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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1005 微生物学研究生招生专业介绍

（层次：硕士）

【专业特色】本学科长期致力于农业微生物资源开发与利用研究，在功能性微生物资源的发掘

与利用，应用微生物及其代谢产物提高作物生长及抗逆性，生物农药的病虫害防治作用机制，

致病微生物作用机制，微生物发酵过程的优化放大与代谢控制，农业废弃物/污染物的微生物

降解与转化，大型真菌分类、鉴定及分子系统学等研究领域形成鲜明特色与优势。

【师资力量】本学科通过加强教师岗前培训、青年教师导师制培养、扩大高水平人才引进力度、

鼓励教师海外研修等途径，不断优化教师结构，提升教师科研水平，目前已形成一支学历层次

高、特色鲜明、年龄结构合理、发展潜力优良的师资队伍。本学科现有教职工 22 人，其中教

授 8 人，研究员 3 人，副教授 10，副研究员 1 人。具有博士学历及学位 22 人，91%的教师在

985 或 211 等省外高校取得博士学位。博士生导师 9 人，硕士生导师 22 人。江西省高校学科

带头人 1 人，江西省青年科学家培育对象 1 人，江西省中青年骨干教师 1 人，校青年教授 1

人，未来之星 2人，校级优秀教师 5人。

吴晓玉，女，中共党员，博士，教授，硕士/博士生导师。

现任江西农业大学生物科学与工程学院党委书记，江西省农业

微生物资源开发利用工程实验室主任，南昌市发酵应用技术重

点实验室主任。中国微生物学会理事，江西省微生物学会副理

事长，江西省生物工程学会副理事长，全国白酒标准化技术委

员会特香型白酒分技术委员会委员。曾赴美国、日本、澳大利

亚、新加坡留学、访问。主要从事废弃物微生物转化利用、酿

酒微生物与工艺、微生物菌种改良、微生物活性产物的分离提

取等方面的研究工作。主持和参与科学研究类课题 18 项，发

表科研类论文 80 余篇，获得省部级科技成果奖一等、二等、

三等奖 6项，省优秀新产品二等奖 1项，授权国家发明专利 4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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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令保，男，中共党员，博士，教授，硕士/博士生导师，

生物科学与工程学院党委委员。江西省百千万人才工程人选，

江西省生物工程学会常务理事、畜牧兽医学会理事、留联会理

事会理事、生物类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南昌市动物病毒与基

因工程重点实验室负责人，江西农业大学病原微生物研究所、

生物学科负责人，第六届校学术委员会委员，发酵应用技术重

点实验室副主任。先后在武汉大学、芝加哥大学、日本国立感

染症研究所和新加坡国立大学攻读博士、做博士后和访问学

者。主要从事分子病毒学研究。主持国家基金，江西省重大项

目、重点项目等课题近 20 项。在 Ebiomedicine、J Virol 等

杂志发表论文 115 篇。授权专利 5项。排名第一获欧美同学会

“双创”大赛奖 1项、江西省自然科学奖 1项和高校科研成果

奖 2 项。3 次受国外邀请并资助赴国外学术会议做报告。

Frontiers in Microbiology（Top 期刊）和 Frontiers in Plant

Science（Top 期刊）副主编，Science Signaling 等知名期刊

审稿人。国内外基金、人才项目评审专家。指导研究生 3次获

江西省优秀硕士论文，1次获江西省“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

业大赛铜奖。

胡殿明，男，中共党员，博士，教授，硕士/博士生导师，

江西省赣鄱俊才计划人选(主要学科学术和技术带头人)，江西

省杰青，江西省委组织部“百人远航工程”人选，南昌市科技

领军人才，江西农业大学第五批“未来之星”，现任江西农业

大学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利用研究所副所长，江西省森林菌物资

源综合开发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江西农业大学食药用菌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南昌市食药用菌重点实验室主任，江西

农业大学食药用菌科研团队负责人，江西省菌物资源保护与利

用重点实验室副主任，中国农技协赣州食用菌科技小院首席科

学家，江西省食用菌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岗位科学家；江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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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工程职业学院“双高建设”顾问；泰国皇太后大学外聘博

士生导师；江西省菌物学会副理事长，中国菌物学会终身会员。

长期从事真菌资源系统调查和分类学研究，构建了全省最大的

真菌种质资源库，发表新物种 38 种，新属 1 属，驯化培育了

江西特色食药用菌 3种，为江西真菌资源开发与利用及食药用

菌产业发展提供了理论和技术支持。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等各类课题 20 余项，在 Fungal Diversity 等国际知名刊物

上发表 SCI 论文 40 余篇，授权专利 26 件，主编国家级规划教

材 1部，主持省级精品课程 3门，指导学生获各类比赛省级金

奖等多项。

【教学条件】本学科始建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历经 40 余年，为江西省十五、十一五、十二

五重点学科，先后获批江西省农业微生物资源开发与利用工程实验室、江西省菌物资源保护与

利用重点实验室，江西省应用生物技术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等 3个省级教学科研平台，南昌市生

物资源保护与利用重点实验室、南昌市发酵应用技术重点实验室、南昌市动物病毒与基因工程

重点实验室等 3个市级教学科研平台及江西农业大学植物功能基因与组培技术研究中心、应用

微生物研究所、生物技术药物研发工程中心、病原微生物研究所、食药用菌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等 5个校级教学研究平台。研究经费充足，充分保障研究生课题顺利开展。专业文献和数据库

资源充足，可满足研究生培养的教学科研需求。100%覆盖的奖助学金体系，全额资助研究生参

加学术会议。实行学校-学院-学科点-导师分级管理制度，有完备的研究生培养体系、学位管

理制度、导师选聘和管理制度，注重研究生学风和学术道德制度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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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教成果】本学科坚持学科与专业、教学与科研紧密结合、协调发展。构建与完善教学与科

研平台的保障体系，注重师资队伍建设与学生实践能力培养。获江西省教学成果二等奖 3项，

出版专著 3部，主编或副主编教材 6部。近年来，本学科教师主持 60 余项国家级和省级科研

项目。构建了全省最大的真菌种质资源库，发表新物种 40 余种，引进和选育食用菌品种 20

余个，开发茶树菇和平菇高产技术。在农作物生长及抗逆性、动物疫病防控、污水处理、食品

开发等领域起到了重要作用，累计创造经济效益 1亿多元。获江西省科技成果二等奖 3项、三

等奖 2项，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二届“双创”大赛三等奖 1项，江西省高校科

技成果一、二、三等奖 6项；授权国家发明专利 11 项；在 SCI 源刊及国内核心期刊发表论文

200 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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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目标】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聚焦服务生命科学及相关产业，培养德、智、体等方面

全面发展，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具有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高层次人才。

1. 具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拥护党的基本路线，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品德高尚，治

学严谨，具有创新精神及组织协作的科学作风，具有勇于追求真理和献身科学事业的敬业精神。

2. 掌握微生物学科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业知识，熟练掌握微生物基本操作；了解本学

科国内外的发展现状与动态；掌握一门外国语，并具有初步的写、听、讲能力；能在研究中熟

练地使用计算机和相关仪器设备，具有从事本学科研究工作或独立担负技术工作的能力，学位

论文具有学术意义和应用价值，达到在学术刊物上发表的水平。

3. 具备严谨的科学态度和优良学风，身体健康，并具有良好心理素质。

【学制学位】三年，授予理学硕士学术学位。

【发展前景】坚持以“满足微生物学人才需求，适应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为导向的

办学模式。积极响应国家号召，鼓励和引导毕业生到中西部地区、基层就业，为乡村振兴和地

方发展输送人才。近 5年，本学科毕业硕士研究生 60 余人，硕士毕业生年均初次就业率为 94%，

其中研究生升学 10 人，大部分学生被国内外知名高校录取，在中西部地区就业人数占就业人

数近三分之二，大部分毕业生在生物或其相关企、事业单位工作。10 余名毕业生成长为所在

单位的业务骨干或者创立生物相关高新企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