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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智宏——中国植物科学和高等教育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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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上海交通大学农业与生物学院, 上海  200240; 2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北京 100871)

许智宏先生

许智宏先生, 植物生理学家。现任北京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上

海植物生理生态研究所研究员。1959―1965年在北京大学生物系学习, 
1965―1969年在中国科学院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攻读研究生, 毕业后留

所工作。1979―1981年在英国John Innes研究所和Nottingham大学作访

问学者, 1989―1992年(每年3个月)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作访问教授。1988
年晋升为研究员。历任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副所长、所长, 植物分子遗

传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 中国科学院副院长(1992―2003年), 北京大学校

长(1999―2008年)。曾任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
计划)生物工程专家委员会委员(1994―2001年), 科技部重大基础研究计

划(973计划)专家顾问组成员(2004―2019年), 国际植物组织培养和生物

技术协会主席(2002―2006年), 中国植物生理学会秘书长、理事长, 中国

细胞生物学会副理事长、理事长, 中国生物工程学会和中国植物学会副

理事长等。中国科学院学部第二、三和五届道德建设委员会主任, 第一、

二届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委员会副主任

(1994―2000年), 第十、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教科文委员会委

员。1994年起担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计划中国委员会主任。

1995年和1997年分别当选为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和中国科学院院士。

科学人生

引领植物细胞培养、植物发育生物学研究    
许先生从本科学习、研究生攻读、访问交流

期间开始, 就一直保持着对科学研究的敏感性和对

前沿科研领域的把握和前瞻性, 这也为他后来作为

我国植物/生命科学研究领域的重要组织者奠定了

重要基础。他在科学探索领域涉猎广泛, 直接从事

和指导的科学探索工作主要包括花粉与原生质体培

养, 植物激素作用机理, 植物形态建成调控机制, 以
及植物春化作用、种子发育调控等方面。

花粉、原生质体与组织培养

在上世纪70、80年代, 植物组织培养, 特别是花

粉与原生质体培养是植物科学研究的前沿领域。许

先生在英国John Innes研究所工作时系统研究了大

麦花粉在低温预处理和培养过程中DNA含量的变

化及其在雄核发育中的作用, 首次发现了花药培养

中的密度效应和花药因子对雄核发育的促进作用, 
并发展了一套高效的大麦花药培养的程序[1], 被国

内外同行广为引用。利用烟草转基因植物首次证明

了绒毡层的生长素代谢对花药培养中花粉胚的发育

具有重要意义[2], 为利用转基因技术调控花粉胚形

成的研究提供了新思路。

许先生上世纪80年代初在Nottingham大学作访

问学者时发展了一套利用萌发种子幼根分离和培养

原生质体的技术, 使原生质体培养的成功率有了明

显提高。他回国后和卫志明先生及同事利用幼根、

未成熟种子的子叶、试管苗等作为材料, 先后从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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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先生(前排右4)与上海植生所老师和研究生的合影, 后排右2为薛红卫

种重要的作物和林木的原生质体培养中成功获得再

生植株, 其中15种为国内外首次报道[3]。1988年突破

性利用大豆未成熟子叶原生质体获得再生植株, 随
后在花生、蚕豆、豇豆等多种豆科植物中相继成功。

这些成功为国内外同行高度评价, 许先生应邀在国

际学术大会多次作专题报告。其中部分研究成果获

1990年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一等奖, 1991年国家自

然科学三等奖。在80年代中期, 随着主要农作物原

生质体培养的进展, 考虑到木本植物育种存在周期

长等困难, 他又领导开展了若干重要林木原生质体

培养的研究, 并在国际上首先获得毛白杨、桑树、

悬铃木等多种木本植物的原生质体再生植株。许先

生的实验室是国际上在原生质体培养方面作出一系

列成果的重要实验室之一。

兰科植物从种子到开花通常需要3~5年。许先

生和他的同事用石斛建立了一个研究兰花开花的实

验系统, 使花芽分化率达80%以上。他们发现, 细胞

分裂素(BA)和多胺对其花芽形成有明显促进作用, 
而这种促进作用又为脱落酸(ABA)的预处理而大大

增强, 为ABA参与诱导花芽形成提供了依据。先生

建立的该系统对兰花育种研究具有潜在的应用价

值。此外, 利用植物组织培养体系建立了名贵切花

安祖花、多种兰花等植物的快繁技术; 利用细胞杂

交技术和遗传转化系统获得了抗虫甘蓝、高产早熟

抗SMV大豆新株系等。

由于许先生在植物组织和细胞培养方面所作

的一系列工作以及在推动中国埴物组织培养和生

物技术方面的贡献, 2002年许先生在美国Orlando
召开的第十届国际植物组织培养和生物技术协会

(IAPTC&B)大会上当选为该协会的主席, 并担任

2006年在北京召开的第十一届IAPTC&B大会主席。

在北京会议上委员会一致同意将协会的名称正式改

为国际植物生物技术协会(IAPB)。

植物激素作用机理

激素是植物生长发育的重要调控因子。许先生

对植物激素领域的研究始终高度重视, 不仅在早期

从事组织培养的过程中关注植物激素的效应, 在之

后的研究工作中也指导学生对植物激素的功能及其

作用机制开展了系统深入的研究。

作为最早发现的植物激素, 生长素在植物生长

发育中发挥重要调控作用。针对生长素极性运输可

能调控植物器官发育的假说, 许先生和他的学生刘

春明在新加坡国立大学蔡南海教授实验室的一系列

研究工作为其提供了直接证据。他们经过数千个胚

胎的解剖和比较培养实验, 在1991年末建立了一个

操作简单、重复性好的植物原胚培养体系, 该体系

能够模拟体内条件下的完整发育途径, 这与许先生

长期从事花粉和原生质体培养的知识和经验密不可

分。这一体系后来也成为了植物早期胚胎培养领域

的经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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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5月, 在石家庄考察遗传发育所承担的973计划小麦项目的田间试验

进一步利用这一系统, 许先生和同事细致研究

了生长素极性运输抑制剂对植物胚胎发育的影响, 证
明了生长素极性运输决定了器官发生的位置, 提出了

植物球形胚中存在生长素的极性横向运输的理论, 该
结果1993年被Plant Cell杂志以封面故事报道[4]并被

Nature等摘要转载, 也被引入美国主流Plant Physi-
ology教科书, 推动了生长素极性运输的研究工作。

此后, 许先生在上海植生所的实验室进一步证明, 
烟草等多种植物的叶的两侧对称生长也需要生长

素极性运输, 后续随着生长素极性运输载体PIN基
因的克隆, 生长素极性运输在器官发生控制中的作

用机制被逐渐阐明, 证实了许先生等当时提出的生

长素作用模型。回顾这一段历史, 刘春明研究员深

有感触, 许先生渊博的知识和敏锐的思维是这一重

大发现的基础, 科学研究最关键的精神是勤于思考、

锲而不舍。

植物的内源信号并不是独立发挥作用的, 对其

相互作用机制的阐明有助于从整体上了解植物发

育的调控机制。在上述成就基础上, 许先生进一步

前瞻布局, 指导90年代的研究生薛红卫(本文的作者

之一, 1999年回到上海植生所)及其研究团队在生长

素信号的交叉互作方面开展研究工作。他们通过

研究证明在油菜和模式作物拟南芥中, 油菜素甾醇

(另一种重要的植物激素)可以促进生长素的极性运

输, 调控植物向性建成和根发育, 并从细胞学水平阐

明了可能机制, 这是油菜素甾醇对植物向性建成的

促进作用第一次在双子叶植物中得到论证[5]。后续

的系统研究鉴定了具有油菜素甾醇结合活性的蛋白

MSBP1并证明其负调控细胞伸长、参与油菜素甾

醇信号调控及植物光形态建成等, 是高等植物中甾

醇结合蛋白生理功能的首次报道[6]。进一步的研究

证明了蛋白酶体活性调节蛋白PTRE1介导了生长素

对蛋白酶体活性的调控及生长素信号重要因子Aux/
IAA蛋白的降解, 为了解生长素信号和作用的精细

调控提供了重要线索[7]; 系统阐明了生长素与磷脂

信号的交叉调控机制, 阐明了磷脂信号与生长素极

性运输和信号互作调控根、子叶等发育以及蓝光介

导的形态建成的机制, 取得了系列创新成果。

许先生关注学生培养, 特别是鼓励学生对相关

知识要有全面和系统的了解。我(薛红卫)刚开展研

究生工作期间, 主要进行甘蓝的原生质体培养工作, 
那时候分子生物学相关的工作还很少, 还记得先生

在他出国访问期间特别写信嘱咐我, “不仅要掌握和

了解植物组织培养, 还要注意学习遗传学、发育生

物学、生物化学等相关领域的知识, 全面了解, 为后

续工作的深入开展打下扎实基础。”博士后工作结

束我回国至今近20年, 也开始培养研究生, 随着工作

的深入, 对这点的感触更为深刻, 更感觉到全面的知

识体系的重要性, 也将此作为对实验室学生的要求, 
促使他们早日成才。

植物形态建成调控机制

有性生殖是大多数多细胞生物完成生活周期

的共有机制, 一直为研究者所关注。许先生在北大

学习期间就对植物性别分化的调控机制十分有兴

趣, 在1999年担任北大校长后, 和本文作者白书农一

起直接指导研究生开展黄瓜单性花发育的调控机制

研究, 并在理解植物性别本质和性别分化机制方面

取得了新突破。他们从发育生物学的角度对黄瓜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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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育的过程进行了详细的形态学描述, 确定了单性

花分化发生的时间[8](该结果被多篇论文作为对黄瓜

花发育阶段描述的标准), 发现乙烯异常导致黄瓜雌

花雄蕊中花药原基特异的DNA损伤, 进一步提出植

物性别分化的本质是保障异型配子形成的体细胞分

化, 单性花在本质上是植物中一种促进异交, 增加变

异及对环境适应性的机制, 与性别分化现象并没有

必然的内在联系[9]。该成果突破了过去人们试图通

过单性花发育机制研究来探讨植物性别分化机制的

局限, 为揭示植物性别分化的调控机制提供了一个

全新的视野。

春化作用的分子机理

冬性和二年生植物(小麦油菜等作物、果树、

蔬菜花卉等)需要越冬才能开花结实(即植物春化作

用), 是一个重要的农艺性状。许先生洞察其前沿

性, 在中科院(重点项目)和国家(国家基础研究“攀登

计划”)层面对其进行了大力支持, 并在中科院植物

所直接指导博士后种康开展了系统研究, 证明接受

春化的器官是幼叶, 而并非茎端分生组织; 并发现

VER2的蛋白磷酸化介导蛋白质糖基化控制的春化

作用[10-11]。该成果不仅阐明了春化作用的分子机理, 
也为发育生物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线索(后续发现果

蝇蛋白的糖基化介导发育调控)。
植物种子发育研究

植物种子和胚乳发育一直是植物生殖发育研

究和作物遗传育种关注的热点, 但对于其发育控制

的具体分子机制尚不十分清楚。控制胚乳发育的关

键基因也鲜有报道。为提升我国植物发育生物学和

生殖生物学研究, 加强我国在农业科技方面的自主

创新能力, 许先生前瞻部署, 鼓励课题组从2002年起

开展了种子发育调控的研究。通过转录组、功能基

因组学、甲基化等分析, 开展了种子发育的遗传和

表观遗传研究, 鉴定了种子发育调控的关键基因, 取
得了系列进展。在许先生的推动下, 我进一步组织

了国家重大科学研究计划项目“植物胚乳发育及储

藏物质累积的分子调控机制研究”(2012年), 对植物

胚乳发育的调控机理和分子调控网络开展了系统研

究。

许先生注重科学总结, 他在早期参与编译了

《植物组织和细胞培养》一书(1978年), 这是我国第

一本全面系统介绍植物组织培养的书。他还主编或

参与主编完成了《经济植物组织培养》(1988年)、《植

物原生质体培养及遗传转化》(1997年)、《植物生物

技术》(1998年)、《植物发育的分子机理》(1998年)、
《植物激素作用的分子机理》(2012年)、《植物细胞

分化与器官发生》(2015年)等专著, 大力推动了植物

生物技术、植物发育生物学等相关领域的研究。

运筹帷幄, 推动植物分子遗传学研究 
1983年5月, 许先生担任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

副所长, 并于1990年12月开始担任所长。20世纪80
年代中期, 正值中国科学院的研究所进入改革、开

放的转折时期, 难度大, 机遇多。研究所的发展除了

大环境外, 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单位领导班子的正

确判断、决策和努力。

许先生担任研究所副所长期间分管科研工作, 
为了适应形势发展, 从1985年下半年开始, 在沈允钢

所长的支持下, 就开始重点抓研究所的科研改革发

展规划。经过将近一年半的认真酝酿, 征求意见和

反复修改, 1987年4月提出了“中国科学院上海植物

生理研究所科研改革设想”, 制定了研究所今后科研

改革的指导思想和基本框架。国家对科学技术工作

的要求和中国科学院的办院方针, 使研究所的科学

活动要面向四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不断作贡

献。改革的基本框架包含: 促进学科上的交叉; 追求

学术上的先进; 注重应用上的新颖和扩大研究所的

开放。接任所长以后, 许先生于1991年5月进一步提

出以发展我国生物科学, 为国民经济建设服务, 跻身

于世界先进行列为战略指导思想, 以面向四化, 面向

未来, 面向世界为立足点, 确定把促进学科发展、加

强队伍建设、扩大对外交往、优化科研管理为重点, 
稳定和完善多学科综合研究, 追求学术上先进和应

用上新颖的开放型的格局, 确保全所出高质量成果, 
出高水平人才。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在随后的发展

中, 证明这些设想、规划和要求是正确的, 并都起到

了关键的作用。

从担任副所长开始, 许先生就筹划和争取在研

究所建立国家级的重点实验室。1984年9月, 中国科

学院生物学部发文至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和上海生

物化学研究所, 拟于“六五”期间筹建开放的“上海植

物分子遗传和基因工程实验室”。该实验室拟以上

海植物生理研究所植物分子遗传和基因工程的若干

课题组以及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植物分子遗传的部

分课题组为基础组建, 实验室建在上海植物生理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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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所。同年12月, 在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召开了上

海植物分子遗传和基因工程重点实验室可行性论证

会。研究所提交了由许先生主持起草的《关于建立

“植物分子遗传实验室”的论证报告》。1988年10月, 
国家“计委科技司”及有关专家组成的10人小组对

“植物分子遗传实验室”进行验收并通过。许先生担

任首任实验室主任。1992年8月, 实验室成功举办“细
胞组织培养和生物工程国际培训班”, 这是该实验室

正式对外开放后举办的第一次国际学术活动, 对于

扩展实验室及研究所与国内外学术界的交往起到了

推动作用。1992年, 国家科委组织的开放实验室运

行补助费评审中, “植物分子遗传实验室”获评优秀

实验室。经过多年的建设和发展, “植物分子遗传国

家重点实验室” 在作物功能基因组学、植物营养与

代谢、植物发育与信号转导、植物与环境互作等方

面开展工作, 已经成为我国植物科学基础研究的一

支重要力量, 为我国植物科学和农业科学的发展作

出了重要贡献, 也充分表明许先生推动和组织领导

的植物分子遗传研究对于学科进步和领域发展所起

到的重要作用。

部署全局, 推动中国植物生命科学研究
鉴于许先生的卓越管理才干, 他于1992年起担

任中国科学院负责基础研究和生命科学的副院长, 
随后在推动中国生命科学发展的组织工作方面投入

了大量的精力。在国家层面上组织重大研究项目和

在中青年科学家中广交朋友, 为他们的成长创造条

件, 并推动与国际同行全方位交流, 对我国生命科学

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12]。

大力推动我国植物科学和农业的基础研究

国际上基因组测序的概念被付诸实施之后, 我
国在人类基因组1%测序和水稻基因组测序的工作

成果在国际学术界和公众中引起了高度关注。许先

生在组织和推动我国科学家代表中国参与国际水稻

(粳稻)基因组测序计划的同时, 充分发挥老一代科

学家(如洪国藩、朱立煌等)的作用, 同时吸引海外优

秀学子(如韩斌、薛勇彪等)回国参与相关工作, 不仅

完成了我国负责的水稻4号染色体的测序工作, 还组

织和协调国内独立发起的水稻(籼稻)测序计划(杨焕

明、汪建、朱立煌), 并在中科院组织水稻功能基因

组相关研究的重大和重点项目, 这些项目的系统实

施, 形成了我国在功能基因组研究方面的优势, 不但

产生了重要的国际影响, 也为研究水稻重要性状的

遗传调控和克隆重要基因、阐明杂交优势的分子机

制、推动作物分子育种等, 提供了重要基础, 也大大

促进了其他重要作物在这方面的研究走向深入。

许先生一直强调基础研究对国家科学技术水

平发展的重要性, 通过全面调研国际科学发展, 洞悉

植物发育生物学的广阔发展空间。1996年他组织了

我国首次以“植物发育生物学”为主题的香山科学会

议, 组织动员了当时国内外一批优秀的中青年科学

家, 组织了我国第一个以植物生长发育的分子机理

为内容的国家基础研究重大专项“攀登计划”预选项

目。专项的实施不仅支持了一批国内有基础、有特

色的研究课题, 还为一批在国外即将完成深造、回

国效力的年青学者提供了良好的发展平台。 
863计划中农业生物技术研究的规划与实施 

作为国家863专项生物工程领域专家委员会的

农业专家组成员, 许先生参与并大力推动我国农业

生物技术研究的合理布局和发展, 特别是组织培养、

转基因技术以及基因工程育种, 包括相关的基础研

究。863计划中农业生物技术取得的成果和培养出

的一支队伍为随后的973计划中的不少与育种相关

的农业项目也奠定了基础。

1997年国家启动了加强基础研究的973计划, 
许先生立刻抓住时机, 基于前期基础, 充分动员从

事植物发育生物学研究的一批中青年科学家, 提出

了聚焦水稻功能基因组研究的973计划项目。在项

目组织过程中, 许先生推荐薛勇彪作为项目首席科

院家。尽管当时项目主要骨干(如李家洋、薛勇彪、

罗达、种康)的优势是在模式植物如拟南芥/金鱼草

等, 缺乏从事水稻研究的经验, 但经过许先生与专家

组的沟通及项目组成员的努力, 这种创新的用人和

组织模式, 最终获得专家的认可。这使得该项目得

以立项实施。该项目的成功组织实施为我国水稻研

究的跨越式发展提供了重要基础, 不但培养了一批

我国科研领域的领军人物(如李家洋院士、种康院

士等), 还为后续重要科学问题的阐明(如种子发育

调控机制等)以及其他作物的功能基因组研究提供

了借鉴, 再一次证明了创新性的用人和前瞻性布局

是科学发展的重要条件。

2004年担任973专家顾问组成员后, 与朱作言、

方荣祥、李家洋一起工作十五年, 从大农业的角度, 
对我国农业的主要领域的短板和瓶颈, 在主要农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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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水稻、小麦、玉米、油菜、大豆)和蔬菜、水果

的重要性状的遗传和功能基组研究、作物抗病和营

养元素高效利用的分子基础、重要畜禽和鱼贝虾优

质抗病的基础研究、重要林木树种的速生优质育种

的基础研究、大田作物减肥增效的综合技术的研究、

提高草原生产力和优质牧草品种的培育等方面作出

了合理安排和布局, 促进了农业科学领域基础研究

水平的提高, 也成长出了一支优秀的科研队伍。

植物激素是植物生命活动的重要调控因子, 阐
明相关作用机制不仅对理解植物生命活动内在规律

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也是植物生长调节剂应用于

农业生产的重要基础。我国过去在植物激素研究领

域有良好的基础, 但存在研究工作分散、系统性和

深度不足的问题。为提高我国在该领域的研究水平, 
并以此为契机, 推动整个植物科学的发展, 许先生和

李家洋院士在2006年组织了以“植物激素和绿色革

命”为主题的香山科学会议, 就植物激素研究的关键

问题和前沿领域进行了深入探讨, 分析了我国的研

究状况和相关学科研究队伍[13]。在此基础上, 由李

家洋院士牵头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提出“植
物激素作用机理”重大计划的立项申请, 得到基金会

主任陈宜瑜院士和相关科学家的充分肯定, 成为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成立以来第一个重大研究计

划。该计划的实施大大推进了我国植物激素和植物

科学的研究水平, 在多个重要领域取得了突破性成

果, 并扶持了一批青年科学家的成长, 在国内外产生

了重大影响[14-15]。

着力人才引进、推进创新文化建设

为了建设一支优秀的科研队伍, 许先生在中科

院人才战略原则(引进急需人才, 用好现有人才)指导

下大力推动人才引进, 通过走访欧洲几个国家及美

国等发达国家的大学和研究机构, 宣传和吸引学有

所成的优秀青年学子回国工作。现在的知名科学家

如李家洋、裴刚等都是早期吸引归国的代表。十多

年前, 一批在新加坡和美国学习和工作的优秀青年

科学家向国家提出在中国建立一个具有创新机制的

生命科学基础研究机构, 得到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

基的支持。许先生作为顾问专家组成员, 参与了北

京生命科学研究所的规划组建和研究所所长遴选, 
在研究所成立早期协助他们解决研究所招收研究生

的困难, 并与吴瑞教授一起呼吁主管部门在经费上

予以稳定的支持。如今该研究所已作为中国生命科

学研究的重要阵地。许先生在担任中科院副院长以

及其后北京大学校长期间, 以国家科学发展为己任, 
以开放的胸怀推动了中科院和大学之间的人才合理

流动; 率先垂范积极倡导学术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的学风, 鼓励多学科交叉和科学家相互合作。也正

是在许先生以及李家洋院士等科学家集体倡导之

下, 在我国植物分子生物学领域营造了“和谐、合作、

共赢”的科学文化氛围。

深化中国高等教育改革  
许先生在1999―2008年任北京大学校长, 是北

大百年历史上第一位本科毕业于北大的校长。在

九年任期间, 许先生主持实施了两期“985”工程和

“211”工程, 顺利完成了原北京大学与北京医科大学

的合并, 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等各方

面成绩斐然, 北京大学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日益提

高。许先生以其高瞻远瞩、尊贤举能、和蔼儒雅和

民主治校的大家风范, 主持实施了一系列重要教育

改革措施, 引领了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和科研体制

的创新, 这在全国乃至世界高等教育界都产生了重

要的、积极的影响。许先生自称是温和的改革派, 
主张推进改革做事稳重踏实, 他在北大110周年校庆

大会上的讲话中就说过,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是我们

奋斗的目标, 也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举措, 是
‘科教兴国、人才强国’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决

不是一场轰轰烈烈的‘运动’, 任何形式主义的做法, 
都只能给大学带来伤害, 甚至动摇大学精神的基础, 
必须依靠全体师生员工和海内外校友的力量, 坚定

信念, 脚踏实地, 聚精会神, 埋头苦干[16]。”许先生尊

在植生所工作时许先生(后排右1)、罗士韦先生(前排中)与
实验室同事及研究生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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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师长, 关心学生的成长, 他也被学生誉为“最受尊

敬的校长”[8]。

教学改革

人才培养是大学的核心使命。许先生在任期间, 
通过总结建校百年来形成的、融合东西方教育思想

精华的北大教育理念, 深刻分析世界高等教育和科

学技术发展的新趋势, 结合国家和社会发展的新需

求, 提出了“为国家和民族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在各

行业起引领作用、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人

才培养目标, 成为指导北大教育教学改革的核心思

想和基本原则。

在许先生的推动和倡导下, 北大形成了“多样

化、全方位”的教育理念, 既建立更加丰富和多样化

的教育体系, 为学生提供更多的选择; 又建立全方位

的人才培养体系, 在传授知识的同时注重全面素质

培养, 不仅体现在课堂上, 更要贯穿学习和生活的全

过程。经过不断的理论探索和实践检验, 北京大学

进一步继承和发扬了重视基础、尊重选择的育人特

色, 坚持“加强基础, 淡化专业, 因材施教, 分流培养”
的本科教育“十六字”改革方针, 启动“元培计划”, 成
立“元培学院”; 改革研究生招生考试模式和培养模

式, 推行新的培养机制和导师遴选机制; 不断深化医

学教育改革, 推进医学长学制教育和基于问题的学

习模式。初步建立起了“适合校情、适合国情、面

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教育体系。

创新科研体制

许先生先后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和北大校

长两个重要职务, 同时也是国家863计划专家和973

计划专家顾问组成成员, 在我国科研管理和科研决

策过程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在对我国科研体

制进行深入分析和思考的基础上, 许先生从战略层

面提出的意见和建议为国家科技创新体系的建立和

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许先生提倡学科交叉, 在北大鼓励从事数学、

物理、化学、工程的教师和科研人员参加生命科

学的研究, 成立了理论生物学研究中心、生物信息

中心、分子医学研究所等。此外, 他很早就提出科

技创新需大学和科研院所均衡发展的主张[17]。他指

出, 由于历史的原因, 中国的科学研究在很长一段时

期, 主要集中在国家支持的科研院所, 而随着我国高

等教育的发展, 研究型大学承担了国家越来越多的

科研任务, 现在已经成为我国知识创新体系的重要

组成部分。先生提出应鼓励大学和科研院所的合作, 
甚至联合, 以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他曾呼吁建立

更有效的机制, 促进两个系统的合作, 使大学可以利

用科研院所一流的设备, 及时了解前沿的科技成果。

同时鼓励科研院所的人员在大学里兼职, 一方面可

以把最新的科研成果及时传授给学生, 在教学过程

中启迪新思路, 另一方面也有助于吸引优秀的学生

毕业后到科研院所去从事研究工作[18]。

许先生多次指出, 大学与科研院所之间应既有

合作又有分工。科研院所和研究型大学间的合作具

有互补性, 对双方的发展都能起到促进作用。在他

的呼吁和倡导之下, 大学与科研院所之间从人员交

往、学术交流到联合攻关, 两个系统之间既合作又

竞争的良性互动关系得到了推动和加强。

2013年1月，许先生(中)看望北大翟中和院士(左1)和
他的夫人杨澄老师(右1)

在北大与学生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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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力行, 普及科学知识, 弘扬科学精神
许先生一直认为科普是科学家不可推卸的责

任, “科学家有责任将自己知道的科学知识向公众普

及, 科学家要更多地走到公众中去。”作为一个长期

从事植物科学研究的科学家以及科研院所和大学的

领导, 他身体力行, 习惯利用去各地出差参加会议、

考察时的空隙时间安排各种科普活动, 弘扬科学精

神, 普及科学知识。

许先生的科普足迹遍布全国各省市。每年5月
份全国科技周和欧洲植物科学同行发起的“国际植

物日”活动中, 许先生前往各地的学校、科研机构, 
面向大中小学教师和学生、行政管理人员以及社会

大众, 围绕植物与人类的生活、生物多样性、生物

技术与现代农业、转基因作物、中国农业发展面临

的挑战与科技应对、科学伦理和科技工作者及管理

人员的社会责任等主题, 从生物学特别是植物学的

专业出发, 通过科普讲座、对话交流、媒体采访等

形式, 进行科普宣传活动。

针对现在很多青年人对植物科学知识了解不

多, 对植物资源的战略性意义、我国农业的现状和

发展也缺乏了解, 特别是对作物育种的基本原理、

转基因技术及其应用和全球的发展趋势更是知之甚

少, 许先生从植物与人类的生活到生物多样性的保

护, 从野生植物的驯化到绿色革命背后的分子机制, 
从植物细胞的全能性到转基因作物的安全性等话

题, 与同学们进行面对面的交流。让公众了解生物

多样性的重要性, 了解保护野生资源的重要性, 了解

基础研究工作对生产实践的重要性等。

针对社会上对转基因存在的种种误解以及在

网络媒体上传播的不实信息, 许先生向公众介绍国

内外转基因技术及其在作物育种中大量应用的情

况, 说明转基因是农业生物技术中的核心技术之一, 
是现代农业科技创新与产业化的重要领域; 向公众

介绍我国已初步建成的独立完整的生物育种研发体

系, 介绍中国政府在转基因作物的研发和产业化方

面的各项管理措施和政策; 也对转基因作物的安全

性进行科学的分析, 引导公众要用科学的态度理性

对待转基因作物及食品的争议。许先生还多次接受

媒体采访, 普及转基因技术知识, 以科学事实纠正一

些错误的观点, 破解谣言。

由于在普及科学知识方面的杰出工作, 许先生

获得上海科普教育创新奖奖励委员会颁发的2018年

度上海市“科普杰出人物奖”。

致谢—
感谢汤章城先生、种康先生、王贵海先生、刘

春明先生、李宇宁先生在撰写中的帮助和材料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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