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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国微生物学会会员、中国蚕学会会员

农业部聘全国蚕种专家小组疫病防治专家（1996-2000）

国家现代农业蚕桑产业技术体系岗位科学家（2008-2015）

简历

1978年2月—1982年1月，西南农学院，蚕桑学专业，获学士学位

1982年2月—1988年5月，西南农业大学，蚕桑系，助教

1985年9月—1988年7月，西南农业大学，家蚕病理学专业，获硕士学位

1988年5月—1992年5月，西南农业大学，蚕桑系，讲师

1990年3月—1995年12月，四川省家蚕微粒子病防治领导小组副组长

1992年6月—1998年6月，西南农业大学，蚕桑丝绸学院，副教授

1996年1月—2000年12月，农业部聘全国蚕种专家小组疫病防治专家

1998年6月—2005年7月，教授，西南农业大学蚕学与生物技术学院，家蚕病理及养蚕教研室主任

2003年9月—2005年7月，中国农业大学，农业昆虫与害虫防治专业，获博士学位

2005年7月—2007年4月，西南大学，教授，生命科学院，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教研室主任

2008年3月—1015年12月，国家现代农业蚕桑产业技术体系岗位科学家

2010年1月－2015年12月，广西壮族自治区蚕业科学研究院客座研究员

2010年1月—2015年12月，重庆市蚕业科学院客座研究员

2010年1月—2015年12月，云南省陆良县人民政府聘蚕桑产业发展首席专家

2016年3月—，云南省曲靖市院士专家工作站------万永继专家工作站领衔专家

2007年4月—迄今，西南大学，教授，生物技术学院家蚕病理生理及应用微生物研究室主任

科研领域与方向

1、 家蚕病理学与疫病防控技术；  2、应用微生物学与生物技术

科技成就

1、长期从事家蚕病理学基础研究与疫病防控技术研发，先后主持研究完成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科技部、农业部、教育部以及省部级“八五”、

“九五”、“十五”科技攻关项目、基础和应用基础项目、国家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建设专项以及地方项目30余项， 研究内容主要涉及病毒、细菌、

真菌及微孢子虫等传染性疫病，其中在家蚕病原性微孢子虫的生物学分类及病理学方向取得创新性成果，首次从家蚕体内发现鉴定出胚胎传染性迥然不同

的微孢子虫的新属种，其生物学分类信息和SSUrRNA核心基因序列登录在美国NCBI数据库，并突破蚕体病理学的传统理论，在微生物学家巴斯德博士提出

的蚕微粒子病母蛾检验技术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分型检疫技术应用于生产且列入国家星火计划，已累计为社会创直接经济效益近数亿元人民币，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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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四川省政府科技进步二等奖1项（主持人，1996）。近年来进一步发明了家蚕微粒子病原孢子显微图象计算机识别软件V1.0以及家蚕微粒子病母蛾检验

自动化磨蛾制样系统装置，并开始在蚕种生产部门及检验机构应用。

2、近十年来带领团队开拓新的研究方向，开展了应用微生物与生物技术的研发，主要以蚕桑生态中的微生物包括病原微生物为资源基础，分离和发掘有

应用价值的微生物及次生代谢产物，研究工作取得了创新性进展，从蚕体病原微生物分离鉴定了一种称为prodigiosin的代谢产物，不仅具有抗癌、抗真

菌的活性，并在国际上首次报道prodigiosin具有抗病毒的活性，该发现将引起医药微生物国际同行的关注。

迄今在国内外学术刊物发表论文100余篇，自2010年以来共申请专利14项，其中已获国家发明专利授权5项，实用新型专利4项，软件著作权1项。参加编写

教材、专著和科普丛书5本，参加省部关于蚕种检验及质量标准编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兽药典》2000版有关蚕、蜂、鱼药的收审及标准的审核。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科技部科技成果项目及教育部学位中心学位论文等通讯评审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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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教学及研究生培养

主要讲授及已讲授课程：家蚕病理学、应用微生物学、工业微生物学、免疫学、试验设计与生物统计。研究生(硕士、博士、博士后)培养及合作方向：微

生物学（生物学）——应用微生物；特种经济动物饲养（畜牧学）——病原微生物与病理生理。

联系地址：　400716，西南大学生物技术学院，家蚕病理生理及应用微生物学研究室

电　　话：　023-68251585

传　　真：　023-68250191

E-mail  ： CanbL3312@126.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