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情系元素所生物测定研究室

尚稚珍

1962年，伴随元素有机化学研究所的创建、发展、辉煌的历程，

生物测定研究室也应运而生。 1961 年生物系主任肖采瑜教授突然

给我一个任务:他说杨老接受中央指令，准备创建元素有机化学研

究所，研制新化学农药的开放和应用研究，元素所需要创建生物测

定实验室，以及培养人员 。 我元条件地服从需要，就在杨石先校长

和陈天池所长的指导下全力以赴从事该领域的启程。

由基建开始，跑遍全国有关单位学习，参考农科院张泽溥先生

的生测室、华南农学院赵善欢的昆虫毒理室，结合我们的实际任务，

制定方案，成龙配套，付诸实施。 同时，陈天池所长从四面八方，择

优引进杀虫、杀菌、除草方面的植保或生物专业的研究人员 。 在大

家共同努力下，终于 1965年崭新的实验室和三大温室的硬件，大功

告成!可惜，因"文革"而不能及时运作，直到 70年代政治形势改变

后，我才能回到心爱的研究园地。 生测室的诞生、完善、发展，也是

自己的成长过程，更是同脉相承的见证人，按需要成立杀虫、杀菌 、

除草、激素、毒性，五组 50人的团队，也就成为我们的新家。

有了这么好的试验基地，迫不及待的是创建软件，我们按不同



专业，建立生物活性筛选程序:以室内初筛、复筛和温室盆筛，配合化

学合成数以百计的化合物进行汰选，一旦发现有活性苗头的化合物，

就及时放大样，进入田间小区或大田试验。 以药效决定取舍。 这样

的程序，生物科技研究人员，好似探索者，又像裁判员、指挥员，我们

跟着化学同事和合成的化合物，不分主次，坚持团结合作，共同奋斗!

由室内跑到田间，在室内不但要研究筛选活性测试方法，还需

要解决不同对象的生物试验材料终年不断地反馈试验情况。

例如:杀虫剂要培养甥蜗、蚊蝇、肆挪及粘虫、玉米蟆、二化旗、

棉铃虫等重要害虫的人工"大量饲养方法";杀菌剂要培养农业病害

的多种细菌、真菌病源;除草剂更要选育田间各种杂草，才能保证试

验材料不断，争取时间及速度，并以不漏筛、不误筛为原则，研发新

农药才有曙光!

在平凡的岗位上，付出辛勤的劳动，使全所不断获得国家新产

品发明奖，在除草剂 1 号、灭绣 1 号、磷 32、磷47等品种，生测室都立

下汗马功劳。

实践出真知，由于我们超前建立各种筛选模式、程序、生物测定

技术和方法。 许多同行前来学习或取经，接受培训11的人员纷至沓来，

使我们有了与大家沟通、互教、互学的提高机会。 理论与实际结合，

大家都认同此领域研究大有可为。 南开元素所在农药界也算领军的

单位，例如:国内外各类学术会议上，大家的成果也日新月异、蓬勃

发展，诸如:燕麦 1 号、燕麦 2号、硫代 5号、螺龄畏、菊醋、有机磷旋

光异构物等等小试、中试产品持续出台，都是化学、生物、分析与植

保配套协作的结果。 记得在一次全国农药会上，元素所多人作了学

术报告后，听到同行们议论:南开元素所的"杨门女将"和他们的"大

协作小配套"的设备，及多学科发展水平，好厉害啊!这正是杨老、



陈所长等领导的英明，全面规划"建所育人"的体现，所以誉满全国

的成果不断涌现。

记得在螺聆畏的实验时室内解决了"二化螺害虫的人工饲养方

法"，筛出了具有活性的沙毒素类化合物，及时走出实验室，和江苏农

科院"大协作"，到大回蹲点进行防治水稻重要害虫二化旗的盆栽和小

区试验。 在南京烈日当头汗流泱背的高温酷暑，似淋浴湿透全身，站

在稻田里，下面踩着泥，有蚂蝶吸着腿部的鲜血，整天施药、查虫。 为

了确定药效，老教授林郁先生做出了榜样，他不怕苦不怕累，亲自带领

我们下田，传授技术和经验。 5∞多盆的药效，他检测速度快而准，一

半都是他判断的结果。 在确定初效后建议我们当年进行小区试验，

不要延误到来年。 因此在所领导大力支持下迅速组织力量合成螺

岭畏等新型化合物，开展小区试验。 第二年，又在苏北、广东两地进行

大田示范试验。 最终仅用两年时间就在镇江通过中试鉴定，杨老命名

为"螺岭畏"，成为防治水稻害虫的高效杀虫剂第一例!

后来合成同志去看大田药效问我"你们为什么选择苏北盐城，

这样贫苦的地方做试验? "那里的生活水平的确很低，每天晚饭只

喝稀粥，有时还能吃出蚊蝇，正是因为他们没钱打农药，造成虫害严

重，这样才可以证明我们的药效好不好。 后来他们说"原以为你们

生测的人，总出差去大城市好地方，居然蹲点的地方这么苦 ， "我跟

着农药跑，去落后贫困地区试验、通过下乡耳闻目睹，感觉和老乡的

生活条件对比，要好得多，吃这点苦算什么 !

我一年里总有一半时间，在农村接受教育， 一举两得，一路走

来，也是自己成长、成才的宝贵阅历。 这正是元素所同事们意气风

发，团结合作，干劲十足，为国家多做贡献、争得荣誉而奋斗的过程，

全所的奋进，硕果累累，誉满全国，那也真是我难忘的黄金年代!



1979年，当与美国建交和开放后校长杨老和陈茹玉先生，高瞻

远瞩，深思熟虑，以教育家的战略、策略，大力提拔培养人才，让大家

准备走出国门，进修提高。 于是元素所同事们纷纷争先恐后地脱产

学习外语。 第一批送出李正名、王序坤二位赴美。 第二批，杨老曾直

接对我说:你们 50年代毕业的人，需要先行深造，才能够建立不同层

次的学术带头人。 美国康奈尔大学(杨老的母校)既然有接受访问学

者的意向，就批准你马上出发。 我因自己的英语能力毫无准备，还不

知道是否能行，犹疑不决。 杨老说:争取时间，出去后结合情况，边干

边学边准备，回来你们才可以承上启下。 就在老一辈这样赋予重任

和亲切的鼓励下，又由华南农学院赵善欢院士的推荐和帮助联系后，

于 1980年 11 月赴美成行，那时候我确实心情激动而紧张，不知道将

要面临什么样境地?信心不足可是面对难得的机会，告诫自己要知

难而进，有压力就有动力，在科技战线上，再启程!再出发!

回顾这一年半的进修历程，对于50岁的我，充满了人生极大挑

战，作为访问学者，其过程和结果是:大开眼界，学有所获，满载而

归!例如:科研合作的课题是"研究杀虫剂作用机理与多功能氧化

酶关系的活性探索"，以此酶测定有关化合物的方法、仪器，无论在

使用高压液相色谱、气谱分析的仪器，其理论、或是测试于段，对我

都是首次、跨学科陌生的过程。 我就甘当小学生，不耻下问，在干中

学，在学中干，拓宽思路，提高自己的研究实力，不怕不会，就怕因

循守旧和没有钻研的耐心这个历程，有成功、有失败、有感悟、有

进步!后来，美国朋友问我:你们来自南开的访问学者，为什么不知

道上下班?周末也不休息或旅游?整天呆在实验室忙碌 14个小时

之多，待遇低又不给加班费，不理解为的是什么?我告诉他们，在国

内领导教育我们要"以室为家"。 参观了美国杜邦公司开发农药的生



物活性筛选过程，他们 80年代就用计算机指导，不仅用宏观整体生

物，而且用微观局部组织为试材，所以加倍提高了活性筛选测定的质

量、数量的效率，深感我们设备、人力、技术的差距。 为了赶超先进，

求知若渴地学习，必须争分夺秒，既是我们的传统，也是重任，更是所

领导的培养与期待，为了建设高水平的研究所，我们人人有责。

再回首，领导总是以任务来激励自己向前奋进的故事，感激之

情，师恩难忘!由美国回来后，申洋文副所长了解了我的进修情况，

就晋升我为副教授，并要求招收硕士生。 1990年，陈茹玉教授任所

长，又提升我为教授，更是以重担激励前进，不久被升为博导。 当

时，压力很大，自己没得过博士学位，如何能胜任?面对现实，是进

是退? 又是领导给予信任 、 鼓励，让我作为访问教授二次出国，赴美

国州立麻省大学昆虫系与殷之铭教授合作，探讨如何培养博士生，

如:课程的开设、课题的选择、 导师的职责和培养方法、师生的互动

以及应具备的科研条件。 1993年，半年后归来，有了信心和动力，就

和研究生一起克服困难，为他们创建"生物化学和电生理实验室" ，

以杀虫作用机理为导向，以生物化学酶系为靶标;以生物物理电生

理的神经传导和触角电位，作为检测拒食活性和性外激素的行为活

性，建立新型筛选模型，创新指导应用。 我的第一个博士生，徐建华

的博士论文，就获得《农药学报》杂志的十大优秀论文奖之一，他学

以致用，现在美国己是副教授。 深深感悟到建设过程也是自己提高

的过程，有所领导的支持作后盾，购置我由国外拷贝的仪器资料:进

口超速离心机、高速匀浆器、铜质屏蔽室、电子显示器、 多功能恒温

水浴等等必需的设备。 使博士生了解农药系统工程，涉及各种手段

和能力，跨学科向着未知方向，好奇地研究，知难而进，以加速生物

测定的发展，开创新思路和实践，更上一层楼。 在这样的殿堂，任务



虽然艰巨，可印证了只要自己干一行就喜欢一行的专业，只要勤奋

努力，就能为生测添砖，只要付出，就能够得到公平回报!

没有元素所的发展壮大辉煌的 50年没有老前辈的言传身教、

培养、扶持、鼓励，我也不可能成为南开大学的教授、博导。我 72岁

退休，人生业务轨迹，真正起点是50岁，在生测基地上，我有限的奉

献，而受益匪浅 !

退休后总觉得自己虽然尽力，还有很多事没有做完，在感恩之

余，愧对先贤的期盼、厚爱，这是我的遗憾 !

目睹元素所的今天和未来，有先辈为教育科技打好的基础，传承

元素所的建业精神，精英辈出，后继不乏人才，自有后来人!成果累

累，无比欣慰!相信南开大学元素所与时共进，再创辉煌，誉满全球，

一定能实现!也是我的最大期盼 ， "我是爱元素所的" , 

尚稚珍

女， 1930年生，天津市人。 南开大学元素有机

化学研究所教授、博导 。 1 954年毕业于南开大学生

物系昆虫专业， 1 962年调入南开开学元素有机化学

研究所， 1 980-82年在美国 Comell(康奈尔)大学，作

为访问学者， 1993 年 1-7 月，作为访问教授，与州立

问assachusetts(马萨诸塞)大学，进行科研合作。 原任

生测室主任、副主任。 为天津市昆虫学会理事长、农

学植保学会常务理事，兼国家、省、部级重点实验室

学术委员等多种职务。 发表学术论文 70 多篇，其中十多篇获优秀论文奖。 多次

参加国际国内重大学术会议。 培养博士、硕士研究生 10名 。 参与编辑及主审《植

物化学保护}{昆虫毒理学}{杀虫剂药剂的毒理和应用}{天津产物及其类似

物(英文版n 等专著，为跨学科的教学与科研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1990年享受

国务院专家特殊津贴， 2003年退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