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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学界的一枝奇葩

— 记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系统与进化植物学

重点实验室及其创新研究群体

张志耘
`

屈红 霞十

*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系统与进化植物学重点实验室
,

北京 10 0 09 ;3

十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研究所
,

广州 5 10 6 5 0)

自然界的生命多种 多样
,

繁衍生息
、

不断变化
,

形成了纷繁复杂的世界
。

生命进化现象一直是生物

学家关注的焦点
,

生物 的系统发育和进化机制是探

索生命奥秘的主要内容之一
。

在北京香 山
,

有一个

锲而不舍的研究群体
,

一直在孜孜不倦地致力于探

索植物系统发育和进化的过程和机制的研 究
,

这就

是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系统与进化植物学重点实

验室
。

2 001 年
,

以该实验 室中青年研 究骨干 为核

心
、

以葛烦研究员为学术带头人组成的研究群体
,

获

得了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
“

创新研究群体科学基金
”

项

目资助
。

该研究群体人才济济
、

充满生机与活力
,

平

均年龄 38 岁
,

绝大多数具有博士学位
,

在植物系统

与进化研究的不同领域开展了多年的研究
。

在研究

群体中
,

一位获得国家 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资助
,

两

位获得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的
“

海外青年学者合作研

究基金
”

资助
,

一位入选中国科学院
“

百人计划
” ,

一

位获得全国首届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
,

两位获得 中

国科学院院长奖学金特别奖
,

两位作为主要参加者

分别获得国家 自然科学奖二等奖和三等奖
,

5 位为

博士生导师
。

此外
,

该研究群体还有研究员 2 位
,

副

研究员 2 位
,

助理研究员 2 位及 2 位博士后
、

7 位博

士和硕士研究生
。

十几年来
,

该实验室在老一辈科学家的领导下
,

围绕着植物系统与进化
,

从参与小型的研究项 目开

始起步
,

逐步过渡到能独立承担和主持国家和有关

部委的重要科研项 目
,

其中包括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

项 目
、

科技部和中国科学院的重大项 目和重点项 目
。

在此过程中
,

他们从独立针对具体科学 问题进行研

究转变为与国内外同行联合和协作
,

共同在更深层

次探讨具有 重要 理论意义 的科学 问题
,

成果斐然
。

为了发挥实验室研 究群体成员各 自的学科特长
,

根

据该领域的国际发展和 国家需求
,

他们不断调整研

究方向和研究内容
,

加强 实验室建设
,

团结协作
,

取

得了明显的实效
。

在 2 0 0 1年 5 月结束的
“

国家重点

实验室评估 (也包括部分部门开放实验室 )
”

中
,

以创

新研究群体为主体的该实验室已跃居全部生命科学

领域 56 个参评实验室 (其 中 33 个为国家重点 实验

室 )的第 8 名
,

在 中国科学院参评的 20 个 实验室 中

名列第 4 ( 9 个院开放实验室 中名列第 1 )
。

正如专

家评审组在
“

国家重点实验室评估意见书
”

所述
,

该

开放室
“

对我国植物系统发育及进化研究的发展做

出了重要的贡献
” , “

已成为我国系统与进化植物学

科的研究基地和人才培养基地
,

也是国际上该领域

的重要实验室之一
” 。

迄今该实验室作为主持单位

已获得 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1项
、

二等奖 1 项
、

三

等奖 3 项
,

国家科技进步奖三等奖 1项
,

中国科学院

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2 项
、

二等奖 2 项
,

中国科学院科

技进步一等奖 2 项以及其他省级奖励 10 余项 ; 发表

专著 75 部
,

研究论文 9 18 篇
,

其中 义 I 收录 刊物论

文 1 92 篇
。

1 瞄准前沿
,

率先开展植物分子系统学研究

系统植物学是一门综合的学科
,

而分类学是植

物系统学发展的最重要基础
。

前些年
,

经典分类学

获得经费支持比较 困难
,

全国范围内从事经典植物

分类的专业人才数量锐减
,

许多原来在分类学上很

有优势的单位都面临后继无人的危机
。

该实验室也

面临着困难的局面
。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
,

分子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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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和广泛应用
,

为系统和进化 生

物学研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契机
。

由于生物信

息大分子 (核酸和蛋白质 )包含大量的进化方面的信

息
,

加上计算机技术的应用
,

越来越多的分类学家和

古生物学家开始利用分子证据进行系统发育重建
。

2 0 世纪 90 年代初
,

面对国际上该领域发展的新挑

战
,

围绕着实验室是否开展分子系统学研究
,

有两种

截然不同的观点
,

就连一些有名的外 国专家也持反

对意见
,

认为实验室缺乏基础和条件
,

担心国外的先

进技术没学到
,

反而丢掉了原来的优势
。

室主任洪

德元院士认真听取了学术委员会的意见后认为挑战

与机遇并存
,

失败与成功并存
,

中国的植物学家应该

不失时机地迅速开展这一前沿工作
。

于是
,

全室人

员齐心协力
,

克服种种困难
,

开始着手筹建分子实

验室
。

在经费十分紧张 的状况下
,

同时还要克服香

山风景 区不能使用 同位 素这一困难
。

邹喻苹研究

员
、

汪小全博士和张大明博士等为摸索和建立各种

实验方法花费了多年时间
。

他们将 自己的研究工作

暂时放在一边
,

不管是炎热的夏天还是寒风凛冽 的

严冬
,

日以继夜地泡在实验室里
。

正是一群年轻人

这种无私的奉献和执著的追求
,

为分子实验室奠 定

了坚实的基础
。

后来
,

在 中国科学 院和植物研究所

领导的大力支持下
,

又扩建了原来实验楼的空间
,

使

分子系统学的研究在短短的几年内迅速开展起来
,

并取得了显著成效
,

大量论文发表在国内外核心刊

物上
,

从而也开始引起国际上的关注
。

事实证明
,

上述决策是正确和具有远见的
,

该实

验室在保持和推进既有传统学科 (系统
、

进化和分类

学 )领域优势的同时
,

由于在国内率先开拓了植物分

子系统学这一新的研究领域
,

培植 了一些新的学科

生长点
,

搭建了新的研 究平台
,

因此
,

培养和造就 了

一批年轻的学术带头人
,

他们在该领域逐渐取得 一

系列重要成果
。

例如
,

洪德元院士
、

张大明博士和葛

颂博士从 19 94 年开始注意到稻属中存在一些关键

性的重要理论问题
,

10 年来
,

该实验室 先后组织了

十余位年轻的科研人 员和博士生
,

围绕稻属 的系统

与进化以及保护生物学等科学问题
,

进行了卓有成

效的深入研究
,

他们与美国密西根州立大学桑涛博

士和国际水稻研究所 (菲律宾 )的卢宝荣博士共同合

作
,

在国际上首次构建 了稻属全部 10 个基因组 23

个物种之间的关系
,

确定了稻属 中最后 一个染色体

组类型 ( H K )
,

阐明了稻属中大多数异源四倍体的起

源
,

同时对中国野生稻开展了较为深入的保护遗传

学研究
,

迄今已有 20 余篇有关稻属系统和进化研究

的论 文 发 表 在 了予护6
、

刃笼子
、

为刀子 J 五幻t
、

月而心艺却
、

。 洲印 ,龙
、
了为龙” Z

J 厂公
之nt s i 等国外著名刊物 上

。

又

如
,

汪小全博士自 19 93 年研究银杉的遗传多样性及

其濒危机制以来
,

发现了裸子植物中很多独特的进

化间题
,

进而利用三个基 因组的代表基 因序列分析

重建了松科植物的系统发育
,

揭示 了 4 CL 及
。 ad 基

因家族的进化规律
,

论文发表在 几肠Z及of E切 l
、

尸勿nt

易以 且
。 2

.

等著名刊物上
,

他近年来主持
“

973
”

的二级

课题
,

指导研究生在高山松的起源
、

落叶松属的分子

进化与生物地理学及马先篙属的适应辐射等研究方

面取得了重要成果
。

2 不断开拓
,

努力挤身国际先进行列

分子系统学和分子进化研究在我国起步较晚
,

就整体而 言
,

与 国际先进 水平比仍有较 大差距
,

为

此
,

实验室一方面努力 吸引和培养更多的年青人从

事该领域的深入研究
,

另一方面也充分利用各种机

会有 目的有计划地加强与国外高水平的研究机构合

作
,

不断提高研究水平
,

努力挤身国际先进行列
。

为了加快优秀年轻人才的培养
,

采取派出去
,

请

进来
,

给年轻人压担子
、

开展国际合作项 目或鼓励科

研人员到国外进修和合作研究等一 系列措施
,

使年

轻人尽快掌握该领域研究的新方法
,

努力与国际接

轨
。

多年来
,

他们利用我国植物资源十分丰富的得

天独厚的条件
,

围绕国际研究的热点
,

利用各自的学

科特长
,

以分子生物学手段为主
,

整合化石
、

形态学
、

细胞学
、

胚胎学和花形态发生等多种证据
,

瞄准植物

系统发育
、

物种形成
、

进化过程和机制等重要理论问

题
,

在植物进化生物学领域开展了一系列综合研究
。

19 99 年通过 实施中国科学院的
“

百人计划
” ,

实验室

吸引了在瑞典的王晓茹博士来实验室工作
,

她在对

高山松物种形成进行多年研究的基础上又与汪小全

研究员和张大明研究员合作
,

深入探讨了高 山松的

物种形成机制问题
,

多篇研究论文发表在 6价2以盆: 、

入蛋
,

阮
“勿 r
及况哪烈

、

工叹子及为
刀『 J 且址 等本 领域权威

刊物上
,

标志着我 国在杂种式物种形成研究方面 已

站在国际前沿
,

并有力地推 动了国内该领域研究的

开展
。

为了保证研究课题的创新性和前瞻性
,

实验室

通过积极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和交流活动
、

举办 国际

研讨会和双边互访等形式
,

与国外优秀科学家长期

合作
,

及时了解国际前沿及其发展动态
,

关注该领域

新的生长点
。

路安民研究员领导的系统发育研究群

体
,

从 1 9 9 5年起就与美国佛罗里达大学的植物学家

扭\云因崔麟诈个口ǎ一(ù洲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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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 t e v e n R
.

N b n hc e s t e r
教授和 D a v id L

.

压 cI he r
院士开

展被子植物起源与演 化的合作研 究
,

先后得到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 2 个重点项 目和美国科学基金会的专

项资助
。

目前
,

陈之端领导的系统发育重建创新研

究组与世界几个著名 的分子系统学实验室
,

即英国

N肠r k w
.

C h a s e ,

美国的仇寅龙和 1无 u g las E
.

阮 l ti s
领

导的实验室均有实质性的合作
。

连续三年参加 由

D
.

E
.

阮 ilt s ,

P
.

黝 ilt s ,

D
.

L
.

n lc h er 和 P
.

eH
r e n d e en

主持的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重大国际科学研究计划

一
块 eP 下 n l e ,

该小组对 E瑶日les 和 阴 J a n ht a c ea e
的

研究是这个计划 中的重要 内容
。

几年来
,

该研究小

先后在 山浓丫 J OB
t J 心m 之

J f 吸z nt 反 i
,

几肠Z外 yl 诞ern

E 以〕l 等国内外学术期刊上发表学 术论文逾百篇
,

成

为世界植物系统发育研究领域中十分活跃并有一定

影响的研究群体
。

经常举办不同形式的高级学术研讨会是实验室

常年不懈的活动
,

由该实验室筹办和承办的
“

中国

科学院分子系统学和分子进化
”

国际学术研讨会于

20 0 2 年 7 月在 中国科学院 植物研 究所隆重召开
。

葛颂研究员
、

王晓茹研究员
、

张大明研究员等一批年

轻学者在会上就植物分子 系统发育重建 的研究历

史
、

目前取得的成果 以及存在的问题分别做了详 细

的论述
,

引起很大反响
。

大会充分展示了当前国际

上本领域研究的最新动态
,

是我国首次从动物
、

植物

和微生物三个学科的综合角度进行分子系统学和分

子进化的高层次的
、

较大规模的学术交流
,

促进 了多

个学科互相交叉与渗透
。

如今
,

该实验室一些成员 已开始活跃于国际舞

台
,

多次应邀参加国际性学术会议
,

并作大会报告
。

例如
,

2 0 00 年 10 月在菲律宾国际水稻研究所 (正叹 I )

召开的第四届国际水稻遗传学大会上
,

葛颂研究员

特邀做了题为
“

Phy l呢 e l l y of het ge un
s (〕妙

z a as
~

al ed

by
o l e e u lar a p poar

e he s , ,

的大会报告 ; 2 00 2 年 9 月在

北京国际科技会展中心召开了国际水稻大会
,

葛颂

研究员又应邀作 了题为
“

ior ig n a n d iert cu laet veo l iut on

of te七旧 P l o i d s P e e i e s of (妙
z a r e v e a l e d ht or gu h n l 通e e u lar

a p p rD a c h es
”

的分组报告
。

张志耘研究员作为
“

国际

茄科会议学术委员会
”

中亚 洲的唯一代表
,

应邀于

2 0 0 0 年 7 月参加 了在荷兰奈梅亨大学植物园举行

的第五届国际茄科会议
,

并做了茄科天仙子族植物

的系统与演化的大会报告
。

2 00 2 年 2 月 21 日
,

罗毅

波研究员应邀在 日本国际兰花博览会上作 了题为
“

A g e n e ar l er vi ew of t h e

sut dy a n d c o 们̀ e r V a t l
on

s t a tU s of

ht e Ch i en s e

ocr h i ds , ,

的大会报告
。

3 凝聚人心
,

营造团结向上的宽松氛围

一个群体要有竞争力
,

首先就要有凝聚力
。

多

年来
,

该实验室致力于感情投资
,

感情留人
。

植物所

地处北京郊区
,

20 世纪 90 年代初
,

大批年轻人毕业

留在实验室工作后
,

面临工资较低
、

生活不便等许多

困难
。

实验室领导想尽办法为每个单身职工配备 了

煤气罐
,

洪德元室主任亲 自为解决他们的住房 多方

奔波
,

并在实验室经费不大富裕的情况下
,

给每个研

究生每月补发一定的生活费
,

使年轻人感到了实验

室集体的温暖
。

实验室党支部在张志耘书记的带领

下
,

也配合实验室各项工作
,

进行精神文 明
、

职业道

德及科研作风的教育
,

为各项研究工作的顺利完成

提供有力的组织保障和政治保障
。

19 99 年新年
,

实

验室有位科研骨干摔伤脊椎
,

从伤员开刀到住院治

疗期间
,

连续一周多每天 24 小时都安排了人员到医

院陪护
,

帮助他度过 了最困难的 日子
。

2 0 01 年一位

年轻的博士得 了急性胰腺炎
,

室里的学生轮流给他

值班
,

使他很快就康复 出院
。

实验室还有一批像张

宏耀行政秘书这样默默无闻地奉献在技术和后勤工

作岗位上的无名英雄
。

正是通过这些素质教育和平

时生活中的点点滴滴
,

深深地感动了室里的年轻人
,

也激发了他们勤奋工作
、

刻苦钻研的极大热情
。

目

前
,

该实验室的骨干大多具有在国外求学和合作研

究的经历
,

他们放弃国外优厚的待遇
,

怀着对祖国的

忠诚和对祖国植物学研究事业 的热爱
,

多年来立足

于国内
,

深深扎根于祖国这片沃土
。

当年留下来的

一批年轻人也脱颖而出
,

成为创新研究团体的骨干
。

例如
,

张大明博士与美国密西根州立大学桑涛博士

合作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

海外青年学者合作研

究基金
”

资助
,

2 002 年陈之端研究员与美国麻省大

学仇寅龙博士合作申请的
“

海外青年学者合作研究

基金
”

获得资助 ;年轻的杨亲二研究员已成为 《植物

分类学报 》的主编 ; 学术带头人葛颂博士毕业后只用

了 5 年即成为博士生导师
,

2 0( ) 0 年 获得 国家杰 出青

年基金获得者
,

并走上了实验室主任的岗位
。

在老

一辈科学家与中青年科学家的共同奋斗下
,

以创新

研究群体为主体的实验室也获得了一些国家级的重

要成果
,

例如
,

由实验室老主任陈心启研究员主持的
“

中国兰科植物研究
”

获 2 0 01 年中国科学院一等奖

和 2 0 02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

年轻的罗毅波

研究员是该项成果的主要参加者
。

由应俊生研究员

主持的
“

中国特有属植物 的研究
”

荣 获 19 97 年 中国

科学院一等奖和 19 99 年度国家 自然科学奖三等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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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年科研人员李良千研究员是该项 目的主要完成

者
。

现在
,

该室一批优秀中青年科学家已崭露头角
,

其中有 5 位博士生导师不到 40 岁
,

已有 2 人获中科

院青年科学家奖
。

在平时的研究工作中
,

实验室一贯提倡平等
、

自

由
、

严谨
、

务实的学风
。

老师与学生平等交流
、

学术

上鼓励百花齐放
。

每次讨论
,

大家畅所欲言
,

踊跃发

言
,

即使是有些不成熟的想法
,

年轻人也毫无顾忌地

开诚布公
。

实验室还特别注意发挥王文采院士
、

洪

德元院士
、

汤彦承研究员
、

陈心启研究员和路安民研

究员等老一辈科学家的作用
,

让他们给年轻人讲授

植物系统学的过去
、

现在和展望将来
。

在培养研究

生方面
,

专门成立了有老先生参加的博士生指导小

组
,

对其开题报告和最后成文都严格把关
。

同时聘

用了一批学术水平高的退休老先生继续发挥余热
,

对年轻人进行传帮带
。

迄今开放室培养的研究生不

仅数 目多而且质量高
,

已有 2 人获全国优秀博士论

文奖
,

2 人获中国科学院院长奖学金特等奖
,

5 人获

中国科学院院长奖学金优秀奖
,

以及 20 多人次获其

他各类冠名奖
。

洪德元院士和路安民研究员分别于

19 99 年和 2 00 1年被评为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的

指导教师
,

并分别于 2 0 00 年和 2 0 02 年获中国科学

院宝洁优秀研究生导师 奖
。

实验室党支部于 19 99

年被中国科学院评为先进党支部
,

实验室被 国家人

事部和中科院评为 2 0 01 年度中国科学院
“

先进集

体
” 。

如今
,

实验室里关心集体
,

乐于为公的风尚蔚然

成风
,

优 良的装备
、

团结 向上
、

宽松的学术环境和浓

厚的科研氛围
,

使得开放室具有很强的号 召力和凝

聚力
,

并 已形成一个以青年科学家为骨干
,

老中青结

合
、

充满朝气
、

团结协作的科研群体
。

4 创新求真
,

奋力迎接新的挑战

在该实验室哺育下应运而生并获得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资助的创新研究群体正面临着新的挑战与机

遇
。

他们希望以
“

创新研究群体科学基金
”

项目实施

为契机
,

努力做出高水平的原创性工作
。

最近
,

在项

目负责人葛颂主持下
,

创新群体及时召开专 门的研

讨会
,

根据国际上该领域的最新发展
,

他们确立了今

后的 目标和研究 内容是
:

在进化理论和系统发育理

论的指导下
,

采用发育生物学
、

分子遗传学和生物信

息学方法
,

以器官发生或重要适应性状为对象
,

研究

植物进化历史上重大和关键形态性状 (种子
、

花被
、

雄蕊与心皮 )的形成与分化
,

植物适应性性状的起源

和遗传基础
,

在分子水平上揭示植物物种及其 以上

大类群起源的遗传
、

发育和进化机制
。

大家集思广

益
,

对项 目进行必要的分解 (分解为 7 个研究专题 )
,

确定各专题的负责人和 主要参加者 ;落实项目经费

使用
、

人员的分工与合作和研究内容
,

同时对项 目所

涉及的学术问题进行深入研讨 ; 确立项 目的近期 目

标和长远 目标 ;决定在项 目实施过程中定期召开学

术研讨会
,

汇报项 目的进展和问题
,

交流研究成果和

经验… …
。

我们有理 由相信
,

在不久的将来
,

创新研

究群体的这些年轻人一定能够做出世界瞩 目的成

就
,

让他们所在的系统与进化植物学重点实验室宛

如我国与世界植物学界的一枝奇葩
,

在科学的春天

里 日益焕发出它的夺 目光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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