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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国忠教授简介

        吕国忠，男，汉族，中共党员，1964年10月生，辽宁省昌图县人。1986年7月毕业于沈阳农业大学植物保护专

业，获学士学位；1989年7月毕业于沈阳农业大学植物病理专业，获硕士学位；1992年8月毕业于沈阳农业大学植物

病理专业，获博士学位。1992年8月-2004年6月在沈阳农业大学植物保护学院工作，曾任植物保护系主任。2000年

5月晋升为教授和博士生导师。2001年2月至2002年5月在英国国际应用生物科学中心生物科学部（原国际真菌研究

所）作公派访问学者。2004年7月调入大连民族学院工作，历任民族地区生物资源与环境研究所副所长、所长，生

命科学学院副院长，环境与资源学院副院长等职。现任大连民族大学环境与资源学院院长、二级教授、特聘教授，

兼任大连民族大学民族地区生物资源与环境研究中心主任、辽宁省民族地区生物资源开发与生态环境保护重点实验

室主任、大连民族大学铜仁研究院副院长，校优秀学科带头人，大连民族大学生物工程领域硕士生导师。曾任沈阳

农业大学植物病理专业博士生导师、辽宁师范大学微生物学专业硕士生导师及北方民族大学生态学专业硕士生导

师。主要从事真菌分类、真菌生态、植物真菌病害防治、外来入侵杂草生物防治、食用菌栽培、有益真菌资源利用

（生物防治、药用真菌、次生代谢产物）等方面的研究工作。主持完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5项，“九五”重大

项目子专题1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十五”重大项目1项，国家科技部基础工作专项子专题1项，辽宁省科技攻关项目1

项。已发表真菌新种20余个，中国真菌新记录种70余个。发表学术论文160余篇，其中SCI收录论文12篇，出版学术

著作16部，获国家发明专利4项，以第一完成人获2014年辽宁省政府科技进步三等奖1项。已指导毕业硕士研究生42

名，博士研究生9名，博士后2名。2007年入选辽宁省“百千万人才工程”百人层次，2015年入选大连市领军人才培养

工程人选。曾任中国菌物学会副理事长、辽宁省植物保护学会副理事长。现任中国菌物学会常务理事、辽宁省植物

保护学会常务理事。现《菌物学报》、《菌物研究》、《大连民族大学学报》编委。在教学上主要讲授《微生物

学》、《菌物学》、《发酵技术》、《植物病理学》、《免疫学》、《生物技术概论》等课程。

主持承担的科研项目

1． 辽宁省土壤真菌区系调查及分类研究（辽宁省科委博士起动基金，1997-1999）

2．玉米弯孢菌叶斑病发生规律及防治技术研究（辽宁省科委自然科学基金，1998-2000）

3．玉米主要病虫害综合配套防治技术研究（辽宁省科委“九五”攻关重大项目，1996-2000）

4．玉米穗茎腐病相互关系及玉米粗缩病毒病防治研究（国家科委“九五”攻关项目子课题，1996-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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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玉米早衰病的防治研究（鞍山市科委项目，1997-1998）

6．中国真菌志.盾壳霉等属分类研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九五”攻关重大项目子课题，1998-2002）

7．玉米品种抗弯孢菌叶斑病鉴定（葫芦岛市科委项目，1998-1999）

8．北方保护地土壤真菌生物多样性研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编号30270014，2003-2005）

9．炭疽菌属(Collectotrichum)真菌的系统分类研究（中国科学院微生物所真菌地衣系统学开放实验室开放课题，

2002-2004）

10．中国炭疽菌属(Collectotrichum)真菌的系统分类研究（国家教育部出国留学归国人员启动基金，2003-2005）

11．利用锈菌防治豚草的研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2005-2007）

12．《中国真菌志 镰刀菌属》（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十五重大项目，2004-2009）

13．《中国真菌志 镰刀菌属》（科技部基础性工作专项，2006-2011）

14．东北地区药用植物根际土壤真菌多样性的研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2008-2010）

15．锈菌在三裂叶豚草生物防治中的应用（辽宁省科技攻关项目，2007-2010）

16．三裂叶豚草锈菌致病机理及分子遗传变异研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2009-2011）

17．长白山自然保护区北坡森林土壤真菌多样性的研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2012-2015）

18．烟草真菌病害调查研究（中国农科院烟草研究所，2012-2015）

19．贵州铜仁万山区食用菌菌种扩繁及栽培关键技术示范与推广（贵州省铜仁市万山区政府项目，2014-2015）

20．贵州玉屏县食用菌菌种扩繁及栽培关键技术示范与推广（贵州省铜仁市玉屏县政府项目，2014-2015）

科研成果奖励

1．腐霉菌产生的细胞壁降解酶作用机制及其应用研究，1998年获辽宁省农业厅二等奖（参加）。

2． 腐霉菌产生的细胞壁降解酶作用机制及其应用研究，1998年获辽宁省政府科技进步三等奖（参加）。

3． 玉米早衰防治技术研究，2002年获鞍山市科技进步二等奖（主持）。

4． 利用锈菌对三裂叶豚草生物防治的研究与应用，2014年获辽宁省科学技术奖励三等奖（主持）

授权专利

1．人参内生灰绿梨头霉及利用其制备人参皂苷Rd的方法（ZL201020571874.4）

2．人参内生莫勒接霉及利用其制备人参皂苷Rd的方法（Zl201020572006.8）

3．双胞柱孢菌及利用其制备人参皂苷Rh2的方法（ZL201110120780.X）

4．利用产毒镰孢菌生产T-2和HT-2毒素的方法（ZL201110168318.7）

发表的论文

1． 吕国忠，白金铠等，1991．大豆炭腐病（Macrophomina phaseolina）在东北地区发生初报．大豆科学，10(1)：

83

2． 陆庆轩，高必达，程晖，吕国忠，白金铠，1991．福禄考不同品种的过氧化物酶活性及同工酶谱与斑枯病菌侵

染关系的研究．辽宁农业科学，3：41-43

3． 陆庆轩，高家春，张敏，吕国忠，白金铠，1992．福禄考斑枯病发生规律及药剂防治试验简报．植物保护，18

(2)：1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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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Lu Guozhong，Bai Jinkai，Liu Weicheng，1993．New species and new Chinese records of Septoria．

Mycosystema，6：71-78

5． Guo Yinglan， Lu Guozhong， Bai Jinkai，1993．Folicolous coelomycetes of Xiaowutai in Hebei Province．

Mycosystema，6：79-89

6． 刘伟成，吕国忠，白金铠，1994．真菌系统分类中生物化学技术的进展．沈阳农业大学学报，25：108—114

7． 于莉，吕国忠，白金铠，1994．东北地区茎点霉（Phoma）和叶点霉（Phyllosticta）真菌分类研究进展．沈阳

农业大学学报，25(2)：153-158

8． 白金铠，吕国忠，1994．玉米病害的病菌变异与抗病品种选育．玉米科学，2(1)：67-72

9． 孙军德，吕国忠，白金铠，1995．壳二胞属几个新种和新记录种．真菌学报，14(2)：107-115

10．陆庆轩，吕国忠，1995．叉丝壳属一新种和一新记录种．真菌学报，14(3)：172-174

11．吕国忠，白金铠，1995．辽宁省土壤真菌区系的初步研究．辽宁农业科学，增刊：17—18

12．张春光，吴玉美，徐秀华，符举明，1995．应用菌虫杀灭剂进行蔬菜土壤消毒灭菌效果研究．辽宁农业科学，

1：33-36

13．赵廷昌，吕国忠，白金铠，1996．辽宁省玉米发生弯孢菌叶斑病．辽宁农业科学，6：42

14． 孙军德，吕国忠，白金铠，1996．东北地区Ascochyta属真菌分类研究．沈阳农业大学学报，27(2)：114-119

15．白金铠，吕国忠，1996．甜菜病害的防治策略与问题．甜菜糖业通报，3：17-21

16． 刘伟成，吕国忠，白金铠，1996．球壳孢目真菌高分子量纯DNA的大量提取．沈阳农业大学学报，27(3)：183

-189

17． 吕国忠，白金铠，1997．我国玉米病害发生现状及防治措施．植物保护，23(4)：20-21

18． 刘伟成，吕国忠，白金铠，1997．观赏树木上叶点霉属几个中国新记录种．吉林农业大学学报，19(1)：43-47

19． 王克宁，刘维志，段玉玺，刘晔，吕国忠，1997．定殖于大豆胞囊线虫胞囊上的真菌．中国生物防治，13(2)：

93

20． 吕国忠，白金铠，1997．辽宁省爆发一种新病害--玉米弯孢菌叶斑病．沈阳农业大学学报，28(1)：75-76

21． 刘伟成，吕国忠，白金铠，1997．辽宁常见药用植物上的球壳孢目真菌，沈阳农业大学学报，28(2)：93-98

22． 梁景颐，白金铠，吕国忠，1997．高粱上的一种新病害--高粱柱黑穗病．沈阳农业大学学报，专刊：152-155

23． 吕国忠，白金铠，1998．玉米灰斑病研究进展．沈阳农业大学学报，29(4)：346-349

24． 吕国忠，白金铠，1998．侧囊壳孢属--中国新记录属．吉林农业大学学报，20：208

25． 吕国忠，白金铠，1998．玉米弯孢菌叶斑病病原菌生物学特性的研究．辽宁农业科学，增刊：5-6

26． 吕国忠，白金铠，1998．玉米弯孢菌室内药剂初步筛选研究．辽宁农业科学，增刊：43-44

27． 周永力，吕国忠，白金铠，1998．采用PCR-RFLP和RAPD对球壳孢目真菌系统学的研究．菌物系统：17(2)：

160-166

28． 周永力，吕国忠，白金铠，1998．球壳孢目真菌个体发育研究I：壳二胞等四属．菌物系统，17(3)：199-205

29． 刘伟成，吕国忠，白金铠，1998．球壳孢目真菌对DNA GC含量及其分类学意义．菌物系统，17(3)：278-282

30． 田秀玲，吕国忠，1998．中国霜霉属一新记录种．菌物系统，17(3)：287-288

31． 薛玉梅，吕国忠，白金铠，1998．玉米弯孢菌叶斑病菌粗毒素的初步研究．辽宁农业科学，增刊：28-30

32． 吕国忠，薛玉梅，1999．玉米弯孢菌叶斑病菌毒素的生物活性测定及对玉米叶片超微结构的影响．沈阳农业大

学学报，30(3)：212-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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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王宏，吕国忠，纪明山，张士平，2000．玉米杂交种对弯孢菌叶斑病抗性鉴定．沈阳农业大学学报，31(5)：

476-478

34． 梁晨，吕国忠，2000．土壤真菌分离和计数方法的探讨．沈阳农业大学学报，31(5)：515-518

35． 梁晨，赵洪海，吕国忠，2001．施用农用化学品及生防制剂的大豆胞囊线虫田根际真菌区系动态．沈阳农业大

学学报，32(3)：209-211

36． 暴增海，马桂珍，杨文兰，吕国忠，2002．玉米弯孢菌叶斑病的初侵染来源及几种杀菌剂的室内毒力测定．

吉林农业大学学报，24(4)：53-57

37． 梁晨，吕国忠，白金铠，2002．光黑壳属和韦斯特壳属的三个中国新记录种．菌物系统，21(2)：285-286

38． 梁晨，吕国忠，2002．辽宁省农田作物根围的真菌（I）．沈阳农业大学学报，33(3)：185-187

39． 梁晨，吕国忠，2002．辽宁省农田作物根围的真菌（II）．沈阳农业大学学报，33(4)：266-269

40． 梁晨，吕国忠，2002．辽宁省农田作物根围的真菌（III）．沈阳农业大学学报，33(6)：411-415

41．张益先，吕国忠，梁景颐，2003．玉米灰斑病菌生物学特性研究．植物病理学报，33(4)：292－295

42．吕国忠，张益先，梁景颐，2003．玉米灰斑病发生流行规律及品种抗病性．植物病理学报，33(5)：462-467

43．马桂珍，李世东，谢丙炎，张拥华，刘杏忠，吕国忠，2003．粉红粘帚菌对核盘菌和立枯丝核菌的菌寄生作用

机制研究．菌物系统，22（增刊）：402-405

44．Cannon P, Lu GZ, Reid A, Simmons C, 2003．Diversity of endophytic Colletotrichum in forest (Abstract), 

Proceeding for 9th International Plant Pathology Conference (New Zealand)

45． Lu GZ, Cannon P, Reid A, Simmons C, 2004．Diversity and molecular relationships of endophytic 

Colletotrichum isolates from the Irokrama Forest Reserve, Guyana．Mycological Research, 108 (1)：53-63

46．马桂珍, 李世东, 谢丙炎, 吕国忠, 2004．食线虫真菌椭圆单顶孢的菌寄生作用及其生化机制．中国农业科学，

37(3)：370—375

47．Ma GZ，Li SD, Xie BY and Lu GZ, 2004．Mycoparasitism of  nematode-trapping fungus Monacrosporium 

ellipsosporum and its biochemical basis, Chinese Agricultural Science, 3(1)：37－43

48．Lu GZ, Yang H, Sun XD, Yang RX, Zhao ZH, 2004．Puccinia xanthii Schwein. f. sp. ambrosiae-trifidae S.W.T. 

Batra, a newly recorded rust taxon on Ambrosia in China．菌物系统，23(2): 310-311

49．Lu GZ, Yang H, Qu B, Huang GK, Chen WZ, Cannon P, 2004, Ultrastructure observation of Puccinia xanthii 

Schwein f. sp. ambrosiae-trifidae S. W. T. Batra, 菌物研究，2(2)：12-14。

50．杨瑞秀，孙晓东，杨红，梁景颐，吕国忠，2004．山东省蔬菜保护地土壤真菌区系研究Ⅰ—子囊菌．菌物研

究，2(3)：25-28

51．孙晓东，杨瑞秀，杨红，吕国忠，2004．东北地区保护地土壤真菌多样性研究I．菌物研究，2(4)：1-5

52．董爱荣，吕国忠，吴庆禹，宋瑞清，宋福强，2004．小兴安岭凉水自然保护区白桦林土壤真菌．东北林业大学

学报，6：108-110

53．杨瑞秀，孙晓东，吕国忠，杨红，梁景颐，2005．Three new records of Papulaspora in China（丝葚核属的

中国三个新记录种）．菌物学报，24(3)：462-464

54．刘绍芹，吕国忠，2005．豚草及豚草的综合防治．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33（增刊）：237-242

55．侯德才，吕国忠，2005．葡萄房枯病病原菌生物学特性及防治药剂筛选．大连民族学院学报，7（增刊）：114

-116

Page 4 of 10大连民族大学-环境与资源学院

2020/2/4https://www.dlnu.edu.cn/hz/szdw2016/swkxyjzx2015/79055.htm



56．高晓梅，吕国忠，孙晓东，刘绍芹，陈嵘，2005．玉米种子携带真菌的多样性研究．菌物研究，3(2)：42-46

57．刘绍芹，吕国忠，2005．豚草轴霜霉卵孢子的观察方法．菌物研究，3(4)：9-10

58．王雅玲，吕国忠，柴同杰，孙晓东，2005．鸡舍空气真菌浓度及多样性研究．菌物学报，24(4)：510-516

59．王雅玲，柴同杰，吕国忠，杨奎振，2005．养殖环境真菌气溶胶的研究．家畜生态学报，26(6)：5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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