183 草地农业生态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 南志标 兰州大学 周旭红 2011DA105194 热带海洋环境国家重点实验室 王东晓 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 张  偲 2011DA173203 森林与土壤生态国家重点实验室 韩兴国 中国科学院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 韩兴国 2011DA173213 高性能复杂制造国家重点实验室 段吉安 中南大学 黄伯云 2011DA105227 钢铁冶金新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 郭占成 北京科技大学 徐金梧 2011DA105237 机械结构强度与振动国家重点实验室 王铁军 西安交通大学 郑南宁 2011DA105247 机械结构力学及控制国家重点实验室 熊  克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朱  荻 2011DA124257 强电磁工程与新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 段献忠 华中科技大学 李培根 2011DA105267 新能源电力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 刘吉臻 华北电力大学 刘吉臻 2011DA105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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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名称实验室名称实验室名称实验室名称 实验室主任实验室主任实验室主任实验室主任 建设承担单位建设承担单位建设承担单位建设承担单位 单位负责人单位负责人单位负责人单位负责人 实验室代码实验室代码实验室代码实验室代码 煤矿灾害动力学与控制国家重点实验室 李晓红 重庆大学 林建华 2011DA105287 计算机体系结构国家重点实验室 孙凝晖 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 李国杰 2011DA173295 信息光子学与光通信国家重点实验室 任晓敏 北京邮电大学 方滨兴 2011DA105305 复杂系统管理与控制国家重点实验室 王飞跃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 王东琳 2011DA173315 流程工业综合自动化国家重点实验室 柴天佑 东北大学 丁烈云 2011DA105325 聚合物分子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 丁建东 复旦大学 杨玉良 2011DA105331 有机无机复合材料国家重点实验室 陈建峰 北京化工大学 王子镐 2011DA105346 硅酸盐建筑材料国家重点实验室 赵修建 武汉理工大学 张清杰 2011DA105356 水利工程仿真与安全国家重点实验室 钟登华 天津大学 李家俊 2011DA105367 理论物理国家重点实验室 吴岳良 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 吴岳良 2011DA173372 低维量子物理国家重点实验室 薛其坤 清华大学 顾秉林 2011DA105382 发光学及应用国家重点实验室 申德振 
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 

宣  明 2011DA173395 发光材料与器件国家重点实验室 曹  镛 华南理工大学 李元元 2011DA105406 核探测与核电子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王贻芳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陈和生 侯建国 
2011DA173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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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名称实验室名称实验室名称实验室名称 实验室主任实验室主任实验室主任实验室主任 建设承担单位建设承担单位建设承担单位建设承担单位 单位负责人单位负责人单位负责人单位负责人 实验室代码实验室代码实验室代码实验室代码 高温气体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姜宗林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 樊  菁 2011DA173422 生命分析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鞠熀先 南京大学 陈  骏 2011DA105431 药物化学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饶子和 南开大学 龚  克 2011DA105444 细胞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朱学良 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 陈晓亚 2011DA173454 细胞应激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韩家淮 厦门大学 朱崇实 2011DA105464 分子发育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杨维才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 薛勇彪 2011DA173474 真菌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刘杏忠 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 黄  力 2011DA173484 微生物代谢国家重点实验室 邓子新 上海交通大学 张  杰 2011DA105494 

 

 
 



 
 

  ·46· 

 

中共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委员会常委会有关实验室建设问中共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委员会常委会有关实验室建设问中共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委员会常委会有关实验室建设问中共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委员会常委会有关实验室建设问

题的决议题的决议题的决议题的决议 

 

9月 13日，党委书记张光强主持召开 2011年第 12次党委常委会议。纪要如下： 

会议审议并原则同意学科办提出的旱区作物逆境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以下简

称“重点实验室”）建设期建设方案。 

会议审议了人事处提出的关于重点实验室管理体制及人员编制的意见。 

会议明确，重点实验室为学校直属、独立建制的科研实体，实行学校领导下的主

任负责制，具体业务工作接受科研处指导。重点实验室设六级职员岗位 1个，七级职

员岗位 1个，实验室技术岗位 9个。现大型仪器设备管理中心实验技术人员全部划归

重点实验室。先选聘 1名六级职员，剩余实验技术岗位面向校内公开招聘。重点实验

室专职管理人员、实验技术人员关系隶属重点实验室，研究人员实行实验室、原单位

双聘，关系隶属原单位，科研成果由实验室和原单位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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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单位关于实验室管理体制机制等有关问题的通知依托单位关于实验室管理体制机制等有关问题的通知依托单位关于实验室管理体制机制等有关问题的通知依托单位关于实验室管理体制机制等有关问题的通知    

 

各学院（系、所、部）、处（室）、直属单位： 

我校“旱区作物逆境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已经科技部批准并授牌，正式进入

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序列。按照国家有关要求和相关规定，结合学校实际，经学校

2011 年第 9 次党委常委会议研究，确定了旱区作物逆境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以

下简称国家重点实验室）的管理体制、人员编制和运行机制。 

一、管理体制 

1．国家重点实验室为学校直属、独立建制的科研实体。学校为国家重点实验室

单独下达管理岗位和实验技术岗位。 

2．国家重点实验室实行学校领导下的主任负责制。主任由学校择优推荐，教育

部聘任，报科技部备案。主任全面负责国家重点实验室的运行与管理工作。国家重点

实验室业务工作接受科研处指导。 

3．国家重点实验室成立学术委员会，审议实验室的建设目标、研究方向、重大

学术活动、年度工作计划和总结。 

二、机构设置及人员编制 

国家重点实验室工作人员由固定人员和流动人员组成，以流动人员为主。固定人

员包括管理人员、实验技术支撑人员和校内“双聘”的研究人员，流动人员包括访问学

者、博士后研究人员等。 

1．国家重点实验室设主任 1名，业务副主任 1名，行政副主任 1名，主任秘书

1名。实验室主任、业务副主任、主任秘书由研究人员兼任，无行政级别。行政副主

任为专职管理人员，主要负责协调、管理国家重点实验室行政事务、国家重点实验室

运行和后勤服务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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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国家重点实验室设专职管理岗位 2个，其中六级职员岗位 1个，七级职员岗

位 1个。国家重点实验室内设办公室，科级建制，主要负责国家重点实验室内部日常

事务的管理、大型仪器设备共享管理等工作。专职管理人员在校内公开招聘。 

3．国家重点实验室设实验技术岗位 9个。现大型仪器设备管理中心的 7名实验

技术人员和工作职能全部划归国家重点实验室管理，不足人员在校内公开招聘。 

实验技术人员的主要职责是：仪器设备的使用操作、小故障的维修、日常维护、

保养和新功能的开发；实验室仪器设备的开放、共享等。 

三、运行机制 

1．国家重点实验室实行“开放、流动、联合、竞争”的运行机制，对校内外开放、

共享。 

2．国家重点实验室专职管理人员和实验技术人员的人事、组织关系隶属国家重

点实验室，工资、福利及津贴等待遇与学校同类人员相同，由国家重点实验室负责管

理与考核。 

3．校内“双聘”的研究人员实行国家重点实验室和原单位“双聘制”，人事、组织

关系隶属原单位，由原单位负责管理与考核，科研成果由国家重点实验室和原单位共

享。 

4．实验室的专职管理人员和实验技术支撑人员的党员组织关系隶属机关党委，

工会关系隶属机关部门工会。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11年 9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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旱区作物逆境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招聘公告旱区作物逆境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招聘公告旱区作物逆境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招聘公告旱区作物逆境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招聘公告    

 

2011年 4月科技部“关于组织制定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计划的通知”（国科办

【2011】20 号）批准我校旱区作物逆境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筹）立项建设。实

验室主要研究方向为：（1）作物抗逆种质与基因资源发掘；（2）作物非生物胁迫应答

机理；（3）作物与病虫互作机理；（4）作物抗逆种质创新与品种设计。 

实验室按照国家科技部《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与管理暂行办法》，实行依托单位

领导下的主任负责制。现面向国内外公开招聘实验室主任 1名，具体事宜公布如下： 

一、岗位职责 

1．围绕科技创新总体目标，策划实验室的科技发展战略，全面负责实验室发展

建设规划并组织实施； 

2．吸引优秀学术带头人和学术骨干，构建在国内外有较大影响力的创新研究团

队； 

3．组织承担国家（含国际合作）重大、重点科技项目，取得一批具有国际先进

水平的标志性科技成果； 

4．促进实验室研究工作与多学科的交叉融合，加强实验室的对外学术交流，提

升实验室在国内外的知名度。 

二、招聘条件 

1、具有教授（研究员）任职资格和博士学位，年龄一般不超过 60 周岁； 

2、在实验室研究领域有较高的学术造诣，在国内外具有较高知名度； 

3、德才兼备，具有高度的敬业精神、较强的组织管理与协调能力和团队凝聚能

力； 

4、对本实验室建设和学术研究工作有创新性构想； 

5、能保证每年在实验室的工作时间不少于 9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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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院士、“千人计划”入选者、教育部长江学者、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优先。 

三、待遇 

实验室主任除享受国家规定的工资和福利待遇外，其它待遇面议。 

四、依托单位提供的工作条件 

1、实验室具有相对独立的人、财、物等相关权利； 

2、实验室具有相对独立开展学科建设和研究生培养的条件； 

3、实验室具有独立的办公试验条件； 

4、依托单位优先支持实验室申报国家公益性研究项目和各类基金项目课题。 

五、聘任与考核 

1、经上级主管部门审批后，由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与受聘者签订聘任合同，颁发

聘书，每届聘期 5年。聘任合同明确规定聘任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2、届满考核与国家科技部对实验室的评估同期进行，依托单位根据重点实验室

评估结果确定是否继续聘任。 

六、聘任程序与时间 

1、应聘者需提供以下材料： 

（1）本人基本情况，近五年来工作业绩：承担科研项目、科研经费，发表论文，

获奖和获得发明专利等情况，并注明级别及名次； 

（2）五篇代表性学术论文或论著的复印件及引用情况证明； 

（3）学位、专业技术职务、获奖及发明专利的证书复印件； 

（4）两名同行专家的推荐信； 

（5）本人应聘后工作设想及预期目标。 

2、请应聘者于 2011年 4月 8日下午 18:00 前将上述材料提交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科研处。初审通过后，再行答辩。答辩时间另行通知。 

七、联系方式 

通讯地址通讯地址通讯地址通讯地址：：：：陕西省杨凌示范区邰城路 3 号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科研处 



 

 

 ·51· 

邮邮邮邮      编编编编：：：：712100 

联联联联 系系系系 人人人人：：：：张雪峰 

电电电电      话话话话：：：：029-87082961     传传传传  真真真真：：：：029-87082962 

邮邮邮邮      箱箱箱箱：：：：zhangxf3010@163.com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事处 

                                    2011年 4月 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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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主任招聘工作报告实验室主任招聘工作报告实验室主任招聘工作报告实验室主任招聘工作报告    

 

一、招聘过程 

根据科技部《关于组织制定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计划的通知》[国科办基〔2011〕

20 号]的要求和科技部、财政部联合发布的《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与运行管理办法》

的精神，学校高度重视并精心组织了科技部拟建设的旱区作物逆境生物学国家重点实

验室主任的招聘工作。 

1、学校立即召开专题工作会议，安排部署实验室主任的招聘工作，成立了以孙

其信校长为组长的招聘专家组。 

组  长：孙其信教授 

副组长：山  仑院士 

成  员：王万忠教授  王跃进教授  吴普特教授 

2、在校园网等媒体发布了旱区作物逆境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筹）主任招聘

公告。 

3、经过对个人应聘，应聘人员基本材料初审。 

4、召开旱区作物逆境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筹）主任招聘会议，经招聘专家

组审议，拟聘请康振生教授担任旱区作物逆境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 

5、 “关于推荐康振生教授为旱区作物逆境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的请示”，

报请教育部聘任。 

二、康振生教授个人情况介绍 

康振生，男，汉族，1957 年生于四川安岳，博士，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植物保护

学院植物病理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 教育部“长

江学者和创新团队发展计划”创新团队首席专家，国家小麦产业技术体系病虫防控功

能实验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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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 年本科毕业于西北农业大学植保专业，获学士学位；1984 年从该校植病专

业硕士研究生毕业，获硕士学位；1988-1990年在加拿大农部温尼泊研究所完成博士

论文研究工作，1990年获博士学位；1997-2001年在德国霍恩海姆大学从事麦类病害

的合作研究；2001 年获国家杰出青年基金；2004 年入选国家“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

程”；2004年获“全国模范教师”称号；2010年荣获“全国先进工作者”称号。 

现任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植物病理研究所所长、陕西省农业分子生物学重点实验室

主任；兼任中国植物病理学会副理事长、陕西省植物病理学会理事长、国务院学位委

员会第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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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植病学

会抗病育种专业委员会主任、中国植病学会真菌专业委员会副主任、《Molecular Plant 

Pathology》《植物病理学报》《植物保护学报》和《菌物学报》等刊物的编委。 

长期从事小麦赤霉病和小麦条锈病流行与防控研究。先后承担了国家杰出青年基

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 973 项目、教育部重大培育项目、教育部重点项目、国

家攀登计划、国家科技攻关、国家教委“优秀年轻教师基金”和国家博士点基金等 30

多项课题，参加国家、省部级科研课题 10余项。在国内外学术刊物发表论文 300 多

篇，其中 SCI收录 80 多篇。主编和参编著作 8部，撰写的《植物病原真菌的超微结

构》和《植物病原真菌的超微形态》两本专著是我国涉及这一领域仅有的两部优秀著

作。先后获国家、省（部）级科研成果奖 8 项，其中完成的“繁 6及衍生小麦抗条锈

性变异及对策研究”获 1999 年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主持完成的“植物病原真菌与寄

主植物互作关系的超微结构和细胞化学研究”获 2003年陕西省科学技术一等奖；完成

的“小麦品种抗条锈性丧失原因及控制对策研究”获 2006 年陕西省科学技术一等奖；

主持完成的“小麦赤霉病防治基础与应用研究”获 2008 年陕西省科学技术一等奖、

2010 年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主持完成的“条锈病菌与小麦相互作用的分子基础”

获 2010年陕西省科学技术一等奖。 

三、依托单位推荐意见 

康振生教授一直担任陕西省农业分子生物学重点实验室（国家重点实验室前身）

主任，为该研究领域的优秀学术带头人，具备较强的组织管理和协调能力，有足够的



 
 

  ·54· 

时间和精力致力于实验室工作，在实验室的建设与发展中起到了主导作用。学校同意

推荐康振生教授为旱区作物逆境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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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实验室业务副主任聘任的通知关于实验室业务副主任聘任的通知关于实验室业务副主任聘任的通知关于实验室业务副主任聘任的通知    

 

各学院（系、部、所）、处（室）、直属（附属）单位： 

根据《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与运行管理办法》（国科发基〔2008〕539 号）有关

规定，经 2012年 2月 20日校长办公会研究，决定聘任吉万全为旱区作物逆境生物学

国家重点实验室业务副主任。 

聘期五年，聘期至 2015年 10月。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12年 3月 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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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在校内公开选拔实验室行政副主任的通知公告关于在校内公开选拔实验室行政副主任的通知公告关于在校内公开选拔实验室行政副主任的通知公告关于在校内公开选拔实验室行政副主任的通知公告    

 

根据 2011年 9月 13日校党委常委会议有关精神及《关于旱区作物逆境生物学国

家重点实验室管理体制等有关问题的通知》（校人发〔2011〕309 号）有关规定，校

党委决定对旱区作物逆境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行政副主任进行校内公开选拔。现就

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公开选拔的岗位 

旱区作物逆境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行政副主任。 

该岗位为专职管理岗位（副处级），主要负责协调、管理国家重点实验室行政事

务、国家重点实验室运行和后勤服务等工作。 

二、公开选拔的条件 

1、有关政策和基本条件按《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10年院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

部换届调整工作安排意见》（校党发〔2010〕18 号）规定执行。 

2、年龄一般不超过 40 周岁，按截至 2011年 10月 31日计算。 

3、具有大农学或生命科学学科背景。 

4、熟悉科研管理和实验室建设业务，具有较高的科技政策水平。 

三、公开选拔的程序及时间安排 

1、报名 

个人根据公开选拔岗位、选拔条件，填写《公开选拔报名登记表》。 

报名截至 2011年 11月 4日。由本人携带《公开选拔报名登记表》打印件一式两

份（贴一寸红底免冠标准照片）到党委组织部报名，电子版同时发至邮箱

zuzhibu@nwsuaf.edu.cn。 

2、资格审查 



 

 

 ·57· 

11月 15日前，党委组织部对报名人员进行资格审查后，由招聘小组研究提出初

步人选。 

3、考察和任用 

11月 30日前，完成确定考察对象、组织考察和决定任用等工作。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党委组织部 

              2011年 10月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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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实验室行政副主任任职的通知关于实验室行政副主任任职的通知关于实验室行政副主任任职的通知关于实验室行政副主任任职的通知    

 

各学院（系、部、所），处（室），直属单位： 

根据 2011年 12月 31日校党委常委会议研究决定，聘任张朝阳为旱区作物逆境

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副处级）。 

聘期至 2013年 4月 30日（其中试用期一年）。 

校长：孙其信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12年 1月 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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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成立实验室党支部的决定关于成立实验室党支部的决定关于成立实验室党支部的决定关于成立实验室党支部的决定    

 

各党支部： 

由于学校机构调整，成立了旱区作物逆境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按照相关规定，

经机关党委 2012年 3月 1日委员会研究，决定成立旱区作物逆境生物学国家重点实

验室党支部（简称：旱作重点实验室党支部），指定张朝阳同志为负责人，并组织召

开支部党员大会选举支委报机关党委审批。 

实验室党支部所属党员做相应调整，并完善支委报机关党委审批。 

 

 

                                     机关党委 

                                      2012年 3月 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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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十四十四十四、、、、重要科研成果首页重要科研成果首页重要科研成果首页重要科研成果首页    

（影响因子 3以上论文 11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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