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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科学院蚕业研究所成立于1951年，是以桑、蚕、茧、丝为

主要研究对象的国家级专业科研机构。2001年3月，与原华东船舶工

业学院合并，保留中央科研事业单位法人和职能。2001年9月，在蚕业

研究所的科研基础上建立生物技术学院，2004年学校更名为江苏科技

大学，2014年起实行所院“两块牌子一套班子”融合发展。

所院现有畜牧学一级学科博士点、生物学一级学科硕士点及农业、

生物与医药专业硕士授权点。建有国家蚕桑育种中心、农业农村部蚕

桑遗传改良重点实验室等国家和省部级平台8个及中国一古巴蚕桑科

技合作中心等国际合作平台。

所院现有教职工119人，其中正高18人、副高48人。拥有国家杰

青1人、国家蚕桑产业技术体系岗位科学家6人、江苏省特聘教授等省

级人才19人。科研成果丰硕，获各类科技奖励100余项，其中国家科技

进步奖等国家级奖16项；发表论文4700余篇，出版蚕学专著100余部，

研发科技成果300余项。

世界上保存资源数量最多、类型最丰富的蚕种

质资源库，承担我国主要蚕种质资源的收集、保存、

评价、利用等工作，目前合计保存家蚕地方种、国外

引进种、改良种、突变基因品系及蓖麻蚕等种质资

源1000余份，为家蚕遗传育种储备了宝贵的素

材。近年来发掘利用对BmNPV高抗性资源，育成

了“华康”系列抗血液型脓病家蚕新品种，目前已

在全国主要蚕区推广应用500万张以上。

农业部蚕桑遗传改良重点实验室
(中国农业科学院蚕业研究鳓

KeyL岫●n¨qO'SIIk-●r_hadMelbecrTGno疵Improvelllellt

MiⅡlIlqofAgrhl细飘n艮Chin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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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最大的桑树种质资源库，主要承担桑树种

质资源收集、保存、鉴定、利用工作，现保存收集我国

29省(区、市)及10多个国家的桑树野生资源、地方品

种、特殊遗传材料等2500余份，为桑树育种、科研、

生产、教学提供了重要的种质资源支撑：制定《农作

物种质资源鉴定技术规程桑树》等行业标准、《桑树

种子和苗木》等国家标准；出版《中国桑树品种志》

《桑树种质资源技术规范和数据标准》等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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