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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生物学四十年

张致一 宋振能 薛攀皋
�

�生物学部�

�日中国的生物学基础

中国现代生物学研究基石的奠立
，
如果以秉志于 ���� 年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创设的国内�

第一个生物系和他 ����年在南京兴办的第一个生物学研究所—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 所 为
、

标志
，
那么到新中国诞生前夕

，
有近 �� 年的历史

。

�� 世纪头十年
，
报道生物学调查和试验研究成果的文章开始零星出现

。
但在这个时期

，

我国的生物学科研工作极少
，
而且其中一些成果还是在国外作出的

。

随着留学国外的生物学家的回归和自己培养的学者的成长
，
从 �� 年代起

，
生物学不少分

支学科的研究先后逐步开展起来了
。
在当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

，
绝大多数爱国的生物学家仍

然处心积虑地坚持和开拓工作
，
经过多年不懈的努力

，
取得了一些较高水平的成果

，
并为我国

的生物学研究打下了初步的基础
，
但由于旧中国战祸频仍

，
科研经费匾乏和条件设备差劣等等

原因
，
生物学的进步相当缓慢

，
发展也不平衡

。

到新中国成立前
，
我国独立的生物学研究机构只有 �� 个左右

，
其中科研人员不足 ��� 人 。

就各分支学科来说
，
全国研究分类学的人数最多

，
工作基础稍好 �生理学

、

植物生理学
、

水生生

物学
、

微生物学
、

尾虫学也有一定基础 �生物化学
、

遗传学
、

形态解剖学
、
细胞学

、

胚胎学等都开

展了一些研究
，
但人数不多�生物资源学

、

生态学
、
地植物学

、

植物细胞学等则基础薄弱或是空
�

白
。

生物学事业的发展

中国科学院的生物学事业
，
是在接收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各生物研究机构

、

静生生物
，

调查所
、

中山大学农林植物研究所等单位的基础上着手建设的
。
�� 年来虽几经反复和 曲折

，

但仍然有了较大的发展
，
已经成为我国最集中的生物学重要研究基地

。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

方面
�

一
、

建设了一支有相当数�和质�的生物学科技队伍

据 �夕��年底统计
，
全院生物学和其它学科研究机构中的生物学科技人员约 ����人

，
比

����年的 �� 人增长近 ��� 倍
，
其中副研究员

、

高级工程师等以上的科技专家约 ����人
，
比

张致一系学部委员
、
生物学部副主任

。

宋振能
、
薛攀皋系生物学部原副主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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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年的近 ��人增加 ��倍
。

这 �� 年里
，
院内和积极参与中国科学院工作的学部委员和其他著名生物学家

，
已有 �� 余

�

人不幸先后谢世
，
其中不少人是我国现代生物学或某分支学科的奠基者

。
对于这批老一辈的

生物学先行者
，
人们将永远缅怀他们为开拓和发展我国生物学所立下的不朽功绩

。
值得欣慰

的是
，
还有一批健在的知名老科学家

，
仍在科学研究

、

培养人才和其它方面继续发挥着重要作

用
。
同时

，
数量更多的一大批中青年优秀科技人才已经或开始显露出他们的卓越才华

，
他们将

不断以自己的创造性成就贡献于中国以至世界的生物学界
。

二
、

建立了学科门类基本齐全和比较配套的生物学研究体系

现在中国科学院共有 �� 个生物学研究机构
，
还建立了 �个颇具规模的植物园以及 �� 个

野外生态系统定位站和其它试验站
。
为了更有效地促进向国内外开放和人才流动

，
从 ����年

起
，
以已有的生物学研究机构为依托

，
先后两批设置了 �� 个国家或科学院的重点开 放 实 验

室
。
这些研究机构

、

试验站和开放实验室
，

有许多是我国各该领域中最有声望的试验研究基

地
。

在中国科学院的生物学部门中
，
原有基础的学科得到了继续发展

，
其中一些描述性学科还

逐步开拓了新的
、

实验性的分支领域
，
如实验分类学

、

实验形态学
、

实验胚胎学
、

实验生态学等
。

与此同时
，
根据国家建设需要和国际生物学的发展趋势

，
已经填补和充实了若干重要的空白

、

薄弱学科
，
特别是一些新兴的前沿领域

。
例如

， ��，�一����年
，
加强和建立了生物化学

、

生态

学
、

地植物学
、

海洋生物学
、

兽类学等学科 �����一����年
，
生物物理学

、

动植物资源学
、

微生物

学等获得了显著发展
，
填补和建立了生殖生物学

、

植物细胞学
、

抱粉学
、

地衣学等领域 �����一

����年
，

着重扶植和加强分子生物学
、

细胞生物学
、

神经生物学和生态系统等学科
，
生物工程

更是受到突出的支持
。
由于注意学科建设

，
重视生物学与各有关学科的交叉渗透以及新技术

、

新方法的应用
，
中国科学院已经建立起一个比较完整和配套的生物学科研体系

，
科研工作开

始实现从描述到实验
，
从定性到定量

，
并朝着向微观领域深人和宏观领域综 合等方 面 的 变

革
。

三
、

建立了较为完善的科研支撑结构和实验条件设备

在广泛调查
、

采集的基础上
，

许多研究所都建立了自己的标本馆
、

标本室和菌种保藏机构
，

一些研究所已成为国内该科研领域标本或菌种收藏量最多的国家中心
。
例如

，
植物研究所标

本馆收藏的植物标本达 ��� 多万份
，
动物研究所昆虫标本馆共有标本约 ��� 多万件

，
水生生物

研究所收藏的淡水鱼类标本 �� 余万号
，
设立在微生物研究所的全国菌种保藏中心保藏普通微

生物菌种近 �����株
。

开展生物学实验所需要的一些特殊装置和附属设施已大体具备
，
如人工气候室

、

低压舱
�

负压实验室
、

农场
、

鱼池
、

养虫室
、

温室
、

冷库和中试工厂等
。
各种常规和大型

、

重要的仪器设各

已能基本满足需要
。
此外

，
还在上海

、

北京分别建立了生化试剂厂和实验动物中心
，
为院内外

有关单位提供一部分生化试剂
、

药品和常用的实验动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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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学研究的主要成就

限于篇幅
，
这里不可能对 �� 年来生物学的所有研究成果一一介绍

，
仅就其中的主要成就

按生物资源
、

国土开发和环境保护
、

农业
、

医疗卫生
、

生物工程
、

基础研究 �个方面加以简要叙

述
。
由于掌握材料不全或可能选择不当

，
难免有重要遗漏和其它问题

。

‘

一
、

动植物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和保护

调查和开发利用我国丰富的动植物资源
，
为祖国建设多方面的需要服务

，
是中国科学院各

有关生物学研究机构始终致力的重要目标之一
。
为此

，
广大生物学工作者一方面积极参加本

院和有关生产部门组织的大规模综合考察 �一方面进行了广泛的专业调查
。
在此基础上

，
还开

展了资源生物化学和引用驯化等方面的试验研究
，
从而发掘利用了不少重要的生物资源

，
并使

一些濒临绝种的珍稀动植物得到了及时的救护和繁衍
。

�一�植物资源调查和开发利用
�

通过多年来的大量考察和调查
，
已基本摸清了我国植物资源的家底

。
由中国科学院各植

物研究机构和院外有关单位合作编纂的《中国经济植物志》����� 年科学出版社出版�
，
共记载

了价值较高或有发展前途的原料植物 ���� 种
。 《中国高等植物图鉴》�����年科学 出版社 出

版�则是反映中国高等植物资源和种类的最完整的专著
，
书中描述了近 �����种我国常见的

、

有经济价值和科学上有重要意义的绝大多数种类
。

关于植物资源化学和利用的研究
，
药用植物方面取得了较多成果

。
例如

，
发现了富含利血

平和其它酬噪生物碱的云南萝芙木和海南萝芙木
，
用于生产治疗高血压的药物—降压灵

，
已

一

能满足国内的需要 �进一步研究过去发现的麻黄素和延胡索乙素
，
证明可作为抗菌或止痛的有

效药物
。
此外

，
还从多种植物中找到含有生物活性的生物碱

、

菇类
，
贰类等化合物

，

并研制出防

癌
、

治疗心血管疾病
、

抗疟疾
、

镇静止痛和计划生育用的不同药物
，
有些已生产应用

，
有些正在

进行临床试验
。
原料药物方面

，
通过对薯芋属植物的系统调查研究

，
发现了两种资源丰富

、

薯

芋皂贰元含量高的薯芋
，
为类固醇激素

、

避孕药
、

冠心病药物的生产提供了充足的原料来源 �从

广泛分布的露水草中找到了蜕皮激素
，
其含量之高为前所罕见

，
使我国蜕皮激素的生产和应用

一下子跃居世界首位
。
香料植物方面

，
山苍子和云南樟在我国蕴藏丰富

，
可分别用为生产柠檬

醛和黄樟油素的原料
，
不仅可满足国内市场

，
每年还可出口百吨左右

。
其它如白兰花

、

依兰依

兰
、

香草
、

芳樟
、

神农香菊
、

中国橡苔等作为香料来源的研究
，
也都取得了有价值的成就

。
油脂

植物方面
，
发现了油瓜

、

竹柏
、

苍耳子等一些新的油脂资源 �用白背叶籽油代替桐油
、

榆树籽油

生产癸酸
、

马桑籽油生产润滑油以及蒜头果油合成察香酮等成果
，
已在生产上推广应用

。
胶类

植物方面
，
应用田著胶作为石油水基压裂液的原料

，
增加了石油的产量 � 槐豆胶则可用作纺织

助染剂
。
在拷胶植物

、

纤维植物
、

淀粉植物等方面的研究也都有一些成果
。

关于国内外资源植物的栽培和引种田�化做了大量工作
，
试验成功的数以千百计

。
例如

，
速

生优质材用树种有多种松杉植物
、

按树
、

杨树和泡桐等 �药用植物除人参
、

三七
、

天麻
、

贝母
、

黄

连外
，
还有丹参

、

薯芋
、

草拔
、

萝芙木
，

西洋参
、

水飞蓟等 �芳香植物有薰衣草
、

岩蔷薇
、

香叶天竺

葵
、

香蒸草
、

香根草等 � 油料植物如浙江红花油茶
、

滇西红花油茶�云南山茶�
、

油橄榄
、

油棕
、

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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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

油莎草
、

小葵子等 �还有多种名贵花卉和一些食品添加剂植物
、

草坪植物
。
引种习��化方面的

成就
，
丰富了我国植物资源的种类

，
扩大了原有植物的种植区域

，
并对国家建设发挥了多方面

的作用
。

�二�动物资源调查和开发利用

对我国脊椎动物和有经济价值的软体动物
、

虾类
、

蟹类等的种类和分布已基本摸清
，
经济

昆虫和其它无脊椎动物的种类也有许多新的发现
，
还填补了海绵动物

、

帚形动物等过去从未研

究过的空白领域
。
在掌握大量资料的基础上编写出版了一系列经济动物志

。

鱼类资源的研究成绩显著
。
黄渤海始鱼

、

小黄鱼
、

大黄鱼
、

带鱼等重要经济鱼类的综合调

查
，
对这些鱼类的合理经营和繁殖保护提出了重要建议

。
兴建长江葛洲坝枢纽工程对鱼类资

源的影响
，
在多年调查研究的基础上

，
提出了不必修建过鱼道和救护繁殖鱼类

，
特别是中华鳃

、

的措施
，
经领导部门采纳

，
为国家节省投资 �千多万元

。
在野生经济鱼类的引种驯化方面

，
名

贵食品武昌鱼�即团头鱿�和易于成活
、

捕捞的细鳞斜领姻�俗称沙姑子�均已人工养殖成功
，
并

在全国约 �� 个省
、

市
、

自治区的淡水水体安家落户
。
其中武昌鱼

，
日本

、

墨西哥等国都来向我
‘

国引种
。

紫胶虫的分泌物紫胶
，
是国防和工业的重要原料

。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外停止向我国进

口的情况下
，
从 ����年起进行了多年云南紫胶资源的综合调查和试验研究

，
弄清了紫胶虫寄

生植物的种类
、

分布和特点
，
紫胶虫适生范围内引种优良寄生植物的可能性

，
为发展国内的紫

、

胶生产作出了贡献
。
引进养殖原产印度的蓖麻蚕和大西洋沿岸的海湾扇贝

，
也都获得了成功 。

动物资源化学方面
，
进行了蛇毒

、

蝎毒等的分离
、

纯化
、

分析和应用的研究
，
得到的几种毒

蛋白和酶
，
已成功地分别开发为治疗脑血栓

、

眼血管栓塞
、

急性心肌梗塞
、

镇痛等的药物和试验

用的工具酶
。

�三�生物资源的保护

在开发利用生物资源的同时
，
生物学家在进行综合考察和专业调查中

，
对多种生物资源的

保护提出了具体的建议和措施
。

关于珍稀濒危生物的保护
，
我国特有的白暨豚的人工饲养得到国内外的重视

，
对它的分

类
、

形态解剖
、

生态和声学特性有了较多了解
，
在 自然保护方面也做了不少工作 �调查探明了

“
国宝

”
大熊猫大量自然死亡的原因

，
还研讨了繁殖

、

保护等问题 �朱鹊的重新发现
，
引起国际上

的注意
。
各植物园也普遍加强了珍稀

、

孑遗植物的引种
、

繁殖和保护工作
。
建国前发现的我国

特有
“
活化石

”
水杉

，
经有关单位特别是林业部门大力推广

，
已在长江流域大面积种植

。

我国自然保护区的建立和发展
，
是跟院内外许多生物学家长期不断的宣传

、

呼吁和建议分
�

不开的
。
不少人还积极参与了全国自然保护区规划的制订和各地保护区的建设工作

。

二
、

国土开发
、

整治和环境保护

在参加遍及我国国土面积约 ��务的多学科综合考察中
，
生物学工作者和其它学科的工作

者一起
，
共同对各考察地区的国土开发或治理提出了指导原则

、

规划方案和具体措施
，
其中一

部分经过组织实施
，
已经发挥了重要作用

。
例如

，
通过华南和云南橡胶宜林地的综合考察

，
其

调查成果和提出的建议不仅为三叶橡胶的合理种植提供了科学依据
，
而且把它的种植区域推

移到近北回归线
，
使我国的橡胶生产有了较显著的发展

。
关于黄河中游水土保持的综合考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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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了因地制宜
、

沟坡兼治
、

采用生物措施和工程措施相结合的治理方针和农林牧业合理配置

的方案
，
多年来的实践证明了这个方针和方案的正确性

。
在新疆

、

黑龙江的荒地考察中
，
根据

不同土地类型的划分
，
提出分类分期的开垦方案

，
实行后增加了耕地面积

，
提高了农作物产量

，

同时也防止了不合理开垦所引起的恶果
。
其它如新疆

、

西藏
、

青甘
、

蒙宁
、

治沙
、

黑龙江
、

三江平

原
、

南方山地等等综合考察
，
也都对当地的开发建设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

，
并在科学上取得

了丰硕的成果
。
关于地植物学和植物生态学的专业调查研究

，
根据大量资料

，
从 �� 年代时编

纂的《中国植被区划草案》 ，
到后来陆续完成的《中国植被区划》 、 《中国的植被》 、 《中国植被》 、

《生态学与大农业的发展》等专著 ，
都对合理开发利用资源

、

因地制宜地发展大农业和国土整治

具有指导意义
。

针对一些地区重大的国土整治问题
，
生物学工作者还深人现场进行长期的试验研究

，
为解

决这些问题作出了直接的贡献
。
例如

，
根据包兰铁路建设的要求

，
试验成功采用草方格并兼种

沙篙
、

花棒
、

杨柴等固沙植物
，
有效地防止了从甘肃兰州到宁夏沙坡头大面积流沙的威胁

，
保障

了包兰铁路的长期安全通车
。
新疆吐鲁番地区的固沙造林也取得了成绩

。
广东电白小良地区

的水土保持试验
，
经过 �� 多年的坚持努力

，
建立了优化的人工森林生态系统

，
结束了该地区百

余年水土流失的历史
。
在黄淮海平原旱

、

涝
、

风沙
、

盐碱的综合治理工作中
，
采取发展林木

、

牧

草和建立基本农田相结合
，
种植果树

、

花生固沙以及发展井灌井排等措施
，
减轻了这些地区频

繁的自然灾害
，
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

我国的环境保护研究起步较晚
。
在周恩来总理的倡议下

，
从 ����年起

，
中国科学院组级

各有关单位
，
有效地进行了北京官厅水库污染的调查和治理

，
在全国环境保护工作上起了先导

作用
。
对湖北鄂城鸭儿湖的环境污染问题

，
试验成功建立氧化塘藻

一

菌共生系统
，
收到了净化

污水的显著效果
，
并已在上海金山

、

北京燕山
、

江苏吴江等石油化工厂和农药厂的污水处理

上推广应用 �用生物转盘和塔式滤池法处理本溪焦化废水
，
用表面加速曝气法处理抚顺化纤厂

丙烯晴纶的混合污水
，
也都取得了成功

。
对于含酚

、

氯丁橡胶
、

晴纶
、

三硝基苯
、

黑索金
、

硫氰酸

钠等的有毒工业废水
，
已分离得到一批能分解这些毒物的菌种

，
结合工艺处理

，
解决了去毒净

化问题
。
还筛选出上百种对大气或水质污染反应敏感

，
或具有抗性和净化作用的植物

，
有些已

用于工厂地段的生物监测
，
有些用于绿化和净化环境

。
关于京

、

津
、

渤地区环境保护的综合调

查研究
，
已提出了环境质量评价和相应的保护措施

。
此外

，
在环境背景值调查

，
污染物在环境

中的迁移
、

累积和生态效应
，
生物监测与净化技术

，
以及各种标准的制订等方面

，
也都进行了大

量的工作
。

三
、

发 展 农 业

为发展农业
、

畜牧业
、

林业
、

水产业而进行的生物学研究
，
在整个工作中一直占据最大的比

重
，
并已取得了多方面的成果

。

�一�与农业有关的生物学研究

病虫害防治方面
，
蝗虫是两千余年来给我国农业造成严重灾害的大害虫

，
通过对东亚飞蝗

进行系统和综合的调查研究
，
弄清了蝗区类型

、

结构和蝗灾的成因
，
提出了改造发生地

，
进行虫

情预测预报和化学防治相结合的措施
，
实施后多年控制了蝗害的发生

。
研究了全国各大棉区棉

，

花害虫的生物学特性
，
据已提出的防治方法

，
收效显著

。
在确定防治棉铃虫的经济阂值的基础

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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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
试验成功了突破传统方法的新的防治措施

，
推广后证明既可节省农药

，
又可增加棉花产量

。

对重大粮食害虫粘虫迁飞规律的研究
，
为预测预报和综合防治这一害虫做出了成绩

。
关于昆

虫信息素的研究
，
继马尾松毛虫信息素结构鉴定和合成首先获得成功之后

，
棉红铃虫

、

梨小食

心虫性桃小食心虫
、

甘蔗螟虫等昆虫信息素的应用
，
大大减轻了这些害虫的危害

。
用苏云金杆

菌等防治松毛虫粕其它鳞翅目害虫
，
用病毒防治桑毛虫

、

棉铃虫
，
都取得了满意的效果

。
对于农

业病害的防治
，
试验成功防治稻瘟病的春雷霉素

、

灭瘟素和防治小麦白粉病等的多抗霉素
，

均

已推广使用
，
春雷霉素的防治效果达 ��一��多

。
已鉴定出数十种新的植物病原微生物

，
包括

病毒
、

类病毒
、

类支原体
、

类菌原体等
，
为诊治这些植物病害提供了科学依据

，
还研制出若干种

杀虫剂和杀菌剂
，
也都已先后投产使用

。

遗传育种方面
，
利用高粱雄性不育系配制的杂交高粱

，
从 ����年开始推广

，

栽培面积最高

时达 ����万亩
，
增产 巧一��关�利用杂种优势获得的玉米单交种

，
曾推广 ����万亩 � 通过小

麦与长穗恨麦草远缘杂交的长期系统试验
，
育成了小恨麦新品种

， ���，年已推广 ����万亩
。

此外
，
还培育出一批小麦

、

玉米
、

大豆
、

棉花
、

油菜
、

甘薯
、

葡萄新品种
。

合理施肥方面
，
试验证明调节棉株营养生长和生殖生长是棉花稳产高产的关键

，
结合总结

群众经验
，
提出以科学施肥为中心的增产措施

，
取得了很大的经济效益

。
基本搞清了微量元素

在我国主要土壤类型中的含量和分布规律
，
在缺乏锌

、

锰
、

硼
、

硫
、

稀土元素等的土壤中分别施

用
，
增产效果显著

。
施用固氮蓝藻作为稻田的生物肥源

，
可提高谷物产量 ��一��沁�施用大豆

根瘤菌可增产大豆 ��多
，
建国初期即已大面积推广 � 紫云英固氮菌 ��� 和怪麻根瘤菌也在许

多省
、

市推广应用
。

水果
、

蔬菜贮藏保鲜方面
，

在国内首先建立了气调保鲜技术
，
由于经济效益明显

，
推动了全

国这方面的研究和开发
。
鸭梨经采前处理和采后冷藏

，
消除了黑心病 �研究成功苹果长期贮存

和调运流通的配套技术
，
贮藏期可长达 �一 �个月�还研究和推广了柑桔

、

荔枝
、

香蕉
、

鸭梨
、

哈

密瓜
、

蒜苗等的保鲜措施
。

�二�与畜牧业
、

林业有关的生物学研究

家畜持久不育
、

久配不孕和早期流产严重影响了我国畜牧业的发展
。
用前列腺素 �类似

物治疗母牛持久黄体不育症
，
使 ��外左右的患畜恢复了生育能力� 为了调整患畜体内的激素

失调
，
注射外源促滤泡素或促黄体素收效显著 �利用性外激素治疗

、

刺激持久不育或久配不孕

的母猪取得成功 �母马
、

母牛配种后立即注射促黄体素
，
可达到保胎的功效

。
研究出应用性激

素和外激素使大批羊
、

猪
、

牛同步发情的新方法
，
缩短了配种时间

，
便于冷冻精液集中配种

。
水

貂是一种珍贵的毛皮兽
，
用激素处理母貂可促进泌乳

，
并显著提高其繁殖率

，
为国家创汇作出

了贡献
。

此外
，

关于草场改良和提高生产力的研究
，
对青海

、

内蒙
、

新疆等一些地区畜牧业的发展起

了促迸作用
。

林业方面
，
对东北红松落叶阔叶混交林的采伐更新问题

，
通过考察研究

，
提出以自然更新

为主兼择伐的意见
，

实践证明是正确的
。
长白山红松林合理经营

，
湖南会桐杉木林营造和合理

经营
，
以及海南岛胶茶人工群落的研究成果

，
经分别推广应用

，
都具有很好的经济

、

生态和社会

效益
。

在东北林区
，
内蒙古

、

青海牧区和新疆
、

青海农区进行鼠害防治的研究
，

取得了良好效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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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与水产业有关的生物学研究

在淡水鱼类养殖方面
，
培育成功的异育银螂

、

丰鲤
、

鲤螂杂交鱼等鱼类新品种
，
在理论和生

产实践上都有重要意义
。
创造了武汉东湖大面积养鱼连续高产的记录

，
为湖泊养鱼提供了范

例
。
稻田养草鱼鱼种的试验

，
获得了稻

、

鱼双丰收
，
已被许多地区所采用

。
草鱼出血热病原的

发现和严重病害的防治
，
大大提高了产量

。
关于青

、

草
、

鳞
、

缩四大家鱼人工诱导排卵的试验
，

采用激素
、

特别是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 �����和促黄体激素—释放激素 ���
一���取得

了成功
，
使繁殖的鱼苗提高了数倍

。

海产养殖方面
，
创造出海带夏苗低温培育法和陶罐施肥法

，
扩大了海带在黄海的生产区

域
，

使产量得到大幅度提高
。
海带南移的试验成功

，
更把产区扩大到北纬 ��

。
以南到北回归线

左右的浙江
、

福建
、

广东等省沿海
，
这在国际上属于首创

，
给我国的海带生产带来了飞跃的发

展
。
研究出条斑紫菜的单抱子采苗栽培法

，
增加了黄海区的紫菜产量

。
此外

，
对虾放养

、

大珠

母贝养殖和刺参的培养等也都取得了成绩
。

四
、

为医疗卫生和保健服务

新中国建立后
，
关于医疗卫生和保健的研究工作

，
主要在中国医学科学院

、

中国预防医学

科学院等研究单位
，
以及高等医药院校内进行

。
中国科学院的生物学研究机构

，
从各有关学科

的实际情况出发
，
也积极开展了相应的工作

。

�一�反细菌战的调查研究工作

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
，
生物学家同医学家合作

，
经深人现场调查和进一步研究

，
以确凿的

证据揭露了美国在朝鲜北部和我国东北发动细菌战的罪行
。

�二�放射生物学的研究

����年起同有关部门合作
，
开展了中国第一次较全面的放射性本底调查

，
建立起一套核

监测技术和方法
，
并为制订剂量防护标准提供了依据

。
在完成上述任务的过程中

，
研制成功多

种监测的仪器和装置
。
研究急性和亚急性辐射对机体的近期和远后效应

，
得到了比较系统的

剂量效应规律
，
对放射病的预防和诊治具有指导意义

，
据此而制定的血液学检测指标已为全国

采用
。
同协作单位一起研制出中国第一代治疗急性放射病的药物

“ ���” 。
长期低剂量辐照的

研究结果
，
为确定放射性工作人员非随机效应的闭值提供了参考

。

�三�癌细胞生物学研究

在国内建立了第一个人体肝癌细胞系
，
并对其生物学特性进行了系统研究

。
与上海医学

部门合作
，
首先在国内建立了人甲胎蛋白琼脂扩散法

，
曾用于 �� 万人的肝癌普查 �后来又建立

了更为灵敏的甲胎蛋白放射免疫测定法
，

并制成药盒
，
供应全国数十个临床单位使用

，
推动了

肝癌早期诊断和人群普查的广泛开展
。
肝癌细胞

“
逆转

”
的研究也取得有意义的结果

。

�四�与人 口控制有关的生殖生物学研究

通过生殖内分泌活动规律
、

激素作用原理
、

胚泡着床机理等研究
，
发现在子宫内膜和人滋

养层细胞中有 ��一�� 受体
，
并证明胚泡对子宫代谢和受体有显著影响

。
此外

，
还探讨了人

滋养层细胞的激素自我调节控制系统
、

颗粒层细胞和辜丸细胞激素的调节机理
、

一些避孕药物

的作用机理等问题
。

�五�人类及医学遗传学间题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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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 �� 多个民族的近亲结婚率与类型
、

初潮年龄
、
红绿色盲率

、

掌纹指纹和苯硫豚味盲

率等调查
，
以及鄂伦春族和鄂温克族的血型调查和人体测量

，
得到了大量系统的数据

。
这对了

解我国一些民族的起源和演变
，
以及遗传流行病学和优生学有一定的理论和实际意义

。
建立了

几种技术和方法
，
为开展染色体异常疾病

、

代谢疾病和脆性染色体智力低下等疾病的早期产前

诊断奠定了一定基础
。

�六�医学心理学的研究

从 �� 年起先后对神经衰弱
、

高血压和精神分裂症等心因性疾病进行了以心理治疗为主的

综合治疗
，
取得显著效果

。
在儿童多动症的研究中

，
提供了测量诊断用的心理侧量方法

，
已被

一些临床部门采用
。
为了在我国开展对病态人格的诊断

，
在广泛调查研究的基础上

，
根据我国

情况
，
修订了国际通用的明尼苏达多相人格调查表

，
已为许多精神病临床单位采用

。
开展失语

症研究
，
初步摸索出一套适合我国临床应用的失语症检查方法和分类方法

。
与协作单位研究

编制的临床记忆量表
，
经试用证明是评定记忆能力和检查记忆障碍的一种有效工具

。

�七�微量元素与健康关系的研究

某些微量元素的丰缺
，
同样与人体健康有直接相关

。
从 �� 年代后期起

，
通过大量野外调

查分析
，
发现从东北大小兴安岭经太行

、
六盘

、

秦岭
、

大巴
、

川西等山地至云贵
、

青藏高原
，
有一

条低硒带
。
在这一地带中

，
土壤

一

植物
一

动物
一

人体这一生态系统处于低硒生物循环状态
，
这与

克山病
、

大骨节病的地理分布相吻合
。
经定点试验

，
确认缺硒是克山病

、

大骨节病的病因之一
。

同时初步提出了改善环境中硒生物循环水平
，
提高食物中硒含量等防治措施

。

��又�药物的研究

天然药物方面
，
中国科学院有关单位对 ��� 多种植物药进行过研究

，
已报道的新化合物并

阐明其结构的有 ��� 多个
。
在几十个具有生理活性的化合物中

，
能应用到临床的有冠心病药

丹参 ��一� 磺酸盐
，
降血开药环仑宁

，
抗疟药青篙素

、

篙甲醚
，
抗癌药喜树碱

、

高三尖杉醋碱
，
计

戈性育用药如天花粉
、

芜花醋甲
、

类固醇激素衍生物等等
。
在合成药物方面

，
合成了大量化合

物
，
已投人生产的有抗肿瘤药物如甲氧芳芥

、

消瘤芥
、

溶癌吟 �抗疟药如篙甲醚 �抗心律失常药

常咯琳 �促排放射性金属元素的药物哇胺酸及 �一���
，
强效镇痛剂如芬太尼类似物

，
以及多用

途新药乙双吗琳等
。

五
、

生 物 工 程

�一�基因工程� 虽然在 �� 年代后期才起步
，
但也取得了一批重要的阶段成果

。
乙型肝

炎威胁着亿万人民的健康
，
为预防这种疾病传播而研制的乙型肝炎重组痘苗病毒疫苗

，
已完

成第一期临床试验
。
预防幼畜腹泻病的 ��苏， 双价疫苗的生产中试和大范围的攻 毒 与免疫

试验正在顺利进行
。
青霉素酸化酶的基因工程菌已在华北制药厂完成中试扩大试验

，
证实该

工程菌具有酶活力高
、

稳定性好等优点
，
�一氨基青霉烷酸 ��

一����总收率在 ��多 以上
，
即将

在生赳匕应用
。
高表达

、

分泌型的人生长激素基因工程菌也进人中间试验
。
利用外源脱氧核

酪核酸 �����导人技术
，
培育出抗棉花枯萎病与棉酚含量低的陆地棉

。
获得了抗烟草花叶

病毒和黄瓜花叶病毒的烟草植株
，
以及抗除草剂的大豆植株

。
转基因鱼和转基因兔也有了初

步成果
。

�二�细胞工程 � 继在国际上较早地获得水稻原生质体再生植株后
，
又先后在世界上首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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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成功玉米
、

冬小麦和大豆的原生质体再生植株
，
这些突破为培育作物良种开辟了道路

。
在

花药培养技术的建立和改进上做了大量工作
，
从而提高了花粉植株的诱导频率

，
同时获得了几

十种重要作物和林木的花粉植株
。
与协作单位开展单倍体育种工作

，
培育出

“
单育 �号

”
烟草

新品系
，“
早丰 �号

” 、 “
花育 �号

”
水稻

，
以及

“
龙花 �号

” 、 “
花培 �号

”
等小麦新品系

。
在利用

组织培养技术进行良种快速繁殖方面
，
已得到近百种名贵花卉

、

经济植物和果树林木的试管

苗
，

许多已投人中间试验或批量生产
，
如马铃薯脱病毒种薯生产及繁育体系

，
已在全国 �� 多个

省
、

市
、

自治区推广
，
产量增加一倍

，
取得很大经济效益 � 在广东建立了年产 朽 。 万株苗能力的

优良香蕉快速繁殖基地
，
已生产了 ��� 万株无病毒试管苗

，
香蕉产量提高了 ��多

，
并出口到 日

本和港澳等地区
。
动物细胞工程方面

，
与医学部门合作

，
成功地制备了抗人肝癌和肺癌的专一

单克隆抗体
，
正试图用于早期诊断和体内定位诊断

，
以及与同位素

、

毒蛋白
、

抗癌药物等结合
，

制成
‘

性物导弹
” ，
进行定向治疗

。
关于鱼类细胞工程的研究

，
最先开展异科异属鱼类的核移植

工作
，
获得了杂种鱼 �异源 �倍体鱼和人工复合 �倍体鱼的研究取得突破

，
从而开辟了经济鱼

类育种的新途径 �察香的细胞工程研究也有了阶段性成果
。
为加速良种家 畜繁 育

，
家畜受精

卵
、

胚胎移植和胚胎分割的试验研究
，
都已获得成功

。

�三�酶工程
� �� 年代以来开展固定化酶和固定化细胞的研究

，
取得了一批成果

，
有几种

已在工业生产中应用
。
例如将桔青霉的 �’ 一

磷酸二醋酶共价联接到蔗植
一

芒杆纤维上
，
于 ����

年进行工业应用试验
，
实际生产效率提高了 �� 倍

，
这是我国建立的第一个工业规模的固定化

工艺
。
固定化青霉素酞胺酶也于 �� 年代末应用于 �一��� 的工业生产

。

�四�发酵工程
� �� 年来在工业微生物菌种选育

、

发酵的生理生化过程
、

初级和次级代谢

产物的调控
、

物质转化和菌体利用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研究
，
为生产提供了许多优良菌种和新的

生产工艺
，
产生很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
在化工产品方面

，
丙酮丁醇是国家急需的有机溶

剂
，

研究出连续发酵的方法取代旧的生产工艺
，
投产后产量成倍增加

，
劳力和能源大为节省 �单

一长链二元酸和混合长链二元酸是制造工程塑料
、

合成纤维
、

医药
、

赓香型香料的原料
，
用化学

祛合成步骤多
、

成本高
，
改用发酵法生产取得成功

。
氨基酸方面

，
选育出 �� 多种氨基酸的产生

菌
，
其中谷氨酸

、

赖氨酸等产生菌
，
已在生产中推广应用� �� 年代末

，
首先在国内实现了谷氨

酸发酵法的工业生产
，
取代用面筋水解的老工艺

。
维生素方面

，
选育出优良的菌种并试验成功

新的生产工艺
，
如由山梨醇经微生物发酵生产山梨糖

，
再用混合菌株发酵山梨糖

，
得到维生素

�的前体 �一酮基士
一
古龙酸

，
再经转化和精制的二步发酵生产维生素 �的新工 艺

，
与协作单

位于 ���，年用于工业生产
。
该工艺流程简单

，
省去易燃

、

易爆和有毒的化工原料
，
现已在全国

推广
，
并向国外转让

。
酶制剂方面

，
培育出一批酶活性高的菌种

，
用于生产食品

、

酿酒
、

皮革
、
纺

织
、

洗涤剂
、

医药和饲料等行业所需的各种酶制剂
，
如淀粉酶

、

蛋白酶
、

脂肪酶
、

纤维素酶
、

果胶

酶等
。
其中葡萄糖淀粉酶活性高的菌种

，
在葡萄糖和白酒行业生产中广泛推广

，
仅 ����年白

酒行业统计
，
全国节粮 ��� 万吨

。
还研制出 �� 多种医用和农用抗生素

。
近些年来进行多糖和

糖醋系列产品的研究与开发
，
夕环状糊精

、

黄原胶及槐糖脂已在生产中应用
。
以微生物转化法

同化学法结合
，
生产了一系列幽体激素类药物

。
此外

，
用细菌从伴生矿渣中浸出铜和铀等

，
已

成功地进行工业性生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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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

基 础 研 究

从新中国建立到
“
文化大革命

”
期间

，
由于缺乏稳定的政策和政治环境

，
基础研究忽上忽

下
。
粉碎

“
四人帮

”
以后

，
有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
但基础研究的投资强度越来越少

。
尽管如

此
，
�� 年来

，
中国科学院的生物学工作者在基础研究方面还是取得了很多成绩

。

生物区系调查和分类研究方面
，
在全国各地特别是空白地区进行调查

，
采集了大量标本

，

发现并鉴定了许多新种
、

新属
，
甚至新科

。
许多科属得到了整理

，
澄清了不少分类学问题

。
同院

外 生物学家一起合作编纂的《中国植物志 》 、 《中国抱子植物志 》 、 《中国动物志 》 正在陆续出版

其中《中国植物志 》是一部 �� 卷 ��� 册的巨著
，
现已出版 �� 册

，
已完稿或在出版中的还有 �，

册
。
此外还出版了一系列地区性或专类的动植物志如《海南植物志 》 、 《西藏植物志》 、 《云南植

物志》 、 《中国真菌总汇 》 、 《中国的真菌》 、 《中国鞘藻目志》和《中国鲤科鱼类志 》等 。
系统发育的

研究已逐步开展
，
对马先篙属植物

、

蔽类植物
、

放线菌目
、

白粉菌目
、

鲤亚科
、

叶甲总科
、

原尾目

等等提出了新的分类系统
。

形态解剖研究方面
，
相继发表了《中国植物花粉形态 》 、 《中国蔽类植物抱子形态》和《中国

热带亚热带被子植物的花粉形态 》等专著 �对特有裸子植物的比较胚胎学和一些经济催口吻的胚

胎发育进行了比较深人的研究 �木材解剖
、

经济植物特别是纤维植物解剖
、

裸子植姗七较解剖
取得了成绩

。
动物方面的工作较少

，
发表了《鲤鱼解剖》 、 《鲤鱼组织 》等著作

。

生物化学
、

生物物理学和分子生物学方面
，
�� 年代对各种肌肉蛋白进行了深人研究

，
所发

表的论文为国际上广泛引用 �首次用简单方法进行唬拍酸脱氢酶的分离纯化
，
在国际上首先报

道了酶与异咯嗦辅基会以共价键相结合
，
为以后呼吸链和有关酶系的分离和重组的系统研究

开辟了道路
。 ����年提出了蛋白质功能基团的修饰与其生物活性之间的定量关 系 以及确定

必需基团数目的统计学方法
，
经 �� 多年实践检验

，
已为国内外学者广泛应用

。 ����年
，
上海

生物化学研究所
、

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和北京大学化学系合作
，
在同国外同类实验室激烈竞争

中
， ‘

首先在世界上用人工方法全合成了具有生物活性的蛋白质—牛胰岛素
。
在这之后

，
蛋白

质空间结构的研究取得了重要进展
。
由物理研究所

、

生物物理研究所
、

北京大学生物系
、

化学系

合作
，
先后得到了猪胰岛素晶体的 �

·

�埃�����年�
， �

�

�埃 �����年�和 �
�

�埃 �����年�分辨

率的结构测定结果
。
对核酸的结构

、

性质
、
功能和人工合成进行了许多研究

。
上海生物化学研

究所
、

上海细胞生物学研究所
、

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
、

生物物理研究所
、

北京大学生物系和上海

试剂二厂合作
，
于 ����年开始进行的酵母丙氨酸转移核糖核酸人工合成的 研究

，
前后历经 ��

年
，
于 ���� 年 � 月胜利完成

。
这是国际上首次用人工全合成方法获得的

，
具有与天然物同样

结构和生物活性的核糖核酸
。
分子遗传学研究迟至 �� 年代中期才开始

，
经过努力也取得了一

些进展
。
例如

，
固氨基因精细结构的研究

，
测得固氨基因的物理间距

，
矫正了国外关于其间有静

止区的论点 � 证明核糖体蛋白质对信使核糖核酸具有选择性是一项创新的研 究 成 果
。
此外

，

在生物膜
、

固氮生理生化
、

呼吸代谢等方面也都作出若干高水平的成果
，
为国内外同行所瞩目

。

光合作用机理研究方面
， ����年在国际上最早发现光合磷酸化过程 中高能 中间 态的存

在 �此后
，
又提出了高能中间态有多种存在形式

，
以及偶联因子的变构与高能中间态的散失有

关等新的见解
。

细胞生物学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方面
，
关于文昌鱼卵发育能力的分析

，
为国际上提供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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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
，
并为确定文昌鱼在动物分类学上的地位提供了进一步的证据

。
在文昌鱼中找到脊椎动

物脑下垂体的前身结构
，
并证明了文昌鱼的生殖自调控系统

，
这是有关动物内分泌系统进化方

面的，个新发现 。
关于卵球成熟

、

受精和单性生殖的研究
，
提出了受精 �个阶段和卵裂节奏的

“
时空秩序

”
概念

，
发展了卵球成熟

、

受精的
“
中毒排毒

”
理论 �建立了激素诱发蟾赊和黑斑蛙卵

球体外排卵和成熟的实验体系�成功地得到一批没有外祖父的
“
癫蛤蟆，’�提出了两栖类卵球受

精的
“
三元论

” 。
关于胚胎诱导与分化的研究

，
证明神经系统的区域性变化是由于中胚层诱导

物质和神经诱导物质的相对比值逐步变化
，
以及反应组织的年龄

、

诱导物质作用时间长短与浓

度不同
，
都会影响所产生的组织种类

。 �。 年代初
，
在染色体结构与功能的研究中

，
发现着丝粒

不但在细胞周期内
，
而且在世代之间也保持连续性

。
关于植物细胞核穿壁运动与物质运输的

研究
，
细胞学家与植物生理学家合作

，
证明细胞核穿壁运动是植物体固有的生理现象

，
并提出

“
原生质胞间物运动是有机物运输的一种方式

”
的假说

。

神经生物学方面
，
�� 年代初开辟了神经肌肉系统细胞间营养性或长期性相互关系的研究

方向
，
发现了新现象 �进人 �� 年代

，
对神经如何决定肌纤维类型的研究取得重要进展

。
在吗啡

�

镇痛机理的研究中
，
�� 年代初提出了吗啡镇痛的有效作用部位是第三脑室和导水管周围的中

央灰质
。
吗啡通过这些部位的选择性作用

，
间接地影响中枢神经系统的其它部位而实现镇痛 。

这一发现为国际同行证实并进一步发展
。
有关针刺镇痛原理的研究

，
阐明了针刺信号如何在

神经系统的各个水平调节抑制痛觉
，
并证明了脑内吗啡样物质及五经色胺

、

去甲肾上腺素在针

刺镇痛中的重要作用
。

生态学研究方面
，
主要以作物

、

林木
、

牧草
、

经济植物
、

鱼类
、

害虫和害鼠等为对象
，
取得的

�

许多成果对生产实践有指导意义
。
�� 年代末开展的西双版纳热带森林能量转 换 与 物质循环

的研究
，
是国内生态系统研究的先声

。
加 年代后期

，
在东北

、

内蒙古
、

青海
、

湖北武汉东湖等地

设立的生态系统定位站
，
分别开展森林

、

草原
、

高寒草甸和淡水湖泊等不同类型的生态系统研

究
，
藉以揭示系统的结构

、

功能和提高生产力等问题
，
多年来已发表了许多论文

，
这些成果为

发展生产提供了科学依据
。

过去的 �� 年
，
是国际上生物学飞跃发展并发生巨大变革的年代

，
生物学已在自然科学中

崭露头角
，
显示锋芒

。
我们的工作虽有不少进展

，
但由于较长时期左倾错误的影响

，
使我们丧

失了许多时间和机会
，
没能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

。
目前

，
我国的生物学研究与世界先进水平相

比还有较大差距
，
也不能适应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
我们只有加速努力

，
才能赢回失掉的时

间
，
去迎接光辉灿烂的未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