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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以支持基础研究为宗旨
,

优

先支持学科前沿的选题
,

鼓励创新
,

特别是对研究过

程中出现的新生长点
、

学科交叉点萌生 的新课题实

施连续资助
,

不仅保证了学科研究的连续性
,

而且对

学科的基础研究
、

创新以至产品开发
、

产业化的发展

等都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
。

南京林业大学在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连续资助下对森林害虫生物防治进行

研究产生的成果
,

使我们认识到
:
科学技术能真正成

为第一生产力
,

重要 的源泉就是学科的基础研究与

创新
。

森林害虫的生物防治

1
.

1 课题的提出

森林害虫对森林毁灭性的破坏时有发生
,

造成

的损失是巨大的
,

如何及时
、

有效地防治和治理森林

害虫是急需解决的重要课题
。 19 85 年

,

国外曾有人

提出用性信息素诱捕雄虫并使其携带病毒以防治柳

毒蛾的设想
,

1989 年也有人开始研究具有用病菌污

染雄虫装置的信息素诱捕器 [`口
,

但均未见进一步研

究结果的报道 ;国内也未见到综合利用性信息素和

病毒防治害虫的同类研究报道
。

1
.

2 生物防治研究及成果

199 1年首次申请获准的
“

性信息素加病毒诱芯

技术防治森林害虫的原理
”

课题 (资助号
: 3 91 5仪湃 l )

以我国重要森林害虫大袋蛾 ( cl an ia v va ie ga at )为研

究对象
,

第一次提出综合利用 昆虫性信息和病毒防

治森林害虫的新方法
,

采用雌虫性信息素和高效病

毒制成诱芯
,

散布于虫灾林区
,

当被诱来的雄虫试图

与诱芯交尾时携带上病毒
,

完成交尾的雄虫再与林

间雌虫交尾时会污染雌虫
,

继而通过卵感染后代
,

并

促使种群暴发病毒
,

从而达到控制害虫种群密度 的

目的
。

研究课题不仅为防治大袋蛾提供可行的性信

息素加病毒诱芯技术
,

也为其他森林害虫防治应用

该技术提供病毒传播机制和诱芯技术原理及应用基

础理论
。 “

性信息素加病毒诱芯技术
”

目前仍处于国

际领先地位
,

在农林害虫的防治方面具有十分广阔

的应用前景侧
。

该课题在研究过程中发现
:
大袋蛾雄虫对不同

配方病毒制剂的附着能力
、

不同个体之间的附着量

有很大差别 ;雄虫触角
_

L的性信息素感器对性信息

素具有难以理解的高灵敏度
。

基于此新发现
,

课题

组于 199 6 年申报的倾斜项 目
“

大袋蛾雄蛾携带电荷

的原理与规律
”

(资助号
:
3 967 06 13) 再次获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批准
,

该项目针对多种昆虫携带静电现象

进行了研究
:
所测定的共 5 目 or 种昆虫均带静电

,

绝大部分昆虫带负电
,

荷 / 质比在 10
一 7

一 10
一 5
量级

,

其比值的对数与昆虫带的电荷量呈线性关系
。

对该

领域的研究为理解昆虫静电生物学现象提供帮助
,

并为昆虫种内以及种间化学通讯的生理
、

行为提供

理论基础
。

苦豆草是我国西北地区分布广泛
、

产量最大的

一种有毒灌草
,

含有多种生物碱
、

贰类
、

挥发油
、

毒蛋

白
、

有机酸等有毒成分
,

以赵博光教授为首的课题组

对苦豆草的毒性成份进行了分离
、

鉴定和定量分析
,

结合林间试验研究发现
:
苦豆碱对松材线虫 的毒性

远大于常用农药
、

杀线剂对松材线虫的毒性
,

在前期

研究基础上
,

19 95 年提出的
“

双稠 呱陡生物碱对森

林病原线虫毒性的分子基础
”

又一次获得资助 (资助

号
: 3 9 57 05 90 )

。

课题组从多种含双稠派陡类生物碱

的植物中筛选出对松材线虫毒性最强的生物碱—
苦豆碱

,

研究了双稠呱陡类生物碱的化学结构与松

材线虫毒性间关系
,

进而提出了其毒性与生物碱中

的含氮功能团的种类有密切关系的假说
,

该假说不

仅清楚地解释了已知生物间毒性与结构的关系
,

而

且预测了其对松材线虫高毒性的生物碱分子结构
,

为进一步寻找更高效的生物碱和合成高效化合物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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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了理论基础
。

最近
,

这一假说又为新的试验数据

所证实
。

2 几点体会

2
.

1 连续资助促进了学科发展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连续资助为南京林业大学

化学生态学学科建设奠定了重要基础
,

为学校基础

研究注人了新的活力
,

提高了人才培养质量
。

化学

生态学是近 20 年来随着分析仪器的发展和使用
,

使

得非常微量的有机化合物能够快速鉴定而迅速发展

起来的生命科学
、

化学科学和生态学之间的边缘学

科
。

目前该学科在基础研究取得丰硕研究成果的同

时
,

还培养硕士
、

博士研究生十多名
。

多学科交叉的

研究内容
,

使研究生在创造思维
、

综合判断能力
、

实

验方案设计
、

数据分析以及野外试验等方面的能力

都得到很好的锻炼和提高
,

也为他们今后从事科学

研究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
。

2
.

2 连续资助加强了科技国际合作

广泛的国际合作和交流
,

是当今世界科学发展

的重要趋势
,

也是加速发展我国基础性研究有效的

手段和途径
。

赵博光教授多次参加国际学术研讨会

议以及邀请加拿大
、

美国等国外专家与留学回国人

员讲学等都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
,

频繁

的国际合作交流进一步加深了科研人员对当前本学

科前沿和热点的了解
,

开阔了研究和解决问题的思

路
,

提高了我国基础研究水平
,

进而又促进研究领域

的国际合作
,

目前该学科的在研国际合作项 目已达

4 项
。

2
.

3 连续资助促进了创新

科学研究的灵魂是创新
,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对

在研基金项 目在研究过程中产生的创新思想给予鼓

励
、

保护和支持并及时进行资助
,

从而保证了研究内

容和研究成果的连续性
,

也使在此基础上的创新成

为可能
。 “

苦豆草生物碱提取分离生产工艺及苦豆

碱防治松材线虫病的理论与技术
”

就是在研项 目中

产生的新思想
、

新发现
,

在及时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资助后获得的创新成果
。

该创新成果经国家林业

局科技司主持鉴定认为具有国际先进水平
。

从而为

课题向产业化迈进奠定了坚实基础
。

2
.

4 连续资助促进 了应用基础研究的成 果开展技

术创新
、

产品开发
“

双稠呱吮类生物碱对森林病原线虫毒性的分

子基础
”

课题在世界上首次发现有毒灌草毒性成份

中的双稠呱吮类生物碱对林业重大害虫松材线虫具

有强烈的毒性
,

用这些生物碱防治松材线虫病的林

间试验也取得成功闭
,

并申请了发明专利 ;同时还发

现该类生物碱对重要植物病害和国内外重要害虫
,

如北美云杉卷叶蛾
、

杨树天牛等都有很强的活性
,

这

些生物活性不是直接杀死害虫
,

而是影响其取食产

卵
、

卵孵化等多方面的作用
,

因而可形成新型的不污

染环境
、

不会导致害虫抗药性农药从而开发新的控

制害虫的方法 ;还可制成水果
、

坚果及珍贵树木
、

植

物的保护剂
、

植物生长刺激剂等
。

同时
,

课题组还对

其他荒漠有毒灌草如披针叶黄华
、

牛心朴
、

沙冬青等

的有毒化学成份及其对生物的活性进行了研究
,

并

在此研究基础上课题组又提出了培育和综合利用荒

漠有毒灌草
,

防治我国荒漠化的新思路
、

新途径
。

过

去世界各地防治荒漠化大多依赖国家的投人
,

而这

一新途径则可能使防治荒漠化产生经济效益
,

使防

治荒漠化与发展当地经济形成互相促进的良胜循

环
。

该新的技术思路一旦实现
,

将会产生巨大的社

会
、

生态和经济效益
,

前景广阔
,

其意义将十分深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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