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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明专利： 
1.含啶酰菌胺的三元复配杀菌剂及其用途 ZL201410073221.1（张传

清，刘亚慧，皇甫运红） 
2.含虱螨脲和苯醚甲环唑以及有机硅增效剂的杀虫杀菌组合物

ZL200810163724.2（胡剑锋） 
3.基于 LAMP 快速检测抗苯并咪唑类杀菌剂的灰霉病菌的方法

ZL201610779767.8（张传清，胡小然，戴德江，时浩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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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  亮，排名 10，工程师，顺毅股份有限公司； 
李晓东，排名 11，工程师，浙江泰达作物科技有限公司； 
吴鉴艳，排名 12，讲师，浙江农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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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浙江世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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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名单位 浙江省教育厅 

提名意见 

该成果经 10 余年联合攻关和系统研究，在草莓病虫发生规律、

监测预警与绿色防控系列关键技术上取得了重大创新突破。首次建立

我国草莓病虫种类名录，并明确其发生分布与危害特点，新发现 3 种

新种记录；新鉴定草莓炭疽病病原为胶孢炭疽菌复合物并明确其多样

性构成，其中果生炭疽菌为优势种，首次报道暹罗炭疽菌引起该病害；

揭示了草莓炭疽病、灰霉病、白粉病、斜纹夜蛾、蚜虫和叶螨 6 种主

要病虫发生流行规律与灾发主因，首次制定了预测预报方法和测报调

查技术规范，建立了中长期预测模型，平均准确率达 90%以上；创建

了草莓炭疽病早期无症状 LFD-LAMP 快速诊断技术，已应用于选育无

病种苗；研发出草莓专用绿色农药，创建了草莓农药残留金标免疫试

纸和草莓病害抗药性田间现场快速检测技术；发表论文 236 篇，出版

专著 3 部，获得国家发明专利授权 17 件、农药登记证 5 个，育成抗

病新品种 2 个，制定国家行业标准 16 项，培养研究生 10 人；创新集

成了一套以监测预警为基础，以“快速检测+精准防治”为核心，集

抗性良种、无病壮苗培育、天敌保护与利用、合理用药和抗性治理为

一体的草莓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体系，近 3 年在浙江、江苏、安徽和

上海等10省市推广122.16万亩，新增产值 82.86亿元，新增效益 52.09

亿元，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显著。 

提名该成果为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