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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 林 农 业 科 技 名 人

!!" #$%&’("，男，#$%&年生，汉族，四川万县人。#$$%年%月毕

业于东北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获理学学士学位，同年到吉林省农业生物技

术重点开放实验室工作，从事分子标记辅助育种。#$$$年考入中国科学院上海

生命科学研究院（硕博连读），遗传学专业，主要从事抗盐、抗旱基因克隆与功能

鉴定。’((#年#月至’((#年)月赴香港科技大学进行转基因蔬菜抗衰老合作研

究。’((&年%月博士毕业，于’((&年*月回到吉林省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中

心工作，被聘为“生物农药”学术带头人。

李启云同志自参加工作以来一直从事分子生物学方面的研究，作为主要参

加人，参加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转基因植物研究专项、“*+,”、“$%,”和吉

林省科技厅计划等#’项研究课题。在国内外核心期刊（包括：-./0123.045 467 -./819:.045 ;2:24<01 =/3>
3?6.04@./6:；A262；B1/@/:96@12:.:；C/520?54< -./@2016/5/D9；高技术通讯；玉米科学；大豆科学；中国油料作

物学报；农业生物灾害预防与控制研究；中国农学通报；吉林农业大学学报；吉林农业科学；植物分子育种

等）发表论文’)篇（E=F收录&篇），被同行引用’%次；参加《中国野生大豆基础生物学研究》专著的编写；申请

中国发明专利#项；克隆的抗虫、杀菌、抗盐和抗旱基因登录A26G46H数据库’&个。获科技进步奖和鉴定科技

成果共+项。其中吉林省科技进步一等奖#项；四平市科技进步二等奖#项；吉林省科技成果鉴定&项。

在#$$%I#$$$年期间，作为主要完成人，利用;JBK技术首次构建了吉林省玉米、大豆骨干亲本及主推

品种KLJ指纹图谱，该项研究成果于’((,年获得吉林省四平市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第,完成人），该成果

为品种鉴定、种子纯度检测和品种保护提供了分子水平上的证据。

在#$$%I#$$$年期间，作为主要参加人，首次采用JMNB和EE;分子标记技术对我国不同纬度的野生大

豆!!"#$%&"和栽培大豆!!"’&("各’’份进行了遗传多样性分析，该项研究成果于’(((年获得吉林省科技进步

一等奖（第##完成人），专家一致认为该项研究在野生大豆多样性、起源进化方面处于国际领先地位。

在#$$*I’((,期间，作为主要参加人，在国内外首次构建了中国野生大豆资源的“核心资源”群体，为我

国野生大豆的深入研究提供了基础群体，该项研究成果于’((&年通过吉林省科技成果鉴定（第五完成人），

鉴定专家一致评定该项研究成果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在野生大豆核心资源构建与优异基因挖掘与利用

方面处于国际领先地位。

在#$$$I’((&期间，作为第一完成人，构建了极端微生物单细胞盐藻差异表达0KLJ文库，从中筛选到

一系列抗盐、抗旱、耐低磷的候选基因近’(个。其中，从盐藻中首次分离到一个受到高盐胁迫和无机磷饥饿

诱导的钠 O 磷共转运通道基因KPEBQ#（A26G46H登录号：KR’*)&%&S KR’*+%+(），研究成果申请中国发明

专利#项（专利申请号：’(()#((,($#T)，第二发明人），在国际权威期刊（-./0123.045 467 -./819:.045 ;2:24<01
=/33?6.04@./6:）发表研究论文一篇，该基因有望用于植物基因工程改良作物对土壤磷的利用效率。

自’((&年*月以来，他开始组建吉林省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中心“生物农药”课题组，主要开展新

型、高效、多功能生物农药的研制。利用传统生物农药制剂技术与生物技术相结合，第一，分离到保护地蔬

菜主要真菌病和水稻稻瘟病拮抗放线菌新菌株&)个，其中-BE’菌株为一个很有潜力的防治番茄叶霉病等

作物真菌病害的农用抗生素新菌株；第二，通过生化分离，从大蒜和长白山特有中草药中提取多个植物源

天然杀虫、抗菌活性成分，活性分析表明，这些成分对番茄、黄瓜和水稻的主要病原真菌都具有很好的抑制

活性；第三，建立了白僵菌农杆菌介导和原生质体途径遗传转化体系，为进一步利用基因工程提高球孢白

僵菌的杀虫活力和稳定性奠定了基础；第四，从玉米螟虫生真菌球孢白僵菌、枯草芽孢杆菌、病原真菌中分

离得到几丁质酶、纳豆激酶和激活蛋白等一系列具有杀虫、杀菌和增效功能的基因，为利用微生物基因工

程和植物基因工程生产生物农药奠定了基础；第五，利用作物病原真菌的保守基因（FQES .6@2<645 @<46:0<.G27
:2U?2602:），初步建立起番茄早疫、玉米弯孢和水稻稻瘟病等病原真菌的分子诊断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