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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平：奉献于国此生无憾

姜平，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农业

大学动物医学院预防兽医学系主任，农业部

动物细菌学重点实验室主任。他早期求学辗

转奥地利、加拿大、美国，专注于兽医学

科研究；爱国使然，尔后携家人回国，立志

培养专业人才，推动我国兽医学科发展，

主持国家部省级重点科研项目30余项，多项

科研成果产业化。纵观姜平近30年的工作历

程，不难发现，他是一个具有浓郁爱国情

怀、儒雅翩翩、耐得住寂寞、埋头苦干的学

科带头人。

专注于兽医学科

与别人不同，从1981年到1989年，姜

平求学于南京农业大学，选择了冷门偏科兽

医学专业，先后获得学士、硕士学位。在姜

平看来，国家奇缺的人才，才能发挥最大

余热，毅然决然地选择兽医学，他并没有遗

憾。

工作多年后，经深思熟虑，姜平决定

继续深造，从1994年到1998年，攻读了南京

农业大学预防兽医学专业，获博士学位。这

四年里，他埋头钻研理论知识，并与实践

相结合。当时，相关领域的人才并不多，很

多时候，无人可与他交流，只能摸着石头

过河，科研进展非常缓慢。此时，他认识

到，国内在兽医学领域空白较多，只有走出

去，汲取更多相关知识，才能更好地推动我

国兽医学科的发展。

于是，在攻读南京农业大学博士学位

期间，1996年10-11月，姜平到奥地利国际

原子能机构，学习动物分子诊断技术，1998

年1-7月，到加拿大Guelph大学兽医学院进

修合作科研。获得博士学位后，2000-2001
年，姜平在美国Rush医学中心从事博士后研

究工作。

出国求学期间，姜平汲取了大量前沿

知识，广泛地与同行交流，一切的一切，都

为他奠定了扎实的学科认知，为此后的成就

埋下了伏笔。

对猪病疫情的保卫战

对于姜平这样的人才，美国求贤若

渴，竭力挽留。但那时的他，时刻心系祖

国，知道国家也需要他。就这样，姜平放弃

了美国优厚的生活待遇和研究条件，携妻子

和儿子归国。

回到国内，就赶上了当地严重的猪病

疫情。那时，经济飞速发展，畜牧业也得到

了大力发展，特别是养猪业，更是突飞猛

进，全国蔓延的猪病疫情已经非常严重。此

情此景，到了姜平发挥专长的时刻了，他和

他的团队，在掌握国际猪病流行动态和研究

趋势的基础上，深入猪场一线，开展猪病

调查研究。2002年，姜平走访了100多个猪

场，开展疫病调查。同时，利用国家兽医学

重点学科优势和农业部重点实验室平台，开

展重要猪病致病机制和免疫防控技术研究，

发表论文，申请专利，积累原始创新成果，

并且研究开发适合我国生猪疫病防控需要的

疫苗和诊断试剂。这实际上也是姜平他们有

力的贯彻了学校“把文章写在大地上”的号

召。

有效开展畜禽传染病学研究工作时，

姜平先后承担了国家基金重点、国家农业转

基因重点、国家农业科技支撑计划、农业行

业专项等国家部省级课题30余项，开展猪繁

殖与呼吸综合征(猪蓝耳病)、猪圆环病毒病

等流行病学、致病机制和防控技术研究，取

得重要研究成果。

那时，猪繁殖与呼吸综合征病毒

（PRRSV）和猪圆环病毒2型（PCV2）是两

种重要猪病病原，可以引起感染猪群严重免

疫抑制，严重影响我国养猪业健康持续发

展，也给世界经济造成了不小的影响。

于是，在国家生猪产业技术体系专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资助下，对着两种

疫病开展了系统研究，姜平和他的团队取得

了一系列重要研究成果：一、通过PCV2毒

株分离鉴定，首次阐明我国患病猪群存在

PCV2a向PCV2b的基因漂移现象和优势流行

毒株。首次构建成功PCV2易感的PK15-B1克
隆细胞系，病毒滴度提高100倍以上，建立

成功疫苗生产工艺和疫苗质量标准，在国内

率先研制成功PCV2灭活疫苗（SH株），疫

苗安全有效，免疫保护效力达80%以上。该

疫苗获得国家二类新兽药注册证书，打破了

国外猪圆环病毒病疫苗垄断中国市场的局

面。

二、通过 P R R S V流行病学研究和

P R R S V流行毒株分离鉴定，揭示我国

PRRSV存在多基因变异和自然重组现象。

通过分离毒株的毒力稳定性、免疫原性、基

因特征、疫苗安全性和免疫保护效力等研

究，研制成功猪繁殖与呼吸综合征活疫苗

（R98株）。疫苗安全有效，可明显减低该

病毒流行和疫病发生。

三、获得15株抗PRRSV和PCV2单克隆

抗体，成功建立PRRSV和PCV2抗原和抗体

血清学检测方法，研制成功PRRSV和PCV2

荧光定量PCR检测试剂和PCV2阻断ELISA试
剂盒，为其免疫效力评价、免疫抗体监测和

疫病诊断提供了有用工具。

四、利用DNA重组技术，通过疫苗

抗原基因分子设计，构建成功高效表达

PRRSV和PCV2免疫保护抗原基因的重组腺

病毒和真核表达载体，证实其优良免疫保护

效力和生物安全性，促进了PRRSV和PCV2

基因工程疫苗研制技术的发展。

产业化发展道路

至2015年，姜平教授主持完成了多项

科研成果，获国家发明专利8项，新兽药注

册证书2个，发表研究论文250篇，其中SCI
论文70多篇。猪圆环病毒2型灭活疫苗（SH
株）和猪繁殖与呼吸综合征活疫苗（R98

株）实现产业化生产，新增产值5 .12多亿

元，挽回经济损失150多亿元。研究成果于

2009-2014年分别获中国大北农科技成果一

等奖1项、教育部科技进步二等奖2项和中国

产学研合作创新成果奖1项。研究成果转让

至江苏南农高科、洛阳普莱柯、中牧股份、

辽宁益康和湖南中岸等8家生物制品公司，

产品实现产业化生产和销售，取得明显经济

效益。其中，江苏南农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因该成果产业化生产而扭亏为盈，年产值由

500多万元提升为1.56个亿元，成为江苏省

高新技术企业。洛阳普莱柯生物工程有限公

司以猪圆环病毒2型灭活疫苗（SH株）为品

牌产品和技术优势，于2012年获批国家兽药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2015年成为上市龙头企

业。

为了减少PCV2灭活疫苗（SH株）疫苗

副反应，姜平领导的团队在2016年又成功

研制开发了猪用缓释聚合物水溶性免疫佐

剂，建立PCV2悬浮培养和病毒浓缩技术和

核酸灭活工艺技术，研制成功PCV2水佐剂

灭活疫苗和PCV2抗体ELISA检测试剂盒，

又获得2个新兽药注册证书，实现产业化生

产，PCV2水佐剂灭活疫苗免疫保护效率达

100%，可以显著减少化学类和抗生素类兽

药使用和残留。

在谈到校企合作，科研成果转化时，

姜平认为，企业投入合作研究时存在项目和

资金风险，所以，常有很大功利性，希望短

平快。其实，研究单位在与企业合作过程中

也同样存在风险，如果合作企业技术转化能

力不够，也许会葬送一个研究成果。因此，

姜平认为，项目合作双方必须相互了解，尽

量形成优势互补。比如南农高科除提供合作

研发经费外，还为他们提供了实验动物房和

动物实验条件，包括教学实习基地，从而有

效地解决了他们研究经费、试验条件不足和

人才培养等方面的问题。当然，合作过程中

也会发生矛盾，但只要合作双方全心全意、

真心实意，一切困难都会克服，推进产业化

发展。

目前，姜平和他的团队与南农高科双

方已经形成较好的长效合作机制、利益分配

机制、信息共享机制和人才培养机制。他们

正在合作研发的疫苗产品有3个，其中2个产

品已经进入产品复核评审阶段，1个被农业

部批准进入临床试验。良好的产学研合作链

条已经基本形成。

收获荣誉不忘初心

目前，姜平主持完成的猪繁殖与呼吸

综合征病毒分子生物学和免疫防控技术获大

北农科技成果一等奖（2009）、教育部科技

进步二等奖（2011），猪圆环病毒病免疫防

控技术获教育部科技进步二等奖（2012）、

中国产学研合作创新成果奖（2014）。

如果说，姜平在兽医学科研领域有所

建树，产业化发展推动了我国养殖业健康发

展，那么，姜平不忘初心，时刻铭记自己还

是一位教师，教书育人本职所在。自2001年

至今，姜平作为一名南京农业大学动物医学

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培养毕业博士研究生

31名和硕士研究生158名，同时，先后为华

东和华南多个省市数百个规模猪场提供猪病

防控技术指导，每年开展各类培训20~30场

次，培训养殖技术人员数千人次，有效地促

进了研究成果转化和人才培养，实现了新型

产学研合作模式，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十分

显著。

在大力培养专业人才过程中，姜平还

以第一作者和通讯作者发表论文260余篇，

主编出版《兽医生物制品学》、《兽医消毒

学》、《猪病》《现代疫苗设计原理》、

《动物传染病诊治图谱》（第二版）等专

著，为我国培养了大批专业人才，获全国优

秀博士论文提名1篇。

培养人才、科研之外，姜平还承担大

量社会工作，包括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

委员会委员、农业部兽药评审专家、中国畜

牧兽医学会兽医生物制品学分会副理事长、

动物传染病学分会副理事长、兽医生物技术

分会副理事长和国家生猪产业体系岗位专家

等。

正如姜平所言，他把全部精力都放在

了兽医学领域，能推动这一行业的健康发

展，他感觉自己的生命很有意义和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