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培武，中国农业科学院油料作物研究所研究员。现任中国农业科学院油料作物研究所研究室
主任，国家农业检测基准实验室（生物毒素）主任，农业农村部油料产品质量安全风险评估实验室主任，
兼任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专家组生物毒素组组长。

20世纪90年代，我国双低油菜与普通油菜混种、混收、混加现象严重，导致优质无法优价、
优质不能优用，农民双低油菜生产积极性受挫。李培武带领团队开展油菜质量安全普查监控
研究，发现了硫甙外源酶反应显色机理，研制出双低油菜速测技术和芥酸硫甙速测仪；探明油
菜生产中菜籽硫甙、芥酸升高变化规律，创建了双低油菜全程质量控制技术及标准体系，破解
了双低油菜发展中质量控制的复杂技术难题，被农业农村部列为全国油料主推技术在我国油
菜主产区广泛应用。这一成果也分别于 2004年和 2008年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李培武
带领团队深入研究高灵敏免疫检测机理，探明了黄曲霉毒素呋喃环氧基与抗体重链49位丝氨酸形
成氢键、苯基与103位苯丙氨酸形成π-π疏水力实现特异性识别的分子机制，明确了免疫活性位
点，发现了靶向诱导效应，为抗体创制提供了理论基础。探索出靶向诱导、半固体培养、梯度筛选为
核心的抗体创制新途径；构建了抗体资源库，覆盖了我国粮油标准中全部真菌毒素。

李培武：粮油质量安全的“领航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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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雪平：防治“作物癌症”的植物医生
周雪平，现任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所长、植物病毒学专家。
经过30年不懈努力，周雪平带领的科研团队围绕作物病毒致病机理与病害防控取得了开

创性成果。他瞄准前沿，发现双生病毒种间基因组重组可以产生新病毒，明确了双生病毒及卫
星DNA在致病中的作用及致病机理，发现双生病毒与传毒介体烟粉虱之间存在互惠关系并阐
明了互惠关系的分子机制；他立足生产，制备了40多种重要作物病毒的单克隆抗体，创制了病
毒快速检测技术及检测试剂盒并已广泛应用于作物病毒病的早期诊断、监测预警与防控，为健
康种苗生产、病毒病预测预报和科学使用农药提供了关键技术。针对双生病毒病害控制的重
大需求，周雪平领衔的团队对我国双生病毒变异进化规律以及病毒致病机理等开展了系统研
究，相关研究获2014年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

作为水稻产业体系的岗位科学家，周雪平负责我国水稻病毒病防控技术研究。他研制了
针对水稻条纹病毒、南方水稻黑条矮缩病毒、水稻黑条矮缩病毒、水稻齿矮病毒和水稻矮缩病毒
等病毒的特异性单克隆抗体，并开发了检测水稻和介体中病毒的免疫学快速检测试剂盒，被全国
农技推广服务中心在稻区普遍推广，有效预测了病毒病的发生动态，提高了病毒病防治的有效
性，为病害防控的绿色治理提供了重要支撑，该研究获2016年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刘孟军：行走在枣区的“科研标兵”
刘孟军，河北农业大学园艺学院教授。现任河北农业大学园艺学院院长，河北省枣产业技

术研究院院长，国际枣属植物品种登录中心主任，国际园艺学会枣工作组主席。
从业35年来他坚守科研一线，潜心研究我国原产重要果树——枣，率领团队攻克枣育种、

植保、栽培等多项难题，取得系列创新成果并大规模应用，创社会经济效益 100多亿元。引领
枣品种、技术和产品换代，助推枣树产量30年间增长20倍、由小宗果树发展成面积接近苹果、
产量居干果首位的大宗果树。

2014年，刘孟军团队经过10余年的努力在国际上率先完成枣全基因组测序。此外，在全基
因组范围系统开发SNP、SSR标记和通用内参基因并绘制高密度SNP遗传图谱，构建起枣杂种鉴
定、分子辅助育种和功能基因挖掘利用的高效技术体系。针对枣品种老化退化、抗病性下降及育
种严重滞后问题，刘孟军提出分子辅助株系选优-免嵌合体纯化多倍体育种-免去雄分子辅助杂交
育种三步走育种策略，育成世界首个及迄今所有的4个人工四倍体枣品种，均获植物新品种权。

30多年来他走遍我国各主要枣区推广新技术，被10多省市聘为专家顾问，主编出版《枣优质
生产技术手册》等科技著作，制定了枣优质丰产栽培技术规程行业标准，研制出可全天候提供技
术服务的中国枣智能专家系统，组织了20余次全国枣研讨会和技术培训，推动了全国枣业发展。

张海洋，河南省农业科学院芝麻研究中心研究员。现任河南省农业科学院芝麻研究中心主任，
国家特色油料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农业农村部油料专家指导组副组长，中国作物学会油料专
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作为国家特色油料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芝麻遗传育种学科带头人，“八五”以来，张
海洋带领团队，围绕国家粮油供给安全重大需求，潜心开展芝麻种质资源收集与鉴定、重要性
状遗传解析、优异种质创制、高产栽培技术等研究工作，取得多项国际领先的研究成果，为我国
芝麻学科发展和产业技术进步作出突出贡献。张海洋主持完成了芝麻基因组计划，建立了国
内外首张芝麻分子遗传图谱等，明确了芝麻进化特征和方向。他针对芝麻种质优异种质匮乏
等育种瓶颈问题，开展并创建了芝麻优异种质创制技术体系、种间远缘杂交技术体系等，并在
2016年获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围绕芝麻生产对优质专用、抗病耐渍、适于机械化收获等品种
的迫切需求，张海洋带领团队组织收集国内外种质资源，使我国资源库容增加1/3；先后选育出
芝麻新品种22个，并成为黄淮、江淮芝麻主产区主导品种。其中，芝麻新品种“豫芝8号”和“豫
芝11号”分获2003年度和2005年度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张海洋：芝麻育种的“领军人”

文杰，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研究员。现任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
研究所副所长、博士生导师，国家肉鸡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中国畜牧兽医学会家禽学分
会副理事长，国家遗传资源委员会家禽专业委员会委员。

从 1985 年到 2018 年，除了两年的国外访学，34 年的时间中文杰研究员先后主持了“八
五”至“十二五”国家科技攻关、科技支撑、“863”、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课题，带领团队在肉质
与抗病基础理论研究、肉鸡生产关键技术创新和新品种培育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突破性成
果。文杰带领团队潜心攻关产业技术，提出了0-2周龄肉仔鸡全价饲料配制技术和预混料配制
技术，研究成果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同时，培育出通过国家审定的肉鸡新品种（配套系）5
个，率先在国内推出“京芯一号”肉鸡基因组育种芯片，构建了先进的全基因组选择技术平台。
2016年，凭借成果“节粮优质抗病黄羽肉鸡新品种培育与应用”再次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作为全国肉鸡遗传改良计划专家组组长，文杰带领专家组成员经过3年多调研和讨论，起草制定
了《全国肉鸡遗传改良计划（2014-2025）》，于2014年由原农业部正式颁布。2014年，他负责的

《标准化养殖场肉鸡》（NY/T 2666-2014）制定完成并被颁布执行，在良种覆盖、高效饲料养殖、
节能减排和减少用药等方面起到推动作用，带动全国肉鸡标准化规模养殖水平提升。

文杰：肉鸡科学技术“攻坚人”

沈其荣，南京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教授。现任中国有机（类）肥料产业技术创新
联盟理事长，中国植物营养学会生物与肥料专业委员会主任，江苏省自然科学基金委农业学科
组组长。

沈其荣及其团队先后揭示了诱导堆肥在升温阶段就合成腐殖质的微生物作用机制，并
在高温至降温的一周内完成了腐殖质合成的 90%；阐明了堆肥温度和微生物群落演替与堆
肥物质转化的偶联关系，建立了畜禽粪便和秸秆堆肥腐殖质含量与堆肥腐熟度的比色定量
关系，为大规模生产标准化的腐熟堆肥提供了理论依据。他的科研成果，可谓诸多“首创”：
首次建立 13C 和 15N 双标记法和有机无机 15N 交叉标记法；揭示了施用有机肥抑制土壤
酸化和提高肥力的核心科学问题；建立了畜禽粪便条垛式堆肥工艺；创立了纯作物秸秆静
态好氧堆肥工艺；首次建立了芽孢杆菌生物肥二次固体发酵工艺。沈其荣及其团队累计推
广应用有机肥和有机无机复混肥 2 亿多亩，使化肥氮利用率从 30%（纯化肥处理）提高到
37%-40%（有机类肥料）；研制出促生和生防芽孢杆菌类生物肥产品18个，促生增产10%以上，
生防率大于70%，在数十种经济作物上增效显著，推广芽孢杆菌生物肥8000多万亩。

沈其荣：有机肥料产业的“开路先锋”

河北省农林科学院粮油作物研究所研究员张孟臣，作为大豆遗传育种家，在大豆育种技术、种
质创新及新品种选育方面成绩突出，创新了大豆育种方法，育成大豆品种22个，为我国大豆育种和
产业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20世纪 80年代，为解决大豆品种抗逆性和适应性差的问题，张孟臣提出在室内鉴定指标
选择基础上，实施不同生态地点交互鉴定选择、穿梭选育。20世纪90年代，张孟臣进一步提出
与生态相结合的高产株型育种思路，创立“主茎型大群体”早熟育种路线，育成以“冀豆7号”为
代表的适宜密植的紧凑株型品种，实现了我国一年两熟制夏大豆产区北部高产与早熟的统一，
促进了夏大豆产区北移扩大。21世纪初，张孟臣育成以“冀豆12”为代表的短分枝型早熟高产
稳产品种。“十一五”以来，张孟臣育成以上部尖叶、下部圆叶、茎秆韧性好、高度抗倒、稀植密植
均高产的“冀豆17”为代表的高产稳产品种。张孟臣育成高蛋白品种7个、高油品种8个、无腥
味品种4个。其中，高蛋白代表品种“冀豆12”已连续8年为全国种植面积最大的高蛋白大豆品
种。高油代表品种“冀黄13”含油量高达24.1％，为国家区试第一个亩产突破200公斤的高油大
豆品种。

张孟臣：数十载心系大豆的育种家

黄路生，中国科学院院士。现任科学技术部/江西省部省共建猪遗传改良与养殖技术国家
重点实验室主任，中国畜牧兽医学会理事长，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委员会副主任。

自1995年获俄罗斯正博士学位回国后，黄路生主持构建了国内领先的种猪遗传改良研究
条件平台，建立了全球最完善的家猪/野猪种质资源基因组DNA库，培养造就了一支在种猪遗
传育种领域高水平的科技创新团队，相继入选为教育部“长江学者”创新团队和农业农村部杰
出人才创新团队。相关科研成果有力推动了我国种猪业的行业科技进步和可持续发展。黄路
生长期致力于家猪复杂性状形成的遗传解析及优质高产猪种培育的技术研究，部分猪育种技
术居国际领先水平、应用生产后经济社会效益显著。研究成果获2005年度国家科技进步二等
奖和2011年度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基于科技创新以及推动行业发展贡献，黄路生获2016年
何梁何利科学与技术进步奖及2017年叶剑英奖。黄路生牵头组建了全国家猪基因组全序列育
种新技术联盟，发布了国内首项基于家猪基因组全序列、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效、精准
育种新技术——“中芯一号”，为我国种猪产业转型升级、养猪行业科技扶贫提供具有国际领先
水平的技术支撑。

黄路生：解析家猪遗传“中国基因”的带头人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农业大学动物医学院院长沈建忠，既是一名教师又是一名科研工作者。他30
年如一日奋斗在教学科研第一线，在本科生和研究生教学模式、课程和教材建设、实验室建设等方面着力
改革，取得了显著成效。

在沈建忠的带领下，逐步形成了符合兽医行业发展需求、以职业兽医为目标、产教学研相
融合的“一优两改三培育”兽医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在全国起到了引领和示范作用。沈
建忠自1988年毕业留校以来一直致力于动物源性食品中兽药及有害化合物残留检测技术的研
究。他成功构建了一个涵盖主要兽药、霉菌毒素、非法添加物，库容量超过 500种的抗体资源
库，满足了企业和政府机构日常检测的需要，尤其是为应对食品安全突发事件提供了储备。他
研发的快检产品已在全国31个省（区、市）的各级检测机构及伊利、雨润、三元等数千家食品企
业残留监测中广泛应用，产生了巨大的经济社会效益，打破了国外技术和产品垄断，使进口产
品在中国的市场份额从2002年的90%以上降至现在的25%左右、价格下降约2/3作出了重要贡
献，引领了残留检测试剂产业的快速发展。同时他主持制定了47项兽药残留检测方法国家和
行业标准，填补了国内残留检测方法标准空白。研究成果获国家发明专利授权 56项，获国家
技术发明二等奖和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各1项、省部级科技一等奖2项。2017年获首届全国创
新争先奖状。

沈建忠：动物源性食品安全的“守护者”

陈学庚，中国工程院院士。现任新疆石河子大学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农业机械学会名
誉理事长，农业农村部西北农业装备重点实验室主任。

他是江苏人，却扎根边疆六十载；他是中专生，却成了中国工程院院士；他一辈子只做
了一件事，却推动了新疆棉花生产两次大提升。1983 年 5 月，陈学庚所研制的机型与其他
12 种机型一起，通过了原农牧渔业部组织的科研成果鉴定。之后，陈学庚团队继续加大力
度改进铺膜播种新机具，整体技术水平达到国际先进，在新疆地膜植棉中大面积推广，
1994 年兵团皮棉平均亩产也提高到 82 公斤。该项成果获 1995 年度国家科技进步一等
奖。20 世纪 90 年代末期，陈学庚率领团队构建了适合棉花机采的机械化技术体系，研发
成功一次作业完成 8 道工序的新机具——膜下滴灌精量播种机。他研制成功我国第一套
气吸滚筒式精量穴播器，将播种精度由半精量提高到精量阶段，这一发明已普遍为世界多
种知名品牌气吸播种机采用。目前，新疆棉花全程机械化体系初步建成，皮棉亩产已提升
为 155.7 公斤。2016 年，由陈学庚主持的“棉花生产全程机械化关键技术及装备的研发应
用”项目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陈学庚：扎根边疆六十载的“农机战士”

第六届中华农业英才奖获得者风采录
中国农业科研领域的“顶级殿堂”又迎来了新的成员，第六届中华农业英才奖获奖名单近日揭晓，十

位优秀人才上榜。扎根边疆六十载的“农机战士”陈学庚，动物性食品安全的“守护者”沈建忠……从产业
育种到质量守护，从基因研究到农机研发，他们在农业科技发展的进程中留下了串串坚实的足迹。

中华农业英才奖自2005年设立至今，十几年的光阴见证的是中国农业发展的成就和农业人才的荣
光。一个个闪耀着光辉的名字背后是农业科技脊梁“顶天立地”的大作为。“顶天”，始终追求着农业科

研塔尖那颗“明珠”，研发出足以让国人骄傲的科技成果；“立地”，深入厚重的乡野大地，关注的是贴近
谷粮的朴素农事。

业以才兴，事以才立。当前，中国农业发展进入产业结构深度调整时期，农业科技人才是行业前沿
中不可或缺的“弄潮儿”。唯有社会大兴识才、爱才、敬才、用才之风，农业科技队伍的活力才能得到充
分释放，创新驱动发展和人才强农的举措才能得以实现。 ——编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