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 |  English

首页 学院概况 机构设置 师资队伍 学科建设 人才培养 科学研究 合作交流 党建工作 学生工作 人才招聘 校友工作

院士

植物病理教研室

农业昆虫与害虫防治教研室

菌物科学与工程教研室

农药学教研室

食药用菌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

现代化研究所科研系列

教学实验中心实验员系列

学院办公室、学生工作办公室

院士 位置: 首页 - 师资队伍

　　李玉，男，1944年出生，山东济南人，汉族，中共党员，中科院理学硕士，日本筑波

大学农学博士，中国工程院院士，俄罗斯科学院外籍院士。吉林农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

师，国际药用菌学会主席，中国菌物学会名誉理事长，中国食用菌协会名誉会长，国务院学

位委员会第四届、第五届学科评议组成员，《菌物研究》主编，《菌物学报》（至2009

年）和《International Medicinal Mushroom》编委，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科技

（管理）专家、全国优秀教育工作者和科技工作者、国家教学名师。

　　几十年来，在菌物科学与食用菌工程技术研究中，挖掘了大量菌物资源，构建了全新的

菌物系统分类体系，将基础理论与应用技术相结合，创立了“菌类作物学”。以创新成果为

依托，研究解决食用菌工程技术难题，先后主持并带领团队完成国家和省部级菌类工程研究

项目如国家科技部、农业部、“973”、“863”、“948”以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际合

作重点及面上项目等国家和省部级项目50余项，累计科研经费过亿元，促进了菌物科学的

发展及食用菌产业化升级。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深入全国各省区开展菌类资源调查，获2

万余份标本与菌株，完成了《中国真菌志（香菇—侧耳类真菌）》等三部志书及《中国大

型菌物资源图鉴》的编研，使标本及菌种保藏量居于国内前列，成为我国这一领域重要的资

源库，这些基础研究不仅保护了种质资源，挽救了一批濒危物种，更为进一步评价、利用、

开发奠定了坚实基础。成果“菌物多样性保护创新体系的构建及其在藏区的应用”获得

2016年度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科学技术）科技进步奖一等奖，“药用菌

物资源及其开发利用”获得2015年度吉林省科技进步一等奖。仅黏菌就报道了400余种，

占世界已知种的2/3。出版 了《中国真菌志》黏菌卷一、二及两部目一级专著。发表新种

60余个，为近年国际上发表新种总数的1/17，此前尚无中国人命名新种。对黏菌进行了系

统研究，提出全新的系统学观点，使我国黏菌的研究居世界前列。成果“黏菌代表类群系统

研究” 获得2007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重要黏菌类群系统分类学研究”获得2002

年吉林省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在食用菌领域筛选培育出50余个品种，6个通过国审；创新改进了全日光栽培黑木耳等

8项关键技术，改变了传统栽培模式；创新集成了无公害黑木耳、香菇、灵芝等栽培上的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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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标准技术体系，两棚制花菇生产等3种生产工艺，米菇间作等6项生产模式；建立生产示

范基地30余个，以“五位一体”模式进行推广示范，指导培训技术骨干8000多人次，带动

3万农户，累计推广50多亿袋（菌包），创造直接经济效益近60亿元；成果“食用菌新品种

选育、配套丰产技术研制及产业化创新体系建设” 获得2008年度吉林省科技进步奖一等

奖，“北方食用菌高产、高效栽培新模式”获得2001年度吉林省科技进步二等奖。中国食

用菌协会高度评价李玉在食用菌产业化上作出的贡献，被认为在理论上率先提出了食用菌产

业是“循环经济”发展模式中重要的产业环，创新出的适宜北方地区栽培的优良品种及集成

的标准化栽培技术，改变了食用菌产业低水平徘徊的局面，显著提高了食用菌产量、品质、

生产效率，对我国食用菌产业化升级起到了重要作用。

　　创建了食用菌专科专业和应用生物科学（食药用菌方向）本科专业，在国内率先形成了

专科、本科、硕士、博士、博士后较完整的菌物科学与食用菌工程人才培养体系。相关的博

士点和博士后流动站已成为省部级重点学科、国家重点实验室（培育基地）。建立了经济菌

物研究与利用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农业部北方食用菌资源利用重点实验室、教育部

食药用菌工程研究中心、中俄及中国白俄罗斯菌物资源保育中心，创办了《菌物研究》学术

期刊，形成技术平台、人才培养与学术期刊相结合的完整学科体系。于2011年被评为国家

级教学名师，所带领的团队被评为国家级优秀教学团队、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及教育

部创新团队、教育部“长江学者和创新团队发展计划”创新团队，成果获得国家级教学成果

二等奖。

　　将菌物学科与国际接轨，代表这一学科出席国际会议30余次并在大会发言，分别主持

了第八届海峡两岸菌物学学术研讨会、中日及泛亚太地区菌物学论坛、第七届和第十届国际

药用菌大会、第八届黏菌系统学及生态学国际会议、国际经济菌物大会、第二届东北亚地区

生物多样性国际会议，并担任大会主席。现任国际药用菌学会理事长，建立国际合作平台三

个：高等学校学科创新引智计划“111”合作基地、食用菌新种质资源创制国际联合研究中

心、现代农业技术国际合作联合实验室，与国外知名菌物学家及科研机构联合协作，跟踪本

领域世界发展前沿信息，为提高我国菌类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核心竞争力，推动中国食用菌

产业及菌物学科的快速发展作出了贡献。国内外对李玉在菌物学的研究上均给予了高度评

价。

　　在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600余篇，其中135篇被“SCI”收录或引用，出版著作25部。

获得国家已授权发明专利20余项，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1项、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

成果奖（科学技术）科技进步奖一等奖1项、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1项、戴芳澜

终身成就奖1项、国家教学成果二等奖1项、吉林省科技进步一等奖3项、二等奖2项、三等

奖10余项、吉林省自然科学学术成果奖特别奖1项、吉林省教学成果一等奖3项，对我国的

菌物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

　　李玉治学严谨、学风正派，取得的成绩得到了社会和政府的认可，被授予“全国优秀科

技工作者”、“全国优秀教育工作者”、“全国优秀科普工作者”、“国家级教学名师”、

“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等荣誉称号，荣获“戴芳澜终身成就奖”和“中国植物病

理学会终生成就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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