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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怀瑞 　 果树专家 。 １９２９ 年 ９ 月 ２６ 日
出生于山东省淄博 。 １９５０ 年毕业于山东农学
院 。 山东省苹果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 。长期
从事果树教学 、科研和生产工作 。 在果树碳氮
营养 、根系生物学和丰优技术原理方面取得成
果 ，发明了地膜覆盖穴贮肥水旱栽技术 。 获国
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省部级科技进步奖一等
奖 ２ 项 、二等奖 ４ 项 ，中华农业科技奖 。 ２００１
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

我 １９２９年阴历 ９月 ２６ 日出生在山东省淄
博市城郊的一个中医世家 。 在我 ４ 岁时父亲病
逝 。 尽管生活十分艰难 ，但母亲坚持让我们六
个孩子都去上学 ，有五个完成了大学学业 。 困
难的锻炼促使我们努力学习和工作 ，在岗位上
都有所贡献 。

１９３８ 年后举家迁到济南 ，１９４１ 年我考入齐
鲁中学（后改为市立中学） ，１９４７ 年解放前夕考
入山东省立农学院园艺系 ，是第一届学生 。 当
时基础课学习尚好 ，但动荡的战争年代 ，也影响
了知识的系统学习 。 １９５０ 年我毕业留校任教 ，
１９５８年学校从济南迁往泰安 。

解放后在新时代的鼓舞下 ，学习工作热情
很高 ，学习重视理论联系实际 ，积极参加建校劳
动 ，深入农村参加资源调查 、麦收选种 ，总结群
众经验 。这些都对后来的工作奠定了一个良好
的基础 ，形成了生活俭朴 、务实肯干 、重视理论

联系实际的作风 。
参加工作后有近十年时间侧重资源调研 ，

先后完成了枟乐陵枣生物学特性及品种群枠 ，枟肥
城桃生物学特性及栽培技术枠 ，枟山东柿树品
种枠 ，枟山东木瓜枠 ，枟山东石榴枠等调研报告 ，为以
后对果树器官发生 、分类演化 、品种组群的研究
提供了知识基础 。 １９５２ 年院系调整 ，果树人员
多 ，课程少 ，除担任果树学教学外 ，我还兼作了
微积分 、测量学等课程的助教 ，拓宽了专业知
识 ，后来搞学科交叉协作就是受到这时期的锻
炼影响 。 １９５７ 年到北京农大参加苏联专家进
修班 ，有全国各农业院校园艺系主任及果树教
授 、研究人员 ４０ 多人参加 。 这次学习班对我开
展果树科学研究奠定了良好基础 ，与果树界的
前辈建立了良好的学术交往 ，受益匪浅 。
１９５８ — １９５９ 年有一年时间参加全国果树专家
编写枟中国果树栽培学枠 ，得到了很好的锻炼和
提高 。 从 １９６８ 至 １９９８ 年是我开展教学 、科研
和生产推广的繁忙阶段 ，也是业务上有创新 、出
成果的阶段 。 根据对果树根系 、营养生理 、树体
结构生物学的研究基础 ，结合在果树生产第一
线实践中发现的问题 ，形成了一些自己的观点 ，
也创新了一些改善果树生长环境的技术 ，得到
了较大范围的推广 ，取得了一定的社会经济效
益 。 后期将主要精力投入学科建设和人才培
养 ，所在的果树学科 １９８３ 年被评为硕士点 ，
１９９３ 年成为博士点 ，１９９５ 年建成博士后流动
站 ，１９９８ 年成为园艺一级学科 ，２００２ 年果树学
科成为国家重点学科 。 组建的团队团结协作 ，
学科交叉 、理论联系实际 、务实肯干也逐渐成为
本学科的团队特色 。

我这一生经历了很多波折 ，但坚持了一个
积极乐观的人生信念 ，把果树事业融入全部生
活中 。 回首从事果树学教学科研生产工作 ５５
年 ，我有以下几点收获和体会 。

一 、明确研究方向 ，持之以恒
取得任何有效的成果和学术进展 ，首先需

要确定有价值的研究方向并持之以恒坚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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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 。 我年轻时发现果树生长 、结实出现的许多
问题都和根系有关 ，而人们往往重视地上部 ，忽
视或看不见地下部 。 从 １９５５ 年与研究组的同
志开展根系研究至今没有间断 ，对苹果根系发
生演化的分类及诱导 ，生态型 ，介质 、界面效应 ，
补偿效能 ，根分泌 ，化感效应及根际环境 ，根际
微生物 ，合理稳定营养空间 ，根系冗余生长 ，根
系程序死亡 ，根信号等已形成了几个学术分支 ，
多有新的发现 ，这些成果都在果园土壤管理和
创造大面积丰产上得到了广泛应用 ，效果显著 。
提出了“苹果根系是对环境反应敏感 、生态变异
大 、非整体性补偿功能结构” ，是“营养源 、信号
源和耐逆调节多变体”的观点 。 果树根系研究
在本学科形成了研究方向 。

从上世纪 ６０ 年初开始带领教研室的同事
利用同位素技术进行苹果 C 、N 营养生物学研
究 。 对不同植株类型 、不同器官 、不同负荷条件
下的 C 素同化 、转化 、运输 、分配和光合胁迫生
理进行了系统工作 ，对贮藏营养在树类转化中
的作用 ，植株营养的 ４个阶段性划分 ，果实营养
的多源性及局部性阶段划分 ，负荷对营养分配
与器官产生的影响等方面的机理有所发现 ，为
枝类结构调整 、五种树类型划分及树型改造 、负
荷标准 、养根壮树提供了理论依据 。 对 N 素的
年周期吸收和转化 ，N 形态的吸收差别 ，施 N
对土壤环境 、植株发育和果实品质的影响 ，以及
根外追 N 的吸收规律等进行了广泛研究 ，在栽
培技术上提出了“看碳施氮 ，以氮促碳 ，养根壮
树 ，优质丰产”的观点 ，得到广泛接受 。

坚持研究方向不断深入 ，一要靠群体智慧
不断找到新的生长点 ；二要密切联系生产实
际 ，延续系统成果积淀所发挥的作用 ，在更宽
基础上 、多领域发挥应用效益和进行技术
创新 。

二 、长期深入生产实际 ，在实践中有所发
现 ，有所创新

自参加工作后长期到生产一线向有经验的

农民专家学习 ，千千万万的果农实践日积月累

有极其丰富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 ，利用自
己的理论知识与群众经验的结合是创新最有效

的道路 。 先后在果区实验调研 １０年 ，总结整形
修剪经验 ，于 １９５８ 年在以劳模陶遵祜经验的基
础上 ，创造了苹果“三大主枝主干疏层型” ，提出
了“枝组”概念及枝组培养 ，“树型分类及类型转
化的提高 ，贮藏营养为核心” ，修剪技术上提出
“以优势部位枝量及枝类调节和树冠枝量布局
为关键”等技术观点和方法 ，这些经验至今一直
在生产上广泛应用 。 “文革”期间在禹城蹲点搞
双行密植丰产试验 ，获得了大面积早期丰产 、农
民增收 ，形成改盐种植经验 ，以后又用 １０ 年在
沂蒙山区及烟台果区改造瘠薄地完成百万亩幼

树优质丰产 。 针对山区瘠薄地果园创造的“地
膜覆盖穴贮肥水技术” ，平原夏涝地创造的“起
垅沟草制”等 ，技术简单 ，理论可靠 ，效果突出 ，
短期内即在全国得到了广泛推广 。在山区建设
中提出“封闭养护”的观点受到省里的重视 。通
过技术创新和技术整合 ，提出的设施栽培技术
体系“预备苗培育 — 限根生产 — 二次枝成花 —
变温提高质量”得到广泛应用 。 这些成果是基
础研究与实际生产结合取得的 ，所以能得到有
效的推广和较大的效益 。 这三十年深入实践也
培养了和农民的感情 ，形成了自己生活俭朴 、研
究务实的作风 。

在技术推广上我的心得是农业技术是多因

素影响的复杂工程 ，要坚持反复验证 ，推广要谨
慎 、必须十分可靠有效 ，要对农民负责 。

在团队和群众结合的长期生活中可以净化

灵魂 ，肯干务实 ，获得信任而增强创业信心 ，要
兢兢业业地做事 ，关键要做成事 。

三 、重视人才培养 ，重视学科交叉 ，建设高
水平的团队

我所在的果树专业教师许多是解放后从

山东大学 、金陵大学合并过来的 ，力量较强 ，
但由于有一段特殊的历史阶段发生了人才断

层 。 农业是个应用学科 ，经验性强 ，要想快速
提高 ，要拓宽知识基础 ，跟上新思路 ，培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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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快速成长为骨干是事业发展的核心 。 为适
应形势的需要 ，跟上科学快速进步的形势 ，克
服自我单位知识狭窄 ，２０ 年来我们坚持博采
多家之长 ，实施学科交叉 ，积极培养青年梯
队 ，学人之长 ，补己之短 。 先后组织了生理 、
生物技术 、化学 、数学 、物化胶化 、土壤农化 、
病理 、经济等多学科专家参与果树学科的导
师梯队 ，组建了全国重点果树学科的校际联
合体 ，发挥学科交叉 、校际结合的优势 ，培养
了一批博士后 、博士 、硕士研究生 ，使学生有
良好创新研究的基础 ，毕业后在各自的岗位
上取得了良好成绩 。 通过参与果树的博士生
导师组 ，有 ４ 人在自己的相关学科申请新上了
博士点 。 果树学科的博士后流动站 ２００５ 年

获全国优秀博士后工作站称号 。 还先后派出
１０ 名教师到华中农大 、西北农大 、中国农大 、
沈阳农大 、浙江大学 、中科院以及美国 、法国 、
日本 、韩国等地攻读博士学位或进修 ，学各家
之长 ，回校后参加学科建设 ，对国家重点学科
建设起到了骨干作用 ，新一代优秀骨干已初步
成长起来 。我的责任就是引导青年既要追赶前
沿 ，又要密切联系生产 ，服务三农 ，服从需要 ，稳
定方向 ，扎实苦干 ，健康成长 。

我愿意和青年平等地在一起 ，这可增加工
作的活力 、精神愉快 、身体健康 。 事业在发展 ，
坚守着希望和责任 ，可享受到大家庭的温暖 ，为
团队 、为农民群众服务的乐趣 ，感受到事业兴
旺 、精神富有的欣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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