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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英任，男，中共党员，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菌物学报》副主编 

      现任安徽农业大学教授，微生物学、森林保护学博士点博士生导师。兼任国家重点核心期刊《菌物学报》

副主编，中国菌物学会主办期刊《菌物研究》编委，《安徽农业大学学报》编委，中国菌物学会二、三届理事

及植物真菌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林学会森林病理学会三、四届理事，安徽省植物病理学会常务理事，安徽

农业大学多届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菌物学学科带头人之一，安徽省首批跨世纪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后备人选，

安徽省首批高等学校中青年学科带头人培养对象，安徽省首届青年科技奖、安徽省政府特殊津贴（两度）、安

徽农业大学A档教授岗位津贴获得者。 

      科研成果分获国家农业科技推广二等奖、安徽省自然科学二等奖（2项）、安徽省科技进步二等奖、安徽

省科技进步三等奖（2项）、安徽省高校科技进步一等奖、安徽省林业科技进步一等奖、安徽农业大学“九

五”科技先进个人一等奖等。 

      主要从事真菌学、资源微生物学、食药用菌开发、林木病理学、分子生物学的教学与科研工作。主讲经济

真菌学、高级真菌学、高级菌物分类学、微生物学、森林微生物生态学、经济林、果树、园林植物病理学、高

级林木病理学、生物学拉丁文等约30门课程。培养硕士、博士研究生40余名。先后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7项（含重大项目1项）；国家教育部博士点专项科研基金项目1项；国家科学技术学术著作出版基金项目1

项；安徽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安徽省重点科研计划项目以及安徽省跨世纪学术和技术带头人科研项目等30余

项。联合制定国家行业标准1项。 

      在中外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100余篇。出版高等学校“十一五”规划教材《微生物学》等著作6部，其中

《中国真菌志》第四十卷成为世界第一部《斑痣盘菌目》专著。发表世界菌物新属2个、新种90余个以及1个

中国新记录科、14个中国新记录属、100余个中国新记录种。首次提出斑痣盘菌目多性状综合分类和多基因系

统发育学的新思路、新主张。建立了源于23个国家、世界最大的斑痣盘菌目标本与菌种保藏中心。于国际Gen

Bank上注册、登录真菌DNA序列300余个。在科研中，与中国科学院庄文颖院士、英国D.W. Minter、B.M. 

Spooner博士、德国M. Piepenbring教授、新西兰P.R. Johnston博士和加拿大R.S. Hunt博士等知名真菌

学和森林病理学家经常保持业务联系或合作关系，所取得成果在国内外同行学术界产生良好影响。 

      被入选“World Directory of Forest Pathologists and Entomologists”、《中国真菌学家传

记》、《安徽省有突出贡献专家》等10余种中外传记性辞典或图书。有关业绩被《工人日报》、《中国青年

报》、安徽电视台等媒体报道。 

 主要教学经历与成果：

      为本科生和硕士、博士研究生主讲经济真菌（食药用菌、食品与化工发酵菌、抗生素生产菌、生物防治

菌、菌根菌）学、高级真菌学、高级菌物分类学、微生物学、森林微生物生态学、普通植物病理学、林木（森

林、经济林、果树、园林植物）病理学、森林植物检疫学、高级林木病理学等约30门课程，精通生物学拉丁



 

文。培养硕士、博士研究生40余名。作为副主编，出版高等学校“十一五”规划教材《微生物学》；主编安徽

农业大学教材《森林植物检疫学》。 

 主要研究领域：

1. 真菌分类与分子生物学； 

2. 食、药用盘菌开发利用； 

3. 经济林、园林植物等真菌病害综合治理。 

 主要科研项目：

1. 斑痣盘菌目多基因系统发育学研究及分类系统重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No. 30870014），200

9.1-2011.12，主持； 

2. 针叶树生斑痣盘菌多基因分子系统学及其与寄主关系的研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No. 3077000

6），2008.1-2010.12，联合主持； 

3. 中国斑痣盘菌目系统分类研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No. 30470014），2005.1-2007.12，主持； 

4. 斑痣盘菌科及相关类群分子系统学研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No. 30370011），2004.1-2006.1

2，主持； 

5. 中国真菌志·斑痣盘菌科卷研编，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No. 39899400），1998.1-2002.12，
主持； 

6. 中国斑痣盘菌科的分类及主要种生物学特性探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No. 39170003），1992.1-1

994.12，主持； 

7. 斑痣盘菌目多基因系统发育学，国家教育部高等学校博士点专项科研基金项目（No. 20070364002）,20

08.1-2010.12，主持； 

8. 《中国真菌志》第四十卷 斑痣盘菌目，国家科学技术学术著作出版基金项目，2009年度，主持； 

9. 斑痣盘菌目分子生物学研究及分类系统重建，安徽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No. 070411005）,2007.1-20

09.12，主持； 

10. 大别山和皖南山区盘菌资源及其开发利用价值研究，安徽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No. 01041301）,200

2.1-2004.12，主持； 

11. 安徽黄山及牯牛降盘菌资源的研究，安徽省重点科研计划项目，1994.1-1996.12，主持； 

12. 斑痣盘菌目分子生物学研究，安徽省教育厅自然科学研究项目，2007.1-2009.12，主持； 

13. 安徽山区盘菌资源及其经济重要性研究，安徽省教育厅自然科学研究项目，2002.1-2004.12，主持； 

14. 林木病原盘菌主要类群的分子系统学研究，安徽省跨世纪学术和技术带头人科研项目，2001.1-2003.1

2，主持； 

15. 安徽省盘菌纲资源及其开发利用价值研究，安徽省跨世纪学术和技术带头人科研项目，1999.1-2001.1

2，主持； 

16-18. 斑痣盘菌目菌物系统发育学研究等3项，安徽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科研项目（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匹配

项目），2005.1-2007.12，2006.1-2008.12，2010.1-2012.12，均主持。   

 主要科研成果：

       奖励及荣誉： 

1. 中国斑痣盘菌目系统分类研究，安徽省自然科学二等奖，2007，排名第一； 

2. 中国南方针叶林斑痣盘菌目考察与分类研究，安徽省自然科学二等奖，1997，排名第一； 

3. 中国部分地区松树落针病病原菌的研究，安徽省科技进步三等奖，1990，排名第一； 

4. 安徽省经济林资源及病虫害研究，安徽省科技进步三等奖，2000，排名第四； 

5. 应用白僵菌防治森林害虫，国家农业科技推广二等奖，1982，骨干成员； 

6. 安徽省高等学校科技进步一等奖，1995，排名第一； 

7. 安徽省林业科技进步一等奖，1999，排名第四； 

8. 安徽农业大学“九五”科技先进个人一等奖，2001； 

9. 安徽省首届青年科技奖，1992； 

10. 松树上的七种散斑壳，安徽省自然科学优秀学术论文二等奖，1989，排名第一； 

11. 中国南部地区松树上的散斑壳菌Ⅰ、Ⅱ，安徽省自然科学优秀学术论文二等奖，1994，排名第一； 



12. 安徽省首批跨世纪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后备人选，1997； 

13. 安徽省首批高等学校中青年学科带头人培养对象，1995； 

14. 安徽省政府特殊津贴，1993； 

15. 安徽省政府特殊津贴，1999。 

       国家行业标准： 

竹秆锈病诊断及防治技术规程，中华人民共和国林业行业标准，2010，排名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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