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技进步奖公示样本:

项目名称 农产品有害微生物分子监测与鉴定技术研究

提名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连海关

提名意见

该项目在技术上具有多项创新，提出产毒真菌标准样品相似度

溯源理论，采用基质辅助激光解析电离飞行时间质谱及 PCR技术对

产毒真菌及真菌毒素进行多维度分子鉴定；首次采用生物分子马达

技术开展食源性致病微生物的快速、精准分型鉴定，完成分子马达

检测试剂盒及分子马达传感器检测装置的研制，实现食源性细菌和

病毒的快速、灵敏的在线体外检测；广泛开展农产品有害微生物的

调研与收集，搭建农业微生物资源平台，创新技术已达到国际先进

水平。该项目输出的系列成果目前已全面应用于粮食、谷物等农产

品的安全保护，实现农产品中有害微生物的多靶标同时精准检测和

鉴定。相关专利、标准、标准样品等成果已转化为拥有自主知识产

权的检测试剂盒和设备、能力验证等，标准均已颁布实施，在全国

多个领域及辽宁地区企业得到广泛应用。该项目切中农产品质量把

关服务，在分子水平揭示可能存在的生物安全风险，为保障辽宁省

农产品的贮存、流通等环节的食品安全提供了精准、高效的技术支

持，对促进辽宁省农产品国际贸易，提高产品国际竞争力，具有深

远的意义，其社会效益及经济效益显著。

对照省【科学技术进步奖】授奖条件，提名该项目为辽宁省科学

技术进步奖 二 等奖。

项目简介

辽宁省是东北亚最大的粮食集散地，农产品藏贮中心，而物流

与仓储的发展都要以保证农产品质量为前提，只有严格把控各个环

节的农产品质量关，才能保证我省农产品产业的领先地位。

项目组围绕“农产品有害微生物分子监测与鉴定技术研究”开展

了系列的研究和应用，共主持完成 6 项相关课题，并应用课题成果

成功实施 3 次食品微生物国际能力验证。该系列研究的成果将辽宁

省农产品、食品安全检测能力提升到我国一线地位，并在国际检测

领域具有话语权。



系列课题技术内容涉及农产品中致病菌MALDI-TOF- MS指纹图

谱技术、FOFI-ATPase 分子马达分型技术、PCR 扩增、LAMP 等多项

分子检测新技术。

本项目的研究成果切中农产品质量把关服务，为保障辽宁省粮农

产品的贮存、流通等环节的食品安全提供了精准、高效的技术支持，

对促进辽宁省农产品国际贸易，提高产品国际竞争力，具有深远的

意义。

客观评价

2010IK131--项目建立了 PCR 和基质辅助激光解析电离飞行时

间质谱等检测产毒真菌的方法，该方法具有检测快速、灵敏等特点。

2011IK191--该项目首次已 F0F1-ATPase 为核心构建分子马达，

集成免疫识别检测技术，对肠炎沙门氏菌等快速分型鉴定，具有有

快速，操作简便，灵敏度高，特异性强等优点。

推广应用情况

项目输出的系列成果于 2014 年 1 月至今已在食品检验机构、质

检机构、卫生部门、疾控系统、科研院所、企业等推广应用。完成

研制、起草的标准、标准样品已颁布实施，并应用于相关领域及企

业的农产品、农产品加工过程中有害微生物的鉴定控制；将发明专

利转化为商品化的检测试剂盒，并广泛应用到实验室、企业的快速

检测；组织实施 3项食品微生物国际及国内能力验证，累计参与实

验室达到 400 余家；微生物资源平台，为科研院所、企业等提供大

量工程菌及相关技术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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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人情况

姓名：刘淑艳

排名：1

技术职称：高级工程师

工作单位：辽宁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检验检疫技术中心

对本项目贡献：负责系列课题设计和具体实施。在产毒真菌MALDI-TOF-MS

指纹图谱、PCR 基因扩增等检测技术研究以及菌种库的建立及推广应用中发

挥作用。首次在国内组织食品微生物多轮次能力验证活动。对 1、2、3、4、

5 项创新点均有贡献，完成专利 7项，完成标准及标准样品 9项，发表论著

论文 13 篇。

曾获科技奖励情况：2015 年质检总局科技兴检三等奖，2016 年大连市科技

进步二等奖，2018 年大连市科技进步三等奖。

姓名：蒋丹

排名：2

技术职称：研究员

工作单位：大连海洋大学

对本项目贡献：参与系列课题的设计和实施，在产毒真菌MALDI-TOF-MS

指纹图谱、PCR 基因扩增等检测技术研究及推广应用中发挥了的作用。对第

1、3、4、5 项创新点具有贡献，完成专利 6项，完成标准及标准样品 6项，

发表论文 11 篇.

曾获科技奖励情况：2008 年获辽宁省科学技术奖二等奖；2009 年获 “中国

标准创新贡献奖”二等奖，2014 获辽宁省科学技术奖励二等奖，2014 获总

局科技兴检二等奖，2015 年质检总局科技兴检三等奖。

姓名：万晓楠

排名 3

技术职称：高级工程师

工作单位：北京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检验检疫技术中心

对本项目贡献：参与系列课题的设计和实施，完成致病菌和病毒

FOFI-ATPase 分子马达分型技的术研究，对第 2、5 项创新点具有贡献，完

成专利 3项，发表论文 5篇。

曾获科技奖励情况：2014 年获北京市“科学技术奖”一等奖 1项, 2015 年获

北京市“科学技术奖”一等奖 1项，2016 年获北京市“科学技术奖”三等奖

1项，国检质检总局“科技兴检”三等奖 1项。

姓名：周波

排名：4

技术职称：副教授

工作单位：山东农业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对本项目贡献：参与系列课题设计和具体实施。在微生物研究菌种库的构建

及推广应用中发挥作用。对第 3、4 项创新点具有贡献，完成专利 2 项，发



表论文 11 篇。
曾获科技奖励情况：2015 年唐山市发明三等奖。

姓名：庞艳华

排名：5

技术职称：高级工程师

工作单位：辽宁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检验检疫技术中心

对本项目贡献：参与系列课题设计和具体实施。在产毒真菌MALDI-TOF-MS

指纹图谱技术的研究及推广应用中发挥作用。对第 4、5 项创新点具有贡献，

参与申请专利 1项，参与标准及样品研制 1项。

曾获科技奖励情况：2013 年辽宁省自然科学学术成果三等奖，2015 年质检

总局科技兴检三等奖，2016 年大连市科技进步二等奖，2018 年大连市科技

进步三等奖。

姓名：万超

排名：6

技术职称：高级工程师

工作单位：辽宁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检验检疫技术中心

对本项目贡献：参与系列课题的设计和具体实施，在产毒真菌菌种库的研究

及推广应用中发挥作用，对第 1、4，5 项创新点具有贡献，完成标准样品 3

项，完成专利 4项。

曾获科技奖励情况：2015 年质检总局科技兴检三等奖。

姓名：丁健

排名：7

技术职称：高级工程师

工作单位：辽宁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检验检疫技术中心

对本项目贡献：参与系列课题的设计和具体实施，在产毒真菌菌种库的研究

及推广应用中发挥作用。对第 1、4、5 项创新点具有贡献，完成专利 3项，

参与标准研制 4项。

曾获科技奖励情况：2015 年质检总局科技兴检三等奖。

姓名：王刚

排名：8

技术职称：高级工程师

工作单位：辽宁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检验检疫技术中心

对本项目贡献：参与系列课题的设计和具体实施，在产毒真菌

MALDI-TOF-MS 指纹图谱、PCR 基因扩增等检测技术研究及推广应用中发

挥了作用。第 4、5 项创新点具有贡献，完成专利 3项，参与标准研制 4项。

曾获科技奖励情况：2015 年质检总局科技兴检三等奖，2018 年大连市科技

进步三等奖。

姓名：张捷

排名：9

技术职称：研究员



工作单位：北京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检验检疫技术中心

对本项目贡献：参与系列课题的设计和实施，完成致病菌和病毒

FOFI-ATPase 分子马达分型技的术研究，对第 2、5 项创新点具有贡献，完

成专利 8项，发表论文 12 篇。

曾获科技奖励情况：2015 年获北京市“科学技术”一等奖 1项，国检质检总

局“科技兴检”三等奖 1项，2014 年获北京市“科学技术”一等奖 1项。

完成单位

及创新推广贡献

辽宁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检验检疫技术中心：主持 3项科研课题，建立产

毒真菌MALDI-TOF-MS 指纹图谱、PCR 扩增等检测技术，获得 8项授权及

公示专利、20 余项标准及标准样品，发表相关论文 20 余篇。

大连海洋大学：对项目系列成果进行了应用研究，对 20 多种生物标准样

品进行了比对研究，获得科学严谨的数据结果，同时在本领域中积极推广相

关成果的应用。

北京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检验检疫技术中心：主持 2 项科研课题，建立

FOFI-ATPase 分子马达分型技术，获得 5 项授权专利、发表相关论文 20 余

篇。

山东农业大学生命科学学院：主持 1 项科研课题，建立农业微生物资源

共享平台，获得 2项授权专利、发表相关论文 10 余篇。

完成人合作关系说

明

2006 年 1 月至 2016 年 12 月，大连海洋大学、北京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检

验检疫技术中心和山东农业大学生命科学学院作为辽宁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检验检疫技术中心“农产品有害生物分子监测与鉴定技术研究”的合作单位，

完成承担的系列科技项目“产毒真菌分子生物学快速检测体系的建立”

（2010IK131）、国家质检总局科技计划项目“利用分子马达技术对食源性

致病菌进行快速分型检测方法的研究” (2011IK191)、国家质检总局科技计

划项目“利用分子马达技术检测食源性病毒的方法研究”（2010IK156）和

科技部自然科技资源平台建设项目“环境微生物菌种资源整理整合”

（2005DKA21201-13）课题的研究。基于上述合作研究及下一步合作的意向，

大连海洋大学、山东农业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和北京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检验检

疫技术中心同意与辽宁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检验检疫技术中心共同申报 2019

年辽宁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并承诺提供相关材料的真实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