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原生物研究所成立 30周年的回顾

THIRTY YEARs IN RETROsPECT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NQRT|lWEsT PLATEAU INsTITUTE OF BlOLOGIY

名誉所长 夏武平

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成立 30周 年了。三十而立,立即站起来,30年 正是

达个所站起来的历史,是这个所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艰苦奋斗的过程,今天回顾一下。不

仅能使全体职:E珍惜过去,激励斗志,更利于瞻望将来,明确方向,为更美好的前景而

努力奋斗。

1958年 时,青海省集合了一部分科技工作者, 成立了中国科学院青海分院,设有好

几个研究所,调整后多被撤销,只 有生物所有赖于当时的所长冯浪同志的艰苦努力,搜

罗人才,创造条件,得到中国科学院的认可,于 1962年 1月 正式建立,定名为中国科学

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

成立后,分配给我所不少大学毕业生,当时冯浪所长采取的一项重大措施,是把其

中一批有为的青年送到 “老所
”,向老科学家学习,这些青年回所之后,业务成长较快 ,

对我所科研工作起过重要作用。另一重要措施是吸收科研管理和行政管理人才,购置图

书、仪器,充实条件,使科研工作较快地上了轨道。

1965年 ,中 国科学院酝酿
“三线

’ 建设,决定支援边远地区的研究所,把中 国 科

学院动物研究所的两个室一 动物生态研究室和昆虫生态研究室以及中国科学院植物研

究所的部分植物生态工作者迁到西宁,同时把华北生物研究所的生态工作人员也迁来 ,

计划把我所办成全国的生态学研究中心。1965年 底至 1966年 初,部分科研人员及行政

人员到西宁,我所得到进一步的壮大,同时兴建实验楼。新任命的马世骏副所长曾主持

业务工作 姓0天。不幸,文化大革命开始,马副所长及大量业务人员不能前来。

1970年 6月 ,中国科学院将我所下放给青海省,由省科委领导,成为青海省生物研

究所,所长 (当时的革命委员会主任)常韬同志和青年业务组长,能正确对 待 科 研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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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使我所的科研工作,.在十年动乱中,基本上能够坚持下来,既做了许多王作,又对
我所业务人员的成长,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周总理的关怀下,1973年后,科研工作逐步恢复正常。在青海省科学委员会的支

持,常所长的安排下,我所前后 姓次 (1972、 197⒋ 1975、 1977年 )到西藏进行较大规

模的动、植物考察,其中 1974年考察队员达 19人之多,收集了大量标本和资料,这对

以后我国的西藏科学考察总结的动、植物部分,起过重要的作用,同时还写出了 《西藏

阿里地区动植物考察报告》专集。通过对青海湖水生生物学的研究,总结出 《〈青海湖地

区的鱼类区系和青海湖裸鲤的生物学》。经多年的建设和培养,形成了一支能吃苦、肯实

干、并有一定业务水平的科研队伍,也是我们能站得起来的标志之一。

1976年 ,在生态学界强调生态系统研究重要性的背景下,我们率先开展了达类研究 ,

在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门源种马场建立了定位站,即后来的中国科学院海北高寒草甸

生态系统定位站。因开建时间较早,影响较大,以致中国科学院 1978年 在西宁召开了陆

地生态系统工作会议,筹划全国的生态系统定位研究工作。

同时,我所培育了多个春小麦优良品种,其中高原 338在合理的栽培措施下,创造

了当时世界春小麦亩产 1026.3公 斤的高产记录。根据多年调查
‘
资料,写出 《青藏高原

药物图鉴》3册。通过植物化学及药理等研究, 研制了治疗慢性气管炎的复方樟柳碱 ,

治疗急性菌痢的苦豆草片 (并载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1977年版)等药物。鼠害防

治也取得了一定成绩,并编辑出版了 《灭鼠和鼠类生物学研究报告》吐册,刊载所内外

的研究成果。解决了青海高原毛皮动物饲养、管理和散放上存在的生产问题。

正是有了一定的成绩,十年动乱之后,在常韬所长的领导下,多途径、多方面地介

绍了我所的工作情况及地理特点,得到了中国科学院的理解,于 1979年 6月 ,又重新回

归中国科学院领导,恢复了原来所的名称,并取得了新的成绩。

动、植物分类、区系研究取得的成绩是较为显著的。由于长期在青藏高原上的考察

与标本采集,积累了丰富的资料,对高原上较丰富的动、植物类群,进行了较深人的研

究,其水平已得到公认。不仅发表了大量的新属、新种,并为全国的动、植 物 志 作 出

了贡献。参加了 《中国植物志》8个卷册的编写,由我所主持并出版的有第 9卷 3分 册
和禾本科 (三),第 62卷的龙胆科,第 77卷 2分册的菊科 (四 ),第 3连 卷 2分册的虎耳
草科。动物方面参加了 《中国动物志》的编著,另外写出了 《青藏高原的蝗虫》,并提出

蝗虫的新分类系统。鱼类工作,对裂腹鱼亚科作了系统的研究,并结合化石材料,探讨

了它的演化问题。此外,还编著了 《青海经济植物志》和 《青海经济动物志》两本著作。

生态学方面,主要着力于高寒草甸生态系统的研究。在能流上,作牧草光合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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勹体交换及能量的利用效率,植物地上、地下部分的生物量,鼠类及藏羊的气体代谢、

消化率、同化率,结合食量和种群密度,估算初级生产者及次级生产者之间的能量流动,

找出鼠类与牛羊之间的能量分配,确定应减少鼠类的数量。在物质流上,探求土壤养分

氮、磷、钾以及一些微量元素的储量及其可输送到植物体中的速效成分,并注意各元素

在动物中的含量,同时,测定植物碎屑及枯枝落叶层中微生物的分解作用,探讨物质循

环的途径。在价值流方面,以经济学观点,探讨农、牧业的投人与产出的关系,提出畜

群的优化结构,并从全牧场及家庭牧场角度估测共产业的发展,开展了经济生态学的工

作。

此外,在海北定位站上,还有大量的种群生态、群落生态、实验生态、营养生态以

及行为生态的工作,故能从生物量动态上提出高寒草甸生态系统各亚系统的数学模型,

计有生产者、消费者、分解者和无机环境四个亚系统的动态模型。1986年召开了
“
高寒

草甸生态系统国际学术讨论会
”
,会后出了文集。

对草场高原鼢鼠与高原鼠免的危害问题,提出在灭鼠后,化学清除杂草,补播优良

牧草,恢复并保持草场植被,使植被变高增密之后,不适于害鼠生存,而使其数量得到

控制,从生态系统水平上解决这一难题。此外,还化害为益,把鼢鼠开发为药物资源。

植被的研究,也作
^r较

为广泛而深人的工作,编制了 1:3000000的 《青海植被图》

及其说明书。还有《青海植被》及 《柴达木地区植被及其利用》等专著。同时参加
^r《

中

国植被》和 《中国植被图》的编著工作及青海省有关国土整治和生态环境研究。

植物化学方面,围 绕着草场资源的合理利用和保护以及植物资源的开发利用,分析

了数十种优势牧草的营养成分,为各类草场的评价和合理利用及改造提供了依据,研究
ˉ
F数十种青藏高原资源植物的化学成分,发现和报道了一些有价值的新化合物,特别是

系统研究了龙胆科植物的化学成分,为学科发展积累了资料,研制出一些新产品,如乙

肝宁、藏茵陈、沙棘饮料及沙棘系列化妆品,并在青海海南州建起一座麻黄素提炼厂,

这些成果的推广,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得到社会广泛好评。

动物生理生化方面,着力研究低氧适应,找到特别适 F̄低氧研究的模型动物一 高

原鼠兔,这种动物在模拟的海拔 5000米甚至 8000米的条件下,从组织细胞和亚细 胞

水平上,揭露了某些低氧适应机制,提出了新观点,尤其是低氧下的神经内分泌研究 ,

揭示了下丘恼一垂体,肾上腺皮质轴的低氧适应发展过程的规律,丰富了动物生理生化学 ,

特别是高原生理生化学的内容。

植物生理方面,依据高原气候特点,开展了植物对低温、低气压及强辐射等生理适

应机制的研究,从光合作用、气体交换、酶学及物质代谢等方面进行探讨。他感作用的

研究,在国内开展较早,并提出青海人工草场退化的原因是细叶亚菊与披碱草间化学相

勉所形成。

农业育种方面,育 出许多适合于高原生长的赛小麦品种。其中高原 602, 不仅适合

于青海、甘肃的干旱条件,并在黑龙江省也获得高产,产量几乎高出当地一般品种的一

倍。在理论上开展数量遗传学研究,同时探讨花药培养和染色体工程等新的育种技术。

配合品种应用,研究与良种相适应的栽培方法,出版了 《春小麦高产稳产的初步研究》

和 《青海灌区春小麦丰产栽培模式》两部专著。最近叉在甘肃皋兰建立工作站,拟进行

节水农业与生态农业的实践探讨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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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LH版工作也有了较大发展,1981年承办了 《兽类学报 )〉 ,其编辑部设在 我 所∴

1982年出版了第一集 《高原生物学集刊》,,F均每年出版一集,为我所的代表刊物。《高

寒草甸生态系统》,作为海北定位站的文集,不定期出版,现 已出至第三集。当然,我们

还出版了不少专著。

1988年 ,海北定位站批准为开放站,国 内外来站工作者,逐年增加。

这些年来,培养出硕士研究生 27人 。1990年批准我所可以培养动物学的博士研 究

△,为西北动物学方面唯一的博士点。

正是因为有了一些成绩,受 到各级领导的重视,得到社会上的承认,初步符合了
“
而

立之年”的要求。但是我们不能有任何 自满情绪,我们与先进的科研单位,和大学的生

物系或研究所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更不用说距离国际水平了,我们在社会上的地位

还不太高,我们必须戒骄戒躁,坚持不懈地努力,坚定地站若 !

首先,我们要不断接受新的学术思想,在学术上力求创新,争取部分人有 自己的学

术思想体系,创立学派。我们主张多借鉴外人的工作,但不应满足于模仿。我深信在右

下生物学领域内,能创造优势,并保持优势。

其次,高原生物I的范围,没有一个固定的框框,其内涵在很大程度上靠我们来创

造。我们作了大量的考察工作,了解到高原上有哪些动、植物;又作了大量生态学工作 ,

了解这些动、植物是怎样生活的,这些工作当然还要继续发展下去。对于生物如何适 应

高原的特殊生活条件,如低氧、短波光辐射、寒冷、多风等等,可能是高原生物学更重

要的内容。这些实验生物学的工作,我们刚刚起步,需要创造条件来发展,争取建成一

两个开放实验室。

第三,it作要互相配合,多学科协作,这样,常能产生出意想不到的效果。宏观研

究与微观研究的结合,对双方都可能有新的发现。野外工作与实验室工作的结合,野外

的问题拿到实验室,实验室的问题又反馈到野外,相互促进,必然会得到优异的成绩。

我们这样多学科的综合性研究所,应充分重视并利用这方面的优势。

第四,促进科研成果向生产力转化。我所一些与生产有关系的课题,不论是农牧业、

灭鼠或化学药物等的研究成果,应尽力促使它们尽早在生产上发挥效益。应试制的尽早

试锏,能转让投产的尽早转让;农牧业的成果要建立示范区,使群众能看到科研成果◇

要理论与应用并重。

最后,“ 团结就是力量
”,在社会主义旗帜下,要求最广泛的团结,齐心协力,建设

我们的祖国。要办好我所,对高原生物学有所贡献,也要求广泛的团结,除与兄弟单位

团结外,更要作好所内的团结工作。领导与群众之问要闭结,行政工作者与业务工作者

要团结,新、老人员要团结,师、生要团结,研究室、组之内与之间要团结,都要互相

谅解,互相帮助,避免内耗,这样,我们的工作一定能胜利,能为 “四化
”

作出更大的

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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