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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温志强   性别：男  民族：汉族   职称：副教授 

现工作单位：福建农林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生物工程系 

             福建农林大学菌物研究中心 

主要简历 

1980.9-1984.7  福建农学院植保系植保专业学习 

1984.8-1985.8  福建农学院植保系植物病毒研究室任助教,在谢联辉院士的指导下，参与了“水稻条纹叶枯病的研究”和“烟草花叶病的研

究”等研究项目的科研活动。 

1995.8-1991.7 福建农学院土化系食用菌专业，参与食用菌专业的筹建工作；从事食（药）用菌生产和病虫害防治、微生物农药及相关学科

的教学和科研工作。 

1991年7月被评聘为讲师， 

2001年至今被评聘为副教授。 

长期以来主要从事食（药）用菌生产和病虫害防治、微生物农药及相关学科的教学和科研工作。 

教学上曾担任了《食用菌栽培》、《药用菌栽培》《食用菌病虫害及其防治》、《微生物农药》、《生物农药》、《发酵工程》、《应用微

生物》等课程的本专科教学工作和《食用菌技术》硕士研究生科课程教学。 

科研上先后主持了国家星火项目分解任务1项，省重大专项专题1项、省科技厅重点项目1项，省教委课题1项，参加了多项国家基金项目、福

建省基金项目、福建省重大专项等课题多项。编制福建省地方标准1个，参编教材《微生物实验》和《发酵工程》2册；合著了《高效实用种

菇技术问答》书1册（中国农业出版社出版），自编学生教材《食用菌病虫害及其防治》1册。制定福建省地方标准1个：《银耳栽培种质量

检测规程》（2011发布实施），获得泉州市科技三等奖1项（排名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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