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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吕全

性别：男
学位：博士
职称：研究员 博士生导师 

毕业院校/时间： 

1994年内蒙古林学院森林保护专业本科毕业， 
1998年北京林业大学森林病理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 
2007年获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森林保护专业和比利时鲁汶大学植物病理专业、微生物专业联合培养的博士学位。
2004-2010年期间4次计2年于比利时鲁汶大学开展合作研究。 

社会兼职：

北京植物病理学会和中国林学会森林病理分会会员，中国林学会青工委常务委员。
主要研究方向：
主要针对包括外来入侵生物的重大森林病虫害，开展病原物的系统发育生物学和分子生态病理学研究，以及病害
的预警和防治研究工作。形成了重大森林病害系统发 育生物学的研究体系和方法及资源平台，揭示了病理学过程
中不断发生的病原分化现象；建立了森林病原真菌与害虫共生关系的模式研究平台和体系，创新性提出了 共生关
系的理论模型。

获奖情况：

2005年第三届中国科协期刊优秀学术论文奖； 
中国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森林生态环境与保护研究所首届（2008年度）青年优秀论文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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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首届（2009年）优秀博士论文；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第三届（2012年）杰出青年奖； 
2012-2014年度国家林业局“十佳优秀青年”。 

工作成就与主持课题：

主持省部级课题（项目）9项，包括：国家十一五科技支撑课题《林业入侵物种区域减灾与持续治理技术》、973
项目课题《农林生态系统对危险生物入侵的抵御 机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落叶松八齿小蠹伴生真菌的生
物生态学习性和系统发育》、科技部基础性工作专项《中国树木溃疡病原多样性及其生态地理分布和 危害调查》
等；主持其它项目（专题或课题）5项。 

《中国树木溃疡病原多样性及其生态地理分布和危害调查》：

树木枝干溃疡类病害是我国主要人工林造林树种的重大病害，真菌性病原造成的溃疡斑能够直接致死寄主，广泛
威胁着林业生态建设的良性发展。针对森林资源丰 富、气候地理特征多样和病害常年严重发生等特点，多年来建
立起了我国树木溃疡类病害真菌菌种资源平台，目前收集保存有覆盖全国8个气候带14个气候区、 20科85种寄主
的1669株菌种，菌种存活率常年维持在90%以上，为世界规模较大的同类资源菌种保存库之一，发展起与国际主
要真菌保藏机构的资源交流 机制；利用菌物形态学、生物生理学和基于多基因的联合分子序列的分析方法，发现
在寄主和地理特征作用的分子生态病理过程中，我国树木溃疡病害的主要真菌类 群Botryosphaeria属真菌明确分
化为14个种包括2新种5新纪录种，优势致病种B. dothidea种群的遗传结构出现地理种群的分化，记录新寄主14属
17种植物；Cytospora属真菌分化为6种包括1新种2新纪录 种；Ophiostomatoid fungi真菌分化为12种包括3新种和
8新记录种；Phaeomoniella属真菌分化为3种包括2新种。上述系列发现为全国范围内人工林的栽植、培 育和经营
提供了病害风险管理和防治的指导依据。

《落叶松八齿小蠹伴生真菌的生物生态学习性和系统发育》

森林生物灾害的调控依赖于有害生物种群成灾机制的明确，森林病原物和害虫长期在同一生态系统内协同进化形
成了稳定的共生关系，直接引起有害生物种群的数量 暴发和致病力增强，导致灾害形成。作为一种特殊的种间互
作关系，小蠹虫与伴生真菌的关系成为种群成灾机制的模式研究体系。揭示了我国北方油松林生态系统内 重大林
业入侵害虫红脂大小蠹（Dendroctonus valens）与长喙壳类真菌间的协同入侵现象和共生机制。发现北美普遍发
生的引起松林衰退的根部重要病原物Letographium procerum在我国北方4个省份的油松林生态系统内广泛存在，
是与入侵害虫协同入侵的病原微生物；基于DNA信息的遗传分析表明该入侵病原微生物在进 入我国后可能已经发
生适应性变异分化出新种L. sinoprocerum。病原真菌类群及其中的优势种发生频率与害虫的发生危害明显相关，
以及长喙壳真菌对成年油松的致病性，证明了虫-菌之间的协同危 害寄主的共生关系。研究结论扩展了入侵生物在
新的栖境内形成严重危害的原因认识，为制定新的可持续控制策略提供了科学依据；对欧亚大陆广泛分布并造成
严重 危害的4种（含1变种）齿小蠹属（Ips）害虫伴生菌的研究，明确了齿小蠹属昆虫与长喙壳类真菌间的种特异
性伴生机制。这些害虫尽管形态和遗传特征都十分 相似，但与各自稳定伴生、形成共生关系的强致病性长喙壳类
真菌种类都各不相同，再结合特定的寄主种类，虫-菌组合在长期的自然进化过程等中形成了特有的协 同进化现
象，即“寄主-小蠹虫-伴生菌”的种特异性伴生关系的发生。该发现进一步揭示了真菌与昆虫之间种特异性共生的协
同进化关系，为解释有害生物种群爆 发危害提供了全新的途径。 

《林业入侵物种区域减灾与持续治理技术》、《农林生态系统对危险生物入侵的抵御机制》

松材线虫病是一种以松材线虫为主导病原的，综合多种生物及非生物因素互作的复合病害系统，是一种危害松树
的毁灭性病害,国际、国内的重要检疫对象。利用 RNAi沉默方式证明了松材线虫致病机制的分子特征。对松材线
虫纤维素酶基因的分离、克隆和测序的基础上，体外合成siRNA进行功能基因的干扰和表达沉 默，基因表达和生
物学效应分析为复合病害系统致病机理的酶学说提供了直接证据；松林内栖真菌是影响松材线虫种群建立和传播
扩散的关键生物因子。黑松和马尾 松内栖真菌与感病松林内松材线虫种群间都存在明显的正相关性；在病害复合
系统模拟体系下，优势内栖真菌种类和媒介昆虫对松材线虫种群结构及其动态变化有显 著影响，同时影响松材线
虫个体发育及线虫种群的繁殖和扩散行为；筛选并确立了关键环境因子对病害的作用阈值，建立模糊综合评判模
型，利用地理信息系统和地 统计学的方法，综合松材线虫、媒介昆虫的适生性和寄主植物的分布区域，直观、定
量地描述了松材线虫病在我国的适应性分布范围，为病害的区域治理和国家宏观 治理决策的制定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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