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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ng Yuchen

董玉琛 女 ，农作物种质资源学专家 。
１９２６年 ６ 月 １１ 日出生于河北省高阳县 。 １９５０
年毕业于河北省立农学院 ，１９５９ 年获苏联哈尔
科夫农学院副博士学位 。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
科学研究所研究员 。 我国作物种质资源学科奠
基人之一 。 主持建成我国国家作物种质资源长
期保存库 ，为我国作物种质资源妥善保存做出
了贡献 。多年考察收集 、保存 、利用小麦野生近
缘植物 。发现 ２ 个能使属间杂种染色体自然加
倍的小麦种质 ，育成一批抗病的小麦 — 山羊草
异源双二倍体 。 率先将三个野生近缘属与小麦
杂交 ，获得成功 ，扩大了小麦的遗传基础 。获国
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１ 项 ，省部级奖励多项 。
１９９９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

我的大学处于战乱时期 。 １９４４ 年我在北
平师大女附中毕业后考入北平大学医学院药学

系 。 受到中学同学的影响 ，使我向往革命 。
１９４５ 年暑假后 ，跟随我的中学同学 ，中国共产
党地下党员由北大医学院转入农学院 ，读二年
级 。 １９４５ 年日本投降 ，八年的抗日战争结束
了 ，中国人欢天喜地 。但是 ，国民党政府接管日
伪统治区的大学后 ，要对学生进行甄别审查 。
我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的反甄审等学生

运动 ，同时在此时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 １９４６
年夏 ，国民党在北平镇压学生运动进一步加紧 。
经党组织决定 ，我去了解放区张家口 。不久 ，根

据战争需要 ，解放军准备撤出张家口 。 党组织
安排我们一些在北平有家的学生回去 。 回到北
平后 ，我不能回北大了 ，又不可能找到工作 ，正
在着急的时候 ，我的地下党领导人叫我去报考
河北省立农学院 。 这个学校是抗日战争胜利后
１９４６ 年冬恢复招生的 。 我以为自己以后就要
以革命为职业了 ，只要有个接近群众的身份就
好 ，尽管我在北大已读完二年级 ，还是愉快地考
入了河北农学院一年级 。 不料想 ，我在这里竟
待到了 １９５０ 年毕业 。 这期间我没读什么书 ，因
为当时正值新中国成立前后 ，前半段因国内战
争经常停课 ，后半段我在学校社会活动太多 。
我在大学期间只是磨炼了革命意志 ，树立了革
命人生观 ，在业务知识上却没有打好基础 。

１９５０年大学毕业后 ，我来到位于北京的华
北农业科学研究所作技术员 。 全国解放了 ，我
喜爱科研工作 ，我要在科研岗位上报效祖国 。
１９５４ 年 ，我被派往苏联哈尔科夫农学院读研究
生 ，学习作物遗传育种专业 。 我的导师是苏联
著名的小麦育种家 ，院士尤利耶夫 。 他育成了
很多小麦品种 ，工作十分繁忙 。 我的学习主要
由副导师指导 。 哈尔科夫位于乌克兰 ，是小麦
的主产区 ，多年前种春小麦 ，２０ 世纪初育成了
抗寒性好的冬小麦品种 ，便改种冬小麦了 。 但
是 ，遇到冷冬 ，小麦还有冻害 。我的论文题目是
“冬小麦正反交杂种越冬性的形成” 。 这使我深
深体会到科研问题一定要来自生产 。 我的副导
师是一名高级讲师 ，老太太 ，工作严谨 ，和蔼可
亲 ，她使我牢记科研的每个环节都必须十分严
格 。 １９５９ 年 １ 月我完成了论文答辩 ，获得副博
士学位 。

我在苏联学习期间 ，国内发生了许多变化 。
华北农科所已被改建为中国农业科学院 。 作物
系已被改成作物育种栽培研究所 。在我答辩的
前夕 ，所领导写信给我 ，提到国内在农业合作化
高潮中 ，已把全国的农作物地方品种收集起来 ，
共约 ５０ 多种作物 ２０ 万个品种 ，现在正研究如
何保存和利用这批宝贵的遗产 ，希望我毕业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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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苏联学习这方面的经验 。 我知道中国是农业
古国 ，是世界重要的作物起源中心之一 ，中国的
种质资源非常重要 。 在苏联的列宁格勒（今圣
彼得堡）有全世界最有名的种质资源研究机
构 ——— 全苏作物栽培研究所（今瓦维洛夫研究
所） 。 我完成学位论文答辩后 ，立即来到这个研
究所进修了 ３ 个月 。 访问了该所的每一个系 ，
参观了管理完善的种质库和标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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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对种质资源学科有了
初步了解和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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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改良作物品
种的基因来源 ，任何种质一旦从地球上消灭 ，它
携带的基因便不能再人工创造出来 。 为这个学
科献身是我的历史责任 ，也是我最大的快乐 。
１９５９年 ５ 月我回国后来到中国农科院作物育
种栽培所 ，立即在种质资源事业上投入了工作 。
从此一干就是 ４０ 多个年头 ，尽管机构变动 ，我
的研究专业始终没有变动 。

中国农科院作物所保存着粮食作物种质资

源 ４ ～ ５ 万份 。 为了维持种子的生活力 ，要轮流
种植 ，每年约种 １ 万份左右 ，用收下的新种子把
库里的老种子换掉 ，以保持种子的生活力 。工
作要十分认真 ，做到不杂不错 。 这种工作耗去
了我们 ２０ 年时光 。 “文化大革命”后期 ，我翻译
了瓦维洛夫的经典著作枟主要栽培植物的世界
起源中心枠 ，合译了有关小麦种质资源的枟现代
小麦品种及其系谱枠和枟世界小麦枠 。

１９７８ 年 ，科学的春天来到中国 ，中国农科
院成立了作物品种资源所 。 大规模的作物种质
资源考察收集和建库保存开始了 。 １９８６ 年建
成了现代化的国家作物种质库 ，实现了我多年
的心愿 。我们解脱了年年为保存种子生活力而
种种收收的负担 ，全国的作物种质资源得以入
库妥善保存 。 至 ２０ 世纪末 ，这个库里保存了全
国粮食作物 、经济作物 、蔬菜 、牧草等种质资源
３２ 万份 ，受到了全世界的瞩目 。 ２００３ 年 ，全国
作物种质资源工作者集体获得了“中国作物种

质资源收集 、保存与评价利用”国家科技进步一
等奖 。 这使我认识到 ，只要认真负责 ，持之以
恒 ，平凡的工作也能做出不平凡的成绩 。

２０世纪 ８０ 年代初 ，中国农科院开始招研
究生 。 我带领研究生合成小麦 — 山羊草双二倍
体 ，目的是探讨用山羊草的优良性状改良小
麦 。 波斯小麦与粗山羊草带有的基因组不同 ，
一般是杂种第一代不结实 ，必须对其用秋水仙
素处理 ，使其染色体加倍后 ，杂种后代才能结
实 。 冬季我们把杂种第一代种在温室 ，发现未
经秋水仙素处理的植株有的结了少量种子 。我
想这是违反科学常规的 ，会不会有他处花粉落
在了杂种的柱头上 ？ 我让学生把杂种麦穗刚
抽出吋 ，开花以前就套上纸带隔离 。 套袋的
植株成熟时检查 ，确实结了一些种子 。 我们
查阅文献看到 ，在其他植物上有杂种染色体
自然加倍的现象 。 我们一方面寻找染色体自
然加倍的机理 ，在细胞学上看到杂种的花粉
母细胞减数分裂期有两种异常现象 ，造成了
染色体加倍 ；另一方面用更多的四倍体小麦
与多种山羊草杂交 ，观察杂种自然结实情况 。
结果 ，发现了能使属间杂种染色体自然加倍
的两个小麦种质 。 这样 ，合成双二倍体时 ，不
需用秋水仙素处理 ，就省事多了 。 我们利用
这两个种质 ，在三年中合成了 ２２ 个小麦 — 山
羊草双二倍体 。 它们大都抗白粉病 ，至今还
有人在研究和利用这批双二倍体改良小麦 。
这使我认识到 ，在科学研究上要谨慎对待异
常现象 ，只要科学地追究实验中出现的特殊
现象 ，就有可能得到新的发现 。

从 １９７９ 年起 ，我考察收集小麦种质资源十
余年 ，走遍祖国边疆 ，领略祖国大好河山 。 尝到
了横断山的路难行 ，贺兰山的风难迎 。 欣赏了
内蒙古草原的晨曦 ，黄土高原的日落 。 领略了
长白山植被分布的规律 ，痛惜了小兴安岭上酸
雨对树木和环境的危害 。 两次横跨祁连山 ，三
次登上天山 ，五处濒临国界 。 祖国的辽阔使我
骄傲 。 通过考察 ，我收集到小麦族植物 １０ 个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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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不少属间杂种类型 ，丰富了我国的小麦种质
资源 ；令我确认中国是小麦族植物的世界主要
分布区之一 ；同时肯定小麦族大都是年轻的 、正
在活跃进化着的物种 。 ２０ 世纪 ８０ 和 ９０ 年代 ，
我带领研究生将普通小麦与 ６ 个属的 １０ 余个
种杂交成功 ，使我悟到 ，普通小麦这个异源六倍
体物种在生物进化中是很年轻的 ；小麦品种改
良已有一个多世纪的历史 ，今后小麦育种的重
要途径将是充分利用野生近缘植物的优良基因

提高小麦的产量 、品质 、抗病性和抗逆性 。
我国保存的作物种质资源数量很多 ，但是

利用的很少 。 充分利用的问题一直困扰着我 。
进入 ２１ 世纪 ，植物基因组学的发展使发掘植物
体内隐藏的基因成为可能 。 小麦从其初生起源
地传入我国已有 ３ ０００ 多年历史 ，在我国产生
了许多新的变异 ，尤其是隐性性状的变异很多 ，

如可交配性 、矮秆性和子粒糯性等 。 我深感应
立即着手应用分子生物技术在我国小麦种质资

源中发掘有用的新基因 。 在国家 ９７３ 项目的支
持下 ，我和研究室的同志们一起首先构建了我
国小麦核心种质和微核心种质 。 把 ２００ 多品种
（数量占我国全部小麦种质资源的 １ ％ ，遗传代
表性占全部的 ７０ ％ 以上）送去做各种表型性状
鉴定 ，请大家从中发掘新基因 ，同时从中选育重
组近交系 、近等基因系等 ，并供育种家利用 。

光阴荏苒 ，不觉我已年逾八旬 。 回首我的
一生 ，虽然上学时间较多 ，但读书不精 ；虽然工
作相对稳定 ，但成就不大 。 国家给予我的太多 ，
我做出的奉献太少 。 我仍愿和全室同志 、全所
同志 ，乃至全国同志一起 ，在学中干 ，在干中学 ，
为我国的作物种质资源事业奉献余生 ，报效
祖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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