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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所三十年

李 振 声
（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所，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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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所正式成立于1959年9月

25日。在这之前，最早叫“中国科学院遗传选种实验

馆”，创建于 1951年 7月，馆长是乐天宇同志。1952

年9月改称“申国科学院遗传栽培研究室”，室主任为

冯兆林教授。195‘年改名为“遗传研究室”，祖德明教

授兼任室主任，冯兆林教授为副主任，行政上隶属于中

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1959年9月25日，经国家科委

批准，遗传研究室与动物研究所的遗传组合并，成立

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所。当时专职副所长为钟志雄同

志，兼职副所长为祖德明教授；全所共有研究人员朽
名，技术人员37名。胡含同志于1977年出任本所第

一任所长。 1987年换届后由李振声教授继任所长。现

在全所共有4“人，其中高级研究人员88人，中级研

究人员149人。全所共有38个实验室，研究内容涉及
植物遗传、动物遗传、微生物遗传、人类群体遗传、医学

遗传、免疫遗传及进化遗传等一系列遗传学研究的领

城。本所也是我国遗传学专业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单

位之一。现有博士研究生导师2人、硕士研究生n-.师
29人。三十年来，共取得科技成果 332项：其中有国

家级科技成果 9项，院、部级科技成果 53项，所级科技

成果262项。近年来，本所承担的“七五”国家攻关课

题有“项，国家高技术发展研究计划、即“八六三”课

题任务10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32项，以及一批

横向联系的研究课题。所有这些项目的研究工作都在

i顺利进行之中。

遗传研究所建所三十年来的发展大致经过了三个

阶段。六十年代，本所科研人员根据利用杂种优势三

系配套的理论，选育高粱的不育系、保持系和恢复系，

先后育成了一个不育系和三个优良杂交组合，推广面

积曾达到2千余万亩，并在全国范围内普及和推广杂

种优势利用的技术和基础知识。 早在六十年代初期，

我所就开始探索在遗传学、育种学研究上应用植物组

织培养的间题，并取得初步的成果。七十年代，随着国

际上生物技术，细胞工程的兴起，本所率先开展了花药

培养研究，最早获得了小麦和水稻等花药培养的再生

植株，并在国际上首先提出了花药培养单倍体育种的

新途径。 首先利用这个途径培育成了小 麦 “花培 1

号”，水稻“花育 1号”等。以后这项新技术被我国许多

科研和育种单位所采用，育出了更多更好的作物新品

种，使我国在这一领域处于国际领先的地位。在这一

阶段，植物原生质体培养、细胞融合和其它组织培养的
技术也迅速地发展起来，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有些还处

在国际领先地位。进人八十年代以后，我所植物分子

遗传和植物遗传工程研究蓬勃发展，并且迅速取得研

究成果。

遗传学的分支学科很多，建所以来，除了上面提甄

的主要方向以外，本所在微生物遗传学、医学遗传学、

人类群体遗传学、动物遗传学、免疫遗传学以及进化遗

传学等方面也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取得了一批有

重要学术意义和应用价值的成果，有的也进入了国际

先进行列。

本所在遗传育种方面有较好的研究基础和相当雄

厚的研究力量。三十年来的科研成果已产生了重要的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本所科研人员承担的841国防

科研任务、高粱雄性不育及其在杂种优势上的应用、水

稻花药培养与单倍体育种、小麦花药培养及其在育种

上的应用、细菌。一淀粉酶高产菌株209的选育和投产

等五个项目荣获全国科技大会奖。妊娠早期产前诊断、

现代化蛋鸡生产体系的研究开发及建设两个项目荣获

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诱变30号大豆新品种荣获国
家发明三等奖。除此以外，由我所科技人员所培育呛

一系列作物新品种的连年推广，为农业生产的稳步发

展作出了较大的贡献。 除六十年代推广的杂交高粱

外，本所先后培育的诸如“科红 1号”小麦、科遗号小

麦、群单 10，和群壮 101玉米品种、遗棉2号、甘薯遗

字 138、京多号和科多号青贮玉米等优良品种都得到

生产部门的欢迎，大面积推广后产生了较大的经济效

益。甘薯优健高增产法已在许多地方推广。本所参加

选育的北京白鸡纯系及配套系品种已在全国20个省、

市大面积推广。还有一些新培育的优良品种正在积极

推广之中，已经或即将产生巨大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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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在跟踪国际上高技术的发展方面也作了

邓署。特别是在植物细胞工程、植物遗传工程、奶牛胚

治工程和免疫抗体等方面，已经取得了一批成果。例

如由粳稻、釉稻和小麦原生质体培养的再生植株；将人
的干扰素基因导人烟草；获得转基因的抗除劳草剂的

大豆植株；橡胶树等多种植物的人工种子的研制；奶牛

胚胎分割四分胚移植成功、抗乙型脑炎病毒杂交瘤细

胞基因文库的构建与重链可变区基因的筛选等。

在基础研究方面：获得了烟草与矮牵牛等种间和

属间的远缘体细胞杂种植株；研究了高粱雄性不育系

中热激蛋白对育性转换的作用；完成了正常水稻和光

敏核不育水稻核基因文库及线粒体基因文库的构建及

特定基因的筛选；围绕雄性不育的分子机制、在水稻线

粒体和叶绿体的基因组和基因定位研究方面也获得了

进展；在国内最早开展了绵羊授精卵移植和胚胎体外

冷冻保存的研究并取得成功；在国内首次获得两对同

卵双犊；在黄盖蝶鱼内发现了抗冻肤，并克隆了抗冻肤

基因，构建了黄盖蝶 DNA基因文库；发现尿嚓徒和／

或次黄喋吟可以作为 DNA遗传密码的编码字母；从
我国收集的148株枯草杆菌中分离到可转化菌株江西

2号一株，其转化频率与美国的168菌株不相上下；发

现半眯氨酸可以诱导细菌和小鼠的抗铬拟表型；发现

平阳霉素是一种高效诱变剂，其诱发染色体畸变的效

率是超诱变剂甲基磺酸乙醋的二倍；创立了博莱霉素

抑制修复，从而大大提高化学诱变剂的诱变效应的方

法；建立了诱变剂处理小麦合子，大大提高诱变效率的

方法；发现核糖体蛋白质对信使 RNA的翻译选择性；

在国内最早开展了产前诊断研究，改进了绒毛细胞制

片的方法；开展了染色体异常疾病、代谢疾病和脆点X

染色体、智力低下等遗传疾病的孕早期产前诊断；开展
了中国各族人群遗传背景和素质的研究，对国内十几

个民族的近亲结婚、红绿色盲、初潮和绝经年龄、皮纹、

苯硫IW味盲率、耳垢类型等进行了调查，同时对二十多

个少数民族和汉族人群的十几个红细胞血型、十几种

酶、十个血清蛋白的基因频率进行了调查，取得了成

果，填补了我国人类群体遗传这一领域的空白；发现了

西藏半野生小麦新亚种；对西藏小麦、大麦遗传群体进

行的研究说明我国很可能是小麦的起源中心之一；对

甘I,民乐县东灰山新石器遗址的农业遗址进行了研

究，初步认定普通小麦、大麦、高梁等作物的炭化籽拉

的’4C年代为 5千年左右。

三十年来，本所科技人员共发表学术论文1367

篇，出版学术专著和科普著作 46部。本所负责编辑出

版英文版 《遗传学报》和 《植物遗传操作》两种杂志。

1978年恢复研究生培养制度以来，累计招收硕士研究

生 175人，其中82人已获硕士学位,61人在读，45人

在国外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累计招收博士研究生8人，

其中1人已获博士学位，7人在读。

三十年来，先后装备了328个实验室，建成实验场

一处，现代化的大温室一座，P3级实验室1个。目前

尚在筹建之中的还有世界银行贷款项目“重要农作物

细胞与染色体工程及其在育种上应用”实验室。截至

1988年12月，本所图书馆收藏图书2143。册；本所订

阅的中、日、西、俄文期刊，最多时达351种，其中外文

原版期刊1”种；1989年保留167种，其中外文原版

43种；是国内较齐全的遗传学专业图书馆 。

三十年来，本所积极开展了国内外学术活动；积极

参加中国遗传学会的各项工作。 近年来接待了来自

美、日、英、法等数十个国家和地区的上千名专家学者

来访，内容几乎涉及到现代遗传学的各个领域；本所派

往国外考察、参观、讲学、和参加各种国际会议的代表

等共计 300余人次，对各种学术会议提交论文 26。余

篇；1984年曾在北京主持召开了国际作物遗传操作学
术会议。

回顾建所三十年的历史，仁所之所以能以较快的

速度发展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是发展农业生

产与控制人口增长的需要；其次是五十年代遗传学的

重大突破，特别是近二十年来遗传工程、细胞工程与其

他生物技术的发展。根据中国科学院三分之二的科技

力量投人国民经济建设主战场、三分之一从事基础研

究和高技术追踪的办院方针，联系本所实际，今后将以

植物遗传与植物分子遗传、植物遗传工程相结合为主

要发展方向，其他学科如微生物分子遗传、动物遗传、

人类医学遗传等相应发展，把我所办成一个既能为国

民经济服务，又能为发展我国遗传科学不断做出贡献、

朝气蓬勃，不断上进的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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