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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董玉琛院士是我国作物种质资源学科的奠基人之一ꎮ 将个人的成长置于学科发展和社会大背景下ꎬ从时代变迁与

个人选择、学科发展与个人贡献、学术特点、科学精神与人格魅力 ４ 个方面系统梳理了董玉琛院士学术成长历程ꎬ探究其取得

成功的影响因素ꎬ以启发和激励青年学者ꎬ传承和弘扬老科学家的科学精神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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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玉琛(１９２６￣２０１１ 年)ꎬ著名作物种质资源学

家ꎬ我国作物种质资源学科奠基人之一ꎬ中国农业科

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ꎬ中国工程院院士ꎮ 董

玉琛院士深耕作物种质资源领域六十余年ꎬ不仅为

我国作物种质资源学科及工作体系的建立和发展做

出了重要贡献ꎬ而且在小麦种质资源收集保护与利

用研究上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学术成就ꎮ 将董玉琛

个人学术成长史与社会史、学科史结合起来ꎬ梳理和

总结影响其学术成长的影响因素、学术特点ꎬ发掘其

所体现的科学精神和人格魅力ꎬ有助于青年学者传

承和弘扬老科学家的科学精神ꎮ

１　 时代变迁与个人选择

董玉琛是我国近现代农业科学技术发展史上一

个重要的历史人物ꎮ 她出生在国民大革命时期ꎬ成长

在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的复杂社会形势下ꎬ参与了中

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亲历

者和见证者ꎮ 在风起云涌的革命年代ꎬ她坚持学习ꎬ
追求进步ꎬ加入了中国共产党ꎬ做出了正确的政治选

择ꎮ 在新中国的建设中ꎬ她从国家需要出发ꎬ选择作

物种质资源为学术研究方向ꎬ从一而终、坚持不懈ꎮ
她为我国作物种质资源学科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重

要贡献ꎬ成为我国作物种质资源学科的奠基人之一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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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现代社会历史变迁的大时代背景下ꎬ个人不懈的

努力固然重要ꎬ但在关键时刻做出正确的人生选择ꎬ
对取得更大的人生成就非常重要ꎮ
１ １　 政治选择　 追求进步ꎬ参与革命

董玉琛于 １９２６ 年出生于河北省高阳县ꎬ此时正

处于我国近代历史上的国民大革命时期ꎬ北伐战争

刚开始ꎬ社会变革风起云涌ꎮ 革命的新思想已经影

响到普通百姓ꎬ封建思想对百姓的束缚减弱ꎮ 董玉

琛成长在一个重视教育的开明家庭ꎬ虽然身为女子ꎬ
但她接受到了良好的文化教育ꎮ 为了便于学习ꎬ母
亲甚至携她寄居在高阳县城的舅舅家ꎮ

董玉琛在高阳县小学所取得的优异成绩ꎬ为进一

步学习奠定了坚实的基础ꎮ １９３７ 年“七七事变”爆发

后ꎬ小学即将毕业的董玉琛经历了日军对高阳县的轰

炸和扫荡ꎮ 她在躲避日军的轰炸和杀戮中深刻地体

会到国难中老百姓的生命、生活难以得到保障ꎮ 这种

特殊的经历在她幼小的心灵中埋下了爱国图强、读书

救国的种子ꎮ 由于父亲长期在北平(今北京)学习和

工作ꎬ１９３８ 年冬ꎬ董玉琛被母亲从高阳接到北平(今
北京)ꎮ １９３９ 年 ３ 月ꎬ董玉琛考入当时的北平(今北

京)名校志成中学女部读初中ꎮ 经历了战火中的辗转

逃难ꎬ又刚从农村来到城市ꎬ董玉琛特别珍惜难得的

学习机会ꎬ埋头读书ꎬ成绩优秀ꎮ １９４１ 年ꎬ考入了北京

师范大学女附中(今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读
高中ꎮ 虽然当时北平已经沦陷ꎬ处于日伪政权的统治

下ꎬ但依然有大量的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员在开展革命

斗争ꎮ 北京师范大学女附中(今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

验中学)也有师生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ꎬ学生中有

不少的积极分子ꎮ 她们秘密传阅«大众哲学»等进步

书籍ꎬ还在学校演出话剧«雷雨»ꎬ组织进步社团“海
燕”ꎮ 董玉琛在这些进步同学的影响下ꎬ便开始接触

到革命思想ꎬ开始了解和关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

命ꎮ 高中时代的董玉琛ꎬ思想发生了转变ꎬ从初中时

期的不问世事ꎬ到关心时事ꎬ了解革命ꎬ追求进步ꎮ
１９４４ 年ꎬ董玉琛和同校的何钊等 ６ 人一起考入了北京

大学ꎮ 董玉琛与何钊一同被北京大学医学院药学系

录取ꎮ 当时已经是中国共产党员的何钊是董玉琛政

治上的启蒙者和引路人ꎮ 在何钊的影响下ꎬ董玉琛积

极向党组织靠拢ꎬ开始主动参与革命工作ꎮ 在北京大

学医学院ꎬ她和何钊一起办壁报ꎬ宣传进步思想ꎬ开展

群众工作ꎮ 在得知北京大学农学院中国共产党的力

量薄弱时ꎬ她结合个人兴趣和革命需要ꎬ毅然放弃对

个人发展前景相对更好的医学院ꎬ于 １９４５ 年和何钊

一起转入到农学院ꎮ 在北京大学农学院农艺系的学

习ꎬ是董玉琛接触农业科学知识的开始ꎮ 董玉琛积极

参与到农学院的革命活动中ꎬ参加了“反甄审斗争”、
组织成立进步团体“耕耘壁社”ꎬ出版壁报ꎬ团结群众ꎬ
并介绍同学去解放区ꎮ 通过参与这些活动ꎬ董玉琛更

深刻地理解了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政策和纲领ꎬ更迫切

地希望加入中国共产党ꎮ １９４５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ꎬ在何钊

和李龙的介绍下ꎬ董玉琛成为了中国共产党预备党

员ꎮ １９４６ 年 ３ 月 １２ 日ꎬ董玉琛通过了组织的考察ꎬ顺
利转为正式党员ꎮ １９４６ 年 ６ 月ꎬ国共内战全面爆发ꎮ
在国民党统治区国民党大肆抓捕、屠杀共产党人ꎬ北
京大学的学生和进步分子遭到国民党特务的严格监

视ꎮ 在形势危急的情况下ꎬ董玉琛和何钊等人一起奔

赴张家口解放区ꎮ 董玉琛的学业暂时被迫中断ꎮ 从

解放区安全回到北平(今北京)后ꎬ在党组织的安排

下ꎬ１９４７ 年 １ 月ꎬ董玉琛顺利考入了河北省立农学院

(今河北农业大学)的农艺系ꎮ 在河北省立农学院

(今河北农业大学)的四年是董玉琛系统地学习农业

科学知识的重要阶段ꎬ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她开展农

业科学研究的理论基础ꎮ 在获得优秀学习成绩的同

时ꎬ董玉琛在河北省立农学院(今河北农业大学)通
过组织音剧社、表演话剧等活动来团结群众ꎮ 在解放

前夕复杂的形势下ꎬ坚持开展革命工作ꎮ １９４９ 年保

定解放后ꎬ董玉琛担任河北省立农学院(今河北农业

大学)第一任党支部书记ꎬ直至毕业离校ꎮ 可见ꎬ在近

现代社会变迁的大背景下ꎬ董玉琛的成长与国家命运

紧密相连ꎬ加入中国共产党ꎬ参加革命是董玉琛在个

人成长中所做出的正确选择ꎮ 董玉琛在北京大学从

学医到学农的转变ꎬ对她此后的学术研究产生了重要

影响ꎮ 这无疑得益于她在革命中还坚持学习ꎬ将个人

兴趣与革命工作结合起来ꎮ 在我国近现代科学技术

发展历史上ꎬ不乏参加革命的科学家ꎬ但如董玉琛一

般能兼顾革命与学业者则为数不多ꎮ
１ ２　 学术选择　 国家需要与个人兴趣的结合

董玉琛大学时期的学习经历了从学医学到学农

学的转变ꎬ这在她学术成长过程中有重要影响ꎮ 这既

是她个人兴趣的转移ꎬ也是当时革命工作的需要ꎮ 在

董玉琛人事档案所收录的«自传»中ꎬ她写道“１９４３ 年

高中毕业后ꎬ考入北京大学医学院药学系ꎬ这时我开

始看一些理论书籍ꎬ如«大众哲学»等ꎬ虽然当时的学

习情绪很高ꎬ但现在回想起来其中有许多是自己读不

懂的ꎮ 一年后因为感到一些课程不合自己的志愿ꎬ又
恰当北大农学院招考编级生ꎬ经我再三考虑后ꎬ即转

入农学院农艺系二年级ꎬ许多课程都使我感到满意ꎬ
如有机化学、植物生理等都引起了我很大的兴趣” [１]ꎮ

２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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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玉琛专业的调整ꎬ还考虑到当时革命的需要ꎬ据董

玉琛入党介绍人何钊回忆“当时董玉琛同志受到我的

影响ꎬ她当时也追求进步ꎬ追求革命ꎬ她因为听我说农

学院反动力量比较强ꎬ党的力量比较薄弱ꎬ她当时就

毅然决然地也转学到农学院了ꎬ放弃了她原来的学

业ꎬ应该说这是她人生的一个转折” [２]ꎮ 董玉琛在北

京大学专业的调整ꎬ是她学术成长中重要的节点ꎬ从
此她迈入了让她一生痴情的农业科学研究领域ꎮ 重

新考入河北省立农学院(今河北农业大学)后ꎬ她还

是选择了进入农艺系学习农业ꎮ 在河北省立农学院

(今河北农业大学)的四年ꎬ董玉琛对农业科学知识

进行了系统的学习ꎬ为她今后从事农业科学研究奠定

了基础ꎮ 通过学习ꎬ她树立了学习和研究农业科学的

志愿ꎬ她在 １９５０ 年所写«自传»中回忆这一时期的学

习经历时写道“我愿把我一生的力量放在农业科学

上”ꎮ 在河北省立农学院(今河北农业大学)的专业

课程学习上ꎬ董玉琛最喜欢作物学ꎬ尤其是棉作学和

特作学ꎮ 她在«自传»中写道ꎬ“在课程上我很喜欢作

物学ꎬ尤其是棉作和特作ꎮ 本班的学习组织ꎬ我参加

了棉作组ꎬ我专题讨论的题目是«棉纤维的发育及环

境因子对纤维品质的影响»ꎮ 我认为新中国的经济建

设中ꎬ工艺作物占了很重要的位置ꎬ我们应该很好地

去研究和改进他ꎬ尤其是对于纤维作物的研究ꎬ更是

我所最爱好的” [１]ꎮ 她对棉作的兴趣之强ꎬ乃至在赴

前苏联留学前ꎬ她还希望去前苏联学习棉花的选种技

术ꎮ 在 １９５３ 年董玉琛填写的«留学预备生审查登记

表»中ꎬ她写道“我自愿去学习苏联的先进科学技术ꎬ
为了把我们的祖国建设得更美好ꎬ使它更快的走向社

会主义及共产主义社会ꎮ 我愿意学习农作物选种及

栽培ꎬ其中特别是棉花的选种ꎬ是我感到十分重要和

有趣ꎮ 我国目前生产中用的棉花品种多是直接引自

外国ꎬ因此有不少不适合我国的情况ꎬ且每有退化现

象发生ꎮ 学习先进的农业科学理论及工作方法ꎬ解决

我国生产中的问题ꎬ是农业科学工作者的任务” [３]ꎮ
不过ꎬ在得知组织上安排她去学习当时国内更需要的

小麦育种时ꎬ她也欣然接受ꎮ 在前苏联哈尔科夫农学

院(今乌克兰哈尔科夫国立农业大学)ꎬ董玉琛在育

种与良种繁育教研室学习ꎬ并跟随前苏联著名小麦育

种学家、院士尤利耶夫(В. И. Юрьев)开展“冬小麦正

反交杂种越冬性的形成”研究ꎮ
１９５９ 年ꎬ在董玉琛完成副博士论文答辩前夕ꎬ

来自国内的一封信ꎬ影响了董玉琛此后的研究方向ꎮ
董玉琛收到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育种栽培研究所领

导来信ꎮ 信中提到由于当时国内正研究如何保存和

利用收集的大量作物品种ꎬ希望董玉琛在毕业后就

近学习前苏联对作物种质资源管理和利用的经验ꎮ
于是ꎬ董玉琛自费赴列宁格勒(今圣彼得堡)的全苏

植物栽培学研究所(今瓦维洛夫全俄植物栽培科学

研究所)进修三个月ꎮ 这三个月的进修ꎬ影响了董

玉琛一生的学术道路ꎮ 从此她热爱上了作物种质资

源ꎬ并为此奉献终生ꎮ 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后ꎬ董
玉琛在«院士自述»中回忆了这段进修经历及对她

学术生涯的影响ꎮ 她写道“在苏联的列宁格勒有全

世界最有名的种质资源研究机构—全苏植物栽培学

研究所ꎮ 我完成学位论文答辩后ꎬ立即来到这个研

究所进修了 ３ 个月ꎮ 访问了该所的每一个系ꎬ参观

了管理完善的种质库和标本室ꎬ了解他们对种质资

源收集、保存、整理、 分类、评价、利用的观点、方法

和成就ꎮ 我对种质资源学科有了初步了解和喜爱ꎮ
深感作物种质资源是千百年来自然选择和人工选择

的产物ꎬ是改良作物品种的基因来源ꎬ任何种质一旦

从地球上消失ꎬ它携带的基因便不能再人工创造出

来ꎮ 为这个学科献身是我的历史责任ꎬ也是我最大

的快乐ꎮ １９５９ 年 ５ 月ꎬ我回国后来到中国农业科学

院作物育种栽培所ꎬ立即在种质资源事业上投入了

工作ꎮ 从此一干就是 ４０ 多个年头ꎬ尽管机构变动ꎬ
我的研究专业始终没有变动” [４]ꎮ 可见ꎬ董玉琛在

全苏植物栽培学研究所(今瓦维洛夫全苏植物栽培

学研究所)的这段进修经历ꎬ让她认识到作物种质

资源对国家农业发展的重要性ꎬ并决定为发展我国

作物种质资源学科做出贡献ꎮ 这是她学术生涯中的

一个重要转折点ꎬ从此ꎬ她从小麦育种研究转到了作

物种质资源的研究ꎬ并坚持至终ꎮ 由此ꎬ可以将董玉

琛的学术成长的基本脉络总结为从北京大学学医转

入学农ꎬ开始对农业科学产生兴趣ꎬ考入河北省立农

学院(今河北农业大学)系统学习农业科学知识ꎬ由
爱好棉花作物ꎬ到出国留学后研究小麦育种ꎬ经过在

全苏植物栽培学研究所(今瓦维洛夫全苏植物栽培

学研究所)的进修ꎬ确立了此后献身我国作物种质

资源学科的学术志向ꎮ 在董玉琛学术成长的关键节

点上ꎬ都有国家需要与个人兴趣的权衡与选择ꎬ无论

是在北京大学转专业ꎬ还是在出国留学后转换研究

方向ꎬ董玉琛都很好地将国家需要与个人兴趣结合

起来ꎬ这正是她在科研上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ꎮ

２　 学科发展与个人贡献

董玉琛从前苏联留学回国后ꎬ便投入到推动我

国作物种质资源发展的科研事业中ꎮ 她的学术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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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开始与我国作物种质资源学科的形成和发展休戚

相关ꎮ 结合我国作物种质资源研究发展的不同阶

段①ꎬ来系统梳理董玉琛的学术生涯ꎬ有助于更清晰

地认识董玉琛在我国作物种质资源学科形成和发展

中所发挥的作用和做出的贡献ꎮ
２ １　 学科创建阶段

１９４９—１９７７ 年ꎬ是我国作物种质资源学科的创

建阶段ꎮ １９５９ 年 ５ 月ꎬ董玉琛从前苏联留学回国后ꎬ
担任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育种栽培研究所的原始材

料室副主任ꎬ积极投入到建设我国作物种质资源学科

的工作中ꎮ 当时我国的作物种质资源还被称为“原始

材料”ꎬ作物种质资源的研究还只处在为作物育种服

务的阶段ꎮ 董玉琛认为“原始材料”难以全面概况作

物种质资源的内涵ꎬ于 １９５９ 年率先提出将“原始材

料”改为“品种资源”ꎮ 她的这一提议为农业科技界

所认可和接受[５]ꎮ 当时我国作物种质资源的专门研

究机构尚未完全建立ꎬ在董玉琛的建议和推动下ꎬ
１９５９ 年 ７ 月ꎬ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育种栽培研究所将

原始材料室改建为品种资源研究室ꎬ将有关科技人员

集中在该研究室ꎬ分为小麦组、水稻组、玉米组、高粱

组、谷子组和国外引种组ꎮ 该研究室除了从事研究工

作外ꎬ还负责全国作物种质资源科研业务的组织协调

工作ꎮ 由此ꎬ形成了我国作物种质资源的学科雏形ꎮ
１９５９ 年冬ꎬ董玉琛在第一次全国育种工作大会上提

出了我国作物种质资源的工作任务和细则ꎬ为全面开

展我国作物种质资源工作明确了方向[６]ꎮ 从 １９６０ 年

开始ꎬ董玉琛带领品种资源研究室的科研人员ꎬ通过

“全国冬小麦生态型鉴定联合试验”、“国外小麦品种

系统观察(１９６０￣１９６１)”、“国外小麦优良品种观察研

究(１９６１￣１９６２)”、 “国外小麦品种系统整理研究

(１９６２￣１９６３)”等课题对小麦品种资源进行了鉴定、编
目和更新ꎬ为进一步研究利用奠定了基础[７￣１０]ꎮ １９６５
年ꎬ董玉琛带队赴甘肃张掖万家墩大队(今万家墩

村)蹲点ꎬ任中国农业科学院西北综合基点点长ꎬ负责

建设西北工作站ꎮ 他们首先在西北春麦区北部进行

了麦类品种资源的调查ꎬ然后建设办公用房和宿舍、
修整试验田地ꎬ开展品种试验ꎬ推广农业生产技术ꎮ
正当董玉琛准备为当地引入优良小麦品种ꎬ推动当地

农业生产水平提高的时候ꎬ“文化大革命”开始了ꎬ董
玉琛收到中国农业科学院要求回去的通知ꎮ 董玉琛

只能放下西北工作站的工作ꎬ回到北京ꎮ
从 １９５９ 年到 １９６６ 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前ꎬ

在董玉琛的积极努力下ꎬ我国作物种质资源的研究

由“原始材料”转为“品种资源”ꎬ表述更准确ꎬ内涵

更丰富ꎻ在研究机构上ꎬ从“原始材料组”到“品种资

源研究室”ꎬ形成了专门的研究团队ꎻ在研究方向

上ꎬ提出了我国作物种质资源的工作任务和细则ꎮ
董玉琛还带领品种资源研究室的工作人员开展了系

列小麦种质资源鉴定的课题实验和研究ꎬ为进一步

研究和利用优质种质资源奠定了基础ꎮ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ꎬ虽然中国农业科学院品

种资源研究机构被取消ꎬ董玉琛被下放到北京农业科

学研究所(现北京市农林科学院)ꎬ但是她依然坚持

开展小麦种质资源的科研工作ꎮ 董玉琛带领原品种

资源研究室的成员ꎬ将存放在中国农业科学院内麦类

资源库中的小麦品种资源进行繁种、更新、保存和编

目ꎬ有效地保持了小麦品种资源的活力ꎬ为以后我国

作物种质资源的研究和利用保存了珍贵的材料ꎮ 麦

类资源库的种子也成为中国农业科学院历经“文化大

革命”唯一保存下来的作物种子ꎮ 在“文化大革命”
后期ꎬ董玉琛还组织研究人员编写和翻译了一系列的

著作ꎬ其中«全国小麦品种资源目录»获得 １９８２ 年农

牧渔业部技术改进一等奖ꎮ 这些著作在特殊时期为

我国作物种质资源学科的延续发挥了重要作用ꎮ
２ ２　 学科恢复重建阶段

１９７８—１９８６ 年ꎬ是我国作物种质资源研究的恢

复、形成和发展阶段ꎮ 在这一时期ꎬ董玉琛为我国作

物种质资源研究机构的恢复重建、全国作物种质资

源工作体系的创建、国家作物种质资源库的建立、作
物种质资源保存技术的制定等做出了重要贡献ꎮ
“文化大革命”中ꎬ董玉琛随研究机构下放到北京农

业科学研究所(现北京市农林科学院)ꎬ１９７７ 年回到

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栽培育种研究所后ꎬ便积极参

与推动作物品种资源研究所的建设ꎮ １９７８ 年ꎬ董玉

琛抓住向时任农林部(今农业部)副部长何康汇报

的机会ꎬ力陈建立作物品种资源研究所的重要性ꎬ为
争取农林部(今农业部)的支持发挥了关键作用ꎮ
在筹建作物品种资源研究所申请报告获得批准后ꎬ
董玉琛参与了制定作物品种资源研究所建所方案、
确定作物品种资源研究所研究方向和任务等工作ꎬ

①　 文中对我国作物种质资源研究发展阶段的划分ꎬ参考中国农学会遗传资源学会编. 中国作物遗传资源[Ｍ]. 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ꎬ
１９９４ꎻ董玉琛. 我国作物种质资源研究的现状与展望[Ｊ] . 中国农业科技导报ꎬ１９９９(２):３４０￣３４６ꎻ董玉琛. 作物种质资源学科的发展和展望[ Ｊ] .
中国工程科学ꎬ２００１ꎬ３(１):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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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作物品种资源研究所的成立付出大量心血ꎮ １９７８
年底ꎬ作物品种资源研究所的筹建基本完成ꎮ 中国

农业科学院作物品种资源研究所作为全国作物品种

资源研究的中心ꎬ率先建立起来ꎮ 此后ꎬ各地作物种

质资源研究机构逐步建立起来ꎬ这为全国作物种质

资源研究工作体系的恢复和建设奠定了基础ꎮ
１９７９ 年 ２ 月 １６—２５ 日ꎬ“全国农作物品种资源

科研工作会议”的召开是我国作物种质资源工作发

展过程中的一件大事ꎮ 董玉琛负责会议文件组工

作ꎬ并担任大会的副秘书长ꎬ做了题为«小麦稀有种

及其在育种中的利用»的学术报告ꎮ 在会议中ꎬ她
还和王晓等人一起讨论ꎬ最终提出了我国作物品种

资源工作的二十字方针“广泛收集ꎬ妥善保存ꎬ深入

研究ꎬ积极创新ꎬ充分利用” [１１]ꎮ 这次会议拟定了全

国农作物品种资源工作的规定和办法ꎬ明确了我国

作物种质资源研究的方针及各级科研的责任ꎬ为全

国科研协作网的形成提供了条件ꎮ 由此ꎬ我国作物

种质资源学科已形成并开始发展ꎮ

１９７９ 年董玉琛(骑马者)在滇西北考察小麦种质资源

董玉琛在瓦维洛夫全苏植物栽培学研究所进修

期间ꎬ便梦想为祖国建设一个现代化的种质库ꎮ １９７８
年ꎬ作物品种资源研究所成立后ꎬ国家作物种质库 １
号库也开始建设ꎮ 当时董玉琛担任作物品种资源研

究所副所长ꎬ她全力支持国家作物种质库的建设ꎮ 国

家作物种质库 １ 号库是我国第一次自主建设的种质

库ꎬ在建设过程遇到很多技术难题ꎬ在江朝余、董玉琛

等人的不懈努力下ꎬ终于在 １９８５ 年建成投入使用ꎮ
为了建设技术更为先进的现代化国家作物种质库ꎬ董
玉琛积极争取到洛克菲勒基金会和国际植物遗传委

员会的援助ꎮ １９８４—１９８６ 年ꎬ在董玉琛的主持下ꎬ
建成了当时设备和技术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国家

作物种质库 ２ 号库ꎮ 在建成的国家作物种质库基础

上ꎬ董玉琛倾注了大量的心血来构建我国的作物种

质资源保存体系ꎮ 在她的倡议和推动下ꎬ我国逐步

建成由四大国家级的作物种质资源保存设施(国家

农作物种质保存中心、国家作物种质库、国家作物种

质复份库、国家种质圃)、中国农业科学院各专业所

的作物种质中期库和各地农业科学院中期库构成的

全国作物种质资源保存体系ꎬ为我国的作物种质资

源的安全保存和有效利用提供了保障ꎮ
２ ３　 学科大发展阶段

１９８６ 年以后ꎬ是我国作物种质资源研究的大发

展阶段ꎬ也是董玉琛学术生涯的巅峰时期ꎮ 在作物

种质资源学科发展上ꎬ她主持制定了全国作物种质

资源繁种入库的技术路线ꎬ完成了 ３０ 余万份作物种

质资源的编目、繁种和入库ꎬ为作物种质资源学科的

持续发展提供了保障ꎻ她首次系统阐明了作物种质

资源的含义、工作内容和程序等ꎬ并构建了作物种质

资源的工作体系ꎬ为作物种质资源学科的进一步发

展奠定了理论基础ꎮ 在作物种质资源研究上ꎬ她带

队开展了对我国北方小麦和小麦野生近缘植物种质

资源的考察收集ꎻ发现了小麦属间杂种染色体自然

加倍的种质ꎻ开展了广泛的小麦远缘杂交ꎬ成功实现

了小麦属间杂交ꎻ带领团队制定了我国农作物种质

资源技术规范ꎬ构建了我国小麦核心种质ꎬ并对我国

小麦遗传多样性开展了深入研究ꎮ 这一时期ꎬ董玉

琛所开展的研究取得了世界性的重大突破ꎬ有力地

推动了我国作物种质资源研究的发展ꎮ 她带领研究

生利用发现的能使小麦属间杂种染色体自然加倍的

种质ꎬ在世界上首次合成了钩刺山羊草￣波斯小麦和

普通小麦￣东方山羊草两种双二倍体ꎻ在世界上首次

成功实现了小麦与冰草属、新麦草属和旱麦草属的

杂交ꎬ并形成了一套远缘杂交的技术路线ꎮ 这为利

用小麦野生近缘植物种质资源来改良小麦、选育小

麦新品种提供了条件ꎮ 在董玉琛主持(或参与)的

研究项目中ꎬ近十个获得国家、省部级的科技进步奖

励ꎬ其中有 １ 项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集体)ꎬ２ 项

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ꎮ
通过系统的梳理董玉琛在我国作物种质资源不

同发展阶段所做出的贡献和取得的学术成就ꎬ可以

清晰地看出ꎬ董玉琛个人的学术生涯伴随着我国现

代作物种质资源学科的创建、挫折、恢复重建和大发

展的历史进程ꎮ 董玉琛在我国作物种质资源学科的

形成和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ꎬ是我国作物种质资

源学科的奠基人之一ꎮ 当然ꎬ董玉琛个人的学术成

长离不开我国作物种质资源学科的整体发展ꎬ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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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１ 年董玉琛在试验田阳畦观察试验小麦

科的发展又需要如董玉琛这般杰出的科学家长期不

懈的努力和推动ꎮ 在学科的发展受到挫折时ꎬ需要

有远见的科学家默默地坚守ꎻ在学科发展迎来机遇

时ꎬ需要杰出的科学家来把握和推进ꎮ 一个学科的

大发展ꎬ是建立在杰出科学家卓越学术成果和重大

学术贡献的基础之上ꎮ

３　 学术特点

不同的科学家ꎬ学术成长经历不同ꎬ形成各具特

色的学术风格ꎮ 通过梳理董玉琛的学术成长历程ꎬ
从学术研究的不同侧面来发掘其学术特点:从学术

研究的持续性和创新性上而言ꎬ董玉琛的研究体现

出“循序渐进、勇于创新”的特点ꎻ从学术研究的战

略性和协作性上来看ꎬ“胸怀大局、协作共赢”是另

一重要特点ꎻ从学术研究的预见性上来看ꎬ董玉琛具

有敏锐的学术洞察力和前瞻性ꎮ
３ １　 循序渐进　 勇于创新

在 ２００４ 年出版的«中国院士治学格言手迹»中ꎬ
收录了董玉琛手书的治学格言“循序渐进、勇于创

新”ꎮ 从学术研究的持续性和创新性上来看ꎬ“循序

渐进、勇于创新”正是董玉琛在作物种质资源科研工

作上最为突出的特点之一ꎮ 无论是在工作还是研究

中ꎬ董玉琛都是由浅入深、由表及里地逐步推进ꎮ 在

推动作物种质资源学科建设上ꎬ董玉琛从明确学科内

涵、研究任务等最基础工作开始ꎬ逐步建立起专业的

研究机构、形成全国性的学科工作体系ꎮ 在作物种质

资源的研究过程中ꎬ董玉琛先从考察、收集、整理、保
存作物种质资源开始ꎬ建立国家作物种质库ꎬ保存大

量珍贵的作物种质资源ꎮ 在此基础上ꎬ由浅入深地

开展对作物种质资源的研究ꎬ即从作物种质资源特

征特性的鉴定到优良基因的发掘与利用ꎮ
在循序渐进推动作物种质资源研究的发展过程

中ꎬ董玉琛不拘泥于前人经验ꎬ勇于创新ꎮ 在国家作

物种质库的种质入库技术路线的制定上ꎬ她吸取美

国、前苏联等国种质库追求种质入库数量而忽略种质

质量的经验教训ꎬ创新性地提出了先按照作物组成全

国协作组ꎬ并按作物编制全国种质资源目录ꎬ将各作

物品种统一编号ꎮ 然后ꎬ各个作物协作组根据目录分

工ꎬ繁殖种质提交国家种质库(圃)保存ꎮ 入库之前ꎬ
要求测定种质的发芽率ꎬ以确保种质的活力ꎮ 这样既

可以剔除重复的种质ꎬ又可以保证入库种质的质量ꎬ
为有效完成全国大量作物种质资源的入库提供了技

术保障ꎮ 在作物种质资源具体项目研究中ꎬ董玉琛勇

于创新的学术特点更为明显ꎮ 如从发现可以使小麦

属间杂种染色体自然加倍的小麦种质开始ꎬ她带领研

究生挑战当时国际上已被认为不可能实现的小麦属间

杂交ꎬ先后成功实现了 ４ 个属的 ６ 个种的杂交ꎬ使我国

在这一研究领域达到世界领先水平ꎮ 她在我国率先利

用 ＳＳＲ 分子标记分析国家作物种质库保存的普通小麦

种质资源ꎬ根据材料之间的遗传距离构建了中国小麦

核心种质和微核心种质ꎬ达到国际先进水平ꎮ
３ ２　 胸怀大局　 协作共赢

从学术研究的战略性和协作性上来看ꎬ董玉琛

在学术研究和工作中具有很强的大局观和协作意

识ꎬ并且能将这两者有机结合起来ꎮ 我国幅员辽阔ꎬ
气候类型多样ꎬ作物种质资源非常丰富ꎬ全面地开展

作物种质资源研究ꎬ需要组织全国各地的科研机构

和人员进行协作研究ꎮ 董玉琛深刻地认识到我国作

物种质资源研究的这一特点ꎬ在工作和研究中胸怀

大局ꎬ注重协作ꎮ 董玉琛留学回国后ꎬ主持开展的第

一个大型课题是“全国冬小麦生态型鉴定联合试

验”ꎮ 该课题于 １９６０—１９６１ 年间开展ꎬ由董玉琛组

织协调地方农业研究所在乌鲁木齐、武威、石家庄、
武功、太原等 １５ 个试验点ꎬ对我国 ３００ 多个主要冬

小麦品种在不同地区的生长情况进行研究[７]ꎮ
１９７８ 年ꎬ在作物品种资源研究所建立后ꎬ董玉琛积

极参与构建全国作物种质资源工作体系ꎮ 在 １９７９
年“全国农作物品种资源科研工作会议”中负责文

件组的工作ꎬ参与拟定有关全国农作物品种资源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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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规定、协作研究计划等文件ꎮ １９８４ 年ꎬ董玉琛

主持召开了“第二次全国农作物品种资源科研工作

会议”ꎬ制定了全国作物品种资源科研工作协调方

案、对外交换管理办法、种子入库暂行管理办法等文

件ꎬ逐步建立起全国协作开展作物种质资源研究的

工作体系ꎮ 正是在全国协作开展研究工作体系下ꎬ
我国作物种质资源的研究取得了诸多成就ꎮ 在董玉

琛等人的组织协调下ꎬ各地科研机构和专家协作完

成的“中国农作物种质资源收集、保存、评价与利

用”、“中国农作物及其野生近缘植物多样性研究”、
“中国农作物种质资源本底多样性和技术指标体系

及应用”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奖ꎮ
在中国农业科学院ꎬ董玉琛非常注意发挥科研

团队的力量ꎬ集体协作开展研究ꎮ 董玉琛在课题研

究中ꎬ淡泊名利、宽容大度、团结同事ꎬ在科研成果出

版或申报奖项时总是将同事和学生列在前面ꎮ 董玉

琛宽广的胸怀和独特的人格魅力ꎬ团结了一批优秀

人才协作开展研究ꎮ 从中国农业科学院小麦原始材

料组到品种资源研究室ꎬ从作物品种资源研究所到

作物科学研究所ꎬ在董玉琛的精心培育和协调下ꎬ中
国农业科学院的作物种质资源研究团队不断壮大ꎬ
为我国作物种质资源研究做出非常重要的贡献ꎮ
３ ３　 敏锐的学术洞察力和前瞻性

从学术研究的预见性来看ꎬ董玉琛具有敏锐的学

术洞察力和前瞻性ꎮ 在学术方向的确立上ꎬ便体现出

青年时期的董玉琛对我国作物种质资源学科重要性

和研究前景的正确判断ꎮ 在留学前苏联时期ꎬ董玉琛

攻读副博士学位的研究方向是小麦育种ꎬ而在完成答

辩后ꎬ董玉琛自费赴全苏植物栽培学研究所(今瓦维

洛夫全苏植物栽培学研究所)进修了三个月ꎮ 通过在

全苏植物栽培学研究所(今瓦维洛夫全苏植物栽培学

研究所)的全面考察和学习ꎬ董玉琛敏锐地意识到我

国作物种质资源工作的重要性和广阔的研究前景ꎮ
她曾回忆在全苏植物栽培学研究所(今瓦维洛夫全苏

植物栽培学研究所)进修后ꎬ“我对种质资源学科有

了初步了解和喜爱ꎮ 深感作物种质资源是千百年来

自然选择和人工选择的产物ꎬ是改良作物品种的基因

来源ꎬ任何种质一旦从地球上消失ꎬ它携带的基因便

不能再人工创造出来ꎮ 为这个学科献身是我的历史

责任ꎬ也是我最大的快乐” [４]ꎮ 在当时ꎬ国内刚刚开始

收集作物种质资源ꎬ尚未建立作物种质资源学科的情

况下ꎬ董玉琛的这一选择充分体现了她的学术前瞻

性ꎮ 回国后ꎬ董玉琛便将自己的学术方向确立在作物

种质资源ꎬ即使经历挫折也未曾改变ꎬ将一生的精力

都贡献给我国作物种质资源事业ꎮ
学术研究的选题也能体现出学者的学术前瞻性

和对学科发展方向的把握能力ꎮ 董玉琛所选择的研

究主题ꎬ基本可以归纳为作物种质资源概论、小麦种

质资源考察、普通小麦及小麦稀有种研究以及小麦

野生近缘植物遗传与利用ꎮ 其中ꎬ在小麦稀有种及

野生近缘植物的遗传与利用上ꎬ董玉琛所取得的学

术成就最大ꎬ研究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ꎮ 董玉琛在

１９７９ 年“全国农作物品种资源科研工作会议”便做

了«小麦稀有种及其在育种中的利用»的报告ꎬ指出

未来生产对小麦品种的要求将不断提高ꎬ而育种材

料又将趋于贫乏ꎬ传统研究中不受重视的小麦稀有

种在小麦育种中具有很高的利用潜力和价值ꎮ 而这

时ꎬ我国作物种质资源研究刚从“文化大革命”的挫

折中开始恢复ꎮ 董玉琛是我国最早开展小麦稀有种

及野生近缘种研究的学者之一ꎮ 此后ꎬ董玉琛便带

领研究团队对我国小麦稀有种及野生近缘植物进行

了持续而深入的研究ꎬ并取得国际领先的学术成果ꎮ
董玉琛的学生在回忆自己研究方向选择时ꎬ对董

玉琛敏锐的学术洞察力和前瞻性印象深刻ꎮ 现为美

国农业部遗传学专家的许树军教授便深有感触ꎬ“董
院士在科学研究上有很强的前瞻性ꎬ能及时捕捉到学

科的前沿和热点ꎬ并能迅速立项使研究工作在国内外

始终处于领先水平ꎮ 例如ꎬ我的硕士论文在 １９８４ 年

选题时ꎬ确定为节节麦的研究与利用ꎮ 董院士当时提

出ꎬ利用合成小麦的创制来利用节节麦ꎬ这项工作比

国际小麦玉米改良中心的同类项目提早了 ５ 年ꎮ 我

硕士论文研究中所合成的几份合成小麦ꎬ后来成为小

麦遗传研究和种质创新的重要基础材料” [１２]ꎮ 许树

军教授参与的这一研究项目先后获得了 １９９２ 年国家

科技进步二等奖ꎮ 据首届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的

获得者、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的李立会研

究员讲述ꎬ在改革开放初期ꎬ国外关于小麦染色体组

的研究已取得很多成果ꎬ而我国小麦遗传育种相对

落后ꎮ １９８５ 年ꎬ董玉琛便将美国农业部的专家 Ｄ.
Ｒ. Ｄéｗｅｙ 请到中国农业科学院做小麦染色体组研

究进展的报告ꎬ李立会正是通过这次报告发现了自

己的博士论文研究选题ꎮ 李立会认为董玉琛具有

“敏锐的观察力ꎬ很强的把握前沿能力ꎬ尤其是把握

学科的前沿和符合国家重大需求的前沿ꎮ 这是一般

科学家和我们这些学生很难和她比拟的” [１３]ꎮ

４　 科学精神与人格魅力

科学精神是科学的灵魂ꎬ内化于科学家ꎬ通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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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代科学家的科学实践而不断传承和发扬ꎮ 从老一

辈科学家的学术成长历程中发掘科学精神ꎬ有助于

弘扬科学精神ꎬ鼓舞青年科学家的成长ꎬ推动科学技

术的进步ꎮ 对董玉琛的学术成长史的研究ꎬ可以发

现董玉琛在长期的科学实践中形成了不畏艰险、持
之以恒、严谨求真、淡泊名利的科学精神ꎮ
４ １　 不畏艰险　 持之以恒

青年时代的董玉琛便参与革命ꎬ在国民党统治

区开展地下工作、冒着生命危险突破封锁线奔赴解

放区ꎮ 这些革命经历ꎬ对她以后不畏艰险、持之以恒

从事作物种质资源的研究和工作ꎬ无疑起了积极的

作用ꎮ １９５５ 年冬ꎬ董玉琛在前苏联留学开展小麦越

冬试验ꎬ不幸遇到自然灾害ꎬ所有试验麦苗都被冻

死ꎬ甚至第二年在附近做杂交的小麦也没有ꎮ 虽然

她也有所气馁ꎬ但她并没有放弃ꎮ １９５６ 年春ꎬ她去

到奥德萨全苏育种遗传研究所ꎬ在那里找到了可以

用作杂交的小麦ꎮ 在回国开展一段时间的小麦种质

资源研究后ꎬ正当董玉琛准备在作物种质资源研究

上大显身手时ꎬ“文化大革命”爆发了ꎮ 中国农业科

学院的作物种质资源研究机构被解散ꎬ科研人员被

下放ꎬ研究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挫折ꎮ 董玉琛并没有

放弃ꎬ她依然坚持学习ꎬ在这时期写下了大量的读书

笔记ꎮ 她还带领原品种资源研究的同事ꎬ坚持将存

在小麦种质资源库中的小麦资源进行繁种、更新和

保存ꎬ保证了小麦种质资源没有丢失ꎮ 在我国作物

种质资源工作恢复后ꎬ董玉琛积极倡导并带队到云

南、新疆的边远山区考察收集小麦和小麦野生近缘

植物ꎬ１９８６—１９９０ 年ꎬ年近六十的她还带队走遍了

我国北方 １２ 个省(自治区、市)的山区和草原考察

收集小麦野生近缘植物ꎮ 在考察中ꎬ她与同事同吃

同住ꎬ从不特殊ꎬ不惧艰辛地过险流、登高山ꎬ让同行

的年轻人都敬佩不已ꎮ 正是这种不畏艰险的精神ꎬ
支撑她在作物种质资源的研究道路上不懈前进ꎬ不
论遇到何种挫折ꎬ她都从未换过研究方向ꎬ持之以恒

地坚守在我国作物种质资源事业上ꎮ
４ ２　 严谨求真　 淡泊名利

董玉琛在科学研究过程中的严谨求真和淡泊名

利的精神ꎬ一直为同事和学生所乐道ꎮ 在野外考察

中ꎬ她坚持每天记录考察情况ꎬ并仔细整理采集到的

标本ꎮ 在大田实验中ꎬ她总会亲自到试验田中观察记

录试验材料ꎮ 无论是她的报告还是学生的论文ꎬ她一

定会逐字逐句的推敲ꎬ反复修改ꎮ 甚至有的论文ꎬ在
她多次修改后ꎬ还请其他专家进行修改ꎮ 在研究成果

和荣誉面前ꎬ董玉琛从不居功ꎬ总是谦让ꎮ 据钱曼懋

回忆ꎬ“１９８１ 年ꎬ我们编写的«全国小麦资源目录»被
评为农业部科技进步一等奖ꎬ报奖填写主要完成人

我建议按照董玉琛、卜慕华、钱曼懋的顺序排ꎮ 但是

在品种资源所里讨论时ꎬ董先生就提出‘不要写我

的名字ꎬ就写卜慕华、钱曼懋’ꎮ 最后ꎬ董先生仅列

为第三名ꎮ 像这种精神ꎬ实在是很可贵” [１４]ꎮ 在与

学生一起完成的论文中ꎬ董玉琛也总是将学生的名

字放在前面ꎬ将自己放在后面或是不署名ꎮ 她这种

淡泊名利的作风ꎬ让同事和学生由衷的敬佩ꎮ
董玉琛还曾长期担任作物品种资源研究所的副

所长和所长ꎬ由于历史与人事的原因ꎬ常常有一些是

是非非难以理清ꎮ 在访谈过程中ꎬ无论在学术研究

还是行政事务上ꎬ所有的受访者都是给予董玉琛正

面的评价ꎮ 有人夸她“党性强、业务精、人品高”ꎬ有
人回忆她“平易近人ꎬ胸怀坦荡ꎬ淡泊名利”ꎮ 这一

点极为难能可贵ꎮ 作为一个身兼行政职务的科学

家ꎬ董玉琛很好地把握了学术和政治的平衡ꎮ 科学

精神和人文素养在她身上实现了有机的统一ꎮ 这正

是董玉琛不仅可以取得世人瞩目的学术成就ꎬ还能

以独特的人格魅力影响他人的一个重要因素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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