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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授】陈学新 程家安 冯明光 高其康 郭予元 何俊华 胡 萃 刘树生 娄永根 
莫建初 沈志成 施祖华 唐启义 徐志宏 叶恭银 张传溪 祝增荣 蒋明星 

【副教授】 刘银泉 姚洪渭 余 虹 鲍艳原  【高级实验师】马 云 

【讲师/试验师/助教】芮开宁 吴光荣 张志钰 【博士后】 鲁玉杰 

  

  施祖华，教授、博士生导师。1959年3月出生于浙江省东阳市。1982年1月浙江农业大

学本科毕业，留校任教至今。1993年7月获浙江农业大学硕士学位，1998年6月获浙江农

业大学博士学位。

   主要从事农业昆虫学、害虫综合治理、害虫生物防治领域的教学和研究，对寄生蜂

的生物学生态学研究和植物性杀虫剂的研究具有浓厚兴趣。主讲《蔬菜昆虫学》、《农业

昆虫学（乙）》、《作物病虫害防治》、《害虫综合治理》、《害虫生物防治》、《生物

资源利用与管理》等课程，已指导硕士研究生11名、博士研究生2名、协助指导博士研究

生多名。作为项目主持人先后主持了5项国家级和国际合作科研项目，主持和参加了多项

省部级科研项目。目前主持承担的科研项目包括：国家973项目，国家支撑项目，国家948

项目，浙江省科技厅重点、重大科研项目等。 

   1996-2002曾4次赴澳大利亚进行合作研究，曾赴法国、以色列出席国际学术会议。

在国内外刊物上已发表论文80多篇，参加编著教材和专著6部。获省部级科技进步二等奖

四项。获省级优秀系列论文奖、优秀论文奖多次。 

   联系方式: 

电话：0571-86971619（办），0571-86098950（家），13645716212（手机）。 

电子邮箱：zhshi@zju.edu.cn 

 【简  历】【教学工作】【科学研究】【论文著作】【荣誉获奖】 



   学   历 

1993.9-1998.6. 浙江农业大学植物保护系昆虫学博士生 

1989.9-1993.7. 浙江农业大学植物保护系昆虫学硕士生 

1986.9-1987.7. 南开大学生物系昆虫学助教进修班学习 

1978.3-1982.1. 浙江农业大学植物保护系植物保护大学本科生 

   工作经历 

2001.3-现在. 浙江大学农学院应用昆虫学研究所，教授, 博士生导师 

1999.12-2001.3. 浙江大学农学院应用昆虫学研究所，教授，硕士生导师 

1998.9-1999.11. 浙江大学农学院应用昆虫学研究所，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1994.9-1998.9. 浙江农业大学植物保护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1988.-1994.9. 浙江农业大学植物保护系，讲师 

1982-1988. 浙江农业大学植物保护系，助教 

1975-1978.3. 浙江省东阳市南马乡湖村村，务农 

 返 回 

   教学工作 

● 参与主讲过的本科生课程 

园林植物病虫害防治 

蔬菜昆虫学 

昆虫学专业英语 

植物保护 

普通昆虫学 

农业昆虫学 

昆虫分类学 

  

● 参与主讲过的研究生课程 

生物资源利用与管理 

害虫生物防治 

害虫综合治理 

昆虫生态学 

  

● 研究生培养 

指导硕士研究生13人，其中9位已获学位毕业，现在读4人。现在读博士生2人，作

为博士生指导小组成员协助指导博士研究生多名。先后指导本科生毕业论文设计19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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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学研究项目（1995-) 

2007.1-2011.12：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规划“973”项目之课题：“重大农业害虫猖獗

危害的机制及可持续控制的基础研究”之“天敌与害虫的互作及控害机制”（编号：

2006CB102005），主要参加。  



2007.1-2008.12：检疫性害虫—桔小实蝇疫情监控技术研究。杭州市农业农业发展基金

资助项目，主持。  

2006.1-2010.12：农业支撑计主持。划项目之课题 “重大病虫害生物防治新技术”的子

课题“重大病虫害生物防治技术集成与应用示范” (编号:2006BAD08A02)，主持。  

2006.1-2010.12：引进国际先进农业科学技术计划948项目之课题：“生物防治作用物相

关技术引进与综合应用体系创新”之“引进释放保护天敌昆虫控制蔬菜害虫的相关技术体

系研究”（编号：2006-G54B），主持。  

2006.1-2008.12：浙江省农业重点科研项目：杨梅有害生物治理核心技术研究和安全生

产操作规程构建（编号：2006C22069），主持。  

2006.1-2006.12：浙江省政府重大委托课题：安全农产品生产保障体系建设研究（编

号：2005C10002），参加。  

2006.8-2007.10：永康市库区环境保护和农桑综合开发利用研究。永康市农业开发办资

助项目，主持。  

2003.10-2004.12：杭州市萧山区林业有害生物调查。杭州市萧山区林业局项目，主持。 

2002.1-2004.12：小菜蛾主要寄生蜂--菜蛾绒茧蜂的滞育诱导和解除研究。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项目，主持。  

1999.1-2001.12：小菜蛾主要寄生性天敌种间相互作用研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主持。  

1995.7-1998.6：防治亚洲玉米螟的优良赤眼蜂种类和品系选择。瑞典国际科学基金项

目。主持。  

1999.7-2002.12：改进中国和澳大利亚十字花科蔬菜害虫综合治理（第二期）。中澳合

作项目，澳大利亚国际农业研究中心资助，项目专项主持。  

2000.1-2002.12：十字花科蔬菜主要害虫控制的生态学机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

目，主要参加者。  

1998-2000：混配农药对天敌安全性评价。农业部项目。主要参加者。  

1996-2000：十字花科蔬菜害虫综合治理。国家九五攻关项目“农业害虫综合治理”子

项，主要参加者。  

1995-1998：改进中国和澳大利亚十字花科蔬菜害虫综合治理（第一期）。中澳合作项

目，澳大利亚国际农业研究中心资助，项目专项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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