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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当今世界，科学技术迅猛发展正在引发社会生产方式和经济发展方式的深刻变革，知识创新已经成为
国家竞争力的核心要素，极大地改变着人类社会的面貌，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的作用日益突出，
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深刻地决定着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人民幸福。
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明确要求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我国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坚持“自主
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的指导方针，突破一批核心技术、共性技术和关键技术，加
快建设创新型国家，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具有决定意义的基础，进一步凸显了科学技术在综合国
力竞争中的重要地位。
    任何一个事业的持续发展都离不开一大批忠诚于这一事业的奉献者，科协事业的发展也不例外。
从它成立那一天起，一代又一代科技英才的无私奉献就成为中国科协事业发展最可宝贵的资源和不竭
动力。
正是在他们的艰苦探索和不懈努力之下，中国科协才能够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全民科学素质提
高、服务科技工作者的广阔舞台上，演绎出一幕又一幕的华彩乐章，科协组织也才能够在社会各界的
普遍尊重和科技工作者的充分认可中不断发展壮大，成为党和政府联系科技工作者的桥梁和纽带，成
为名副其实的科技工作者之家。
    2011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二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也是中国科
协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之年。
为了纪念这样一个在中国科技发展史上有着特殊意义的重要年份，大力宣传在各级科协组织担任过领
导职务的优秀科学家和科协工作者，把更多的科技工作者吸引凝聚到科协组织中来，中国科协调研宣
传部把近年来《中华英才》发表的科协人物纪实报道辑录成册出版发行，名之为《璀璨群星——科协
人物采访录》，确实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书中所载人物大都胸怀爱国之情、报国之志，服务国家，服务人民，他们的精神令人景仰，他们的事
迹感人至深。
品读此书，我们既可以从他们的科技活动中领悟真谛，丰富我们的思想源泉；也可以从他们的人格品
质中汲取力量，增强我们为科协事业工作的不懈动力。
    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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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为了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大力宣传在各级科协组织担任过领导职务的优秀科学家和科协
工作者，把更多的科技工作者吸引凝聚到科协组织中来，中国科协调研宣传部把近年来《中华英才》
发表的科协人物纪实报道辑录成册出版发行，名之为《璀璨群星——科协人物采访录》。
书中所载人物大都胸怀爱国之情、报国之志，服务国家，服务人民，他们的精神令人景仰，他们的事
迹感人至深。
品读《璀璨群星——科协人物采访录》，我们既可以从他们的科技活动中领悟真谛，丰富我们的思想
源泉；也可以从他们的人格品质中汲取力量，增强我们为科协事业工作的不懈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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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我是非常幸运的”    张亚平称自己与老一代科学家相比“是非常幸运的”，幸运地接受了系统的教
育，幸运地进入科研殿堂并出国深造，幸运地得到中国科学院院长特拨经费回国发展，幸运地当选中
国科学院院士、云南省科协主席⋯⋯    “恰逢其时，感谢改革开放，我接受了正规的基础教育和系统
严格的高等教育。
中小学时代就开始受《科学的春天》、《哥德巴赫猜想》的感召，加上整个社会对科学的尊重和重视
，让我走上了科研之路。
”    近年来，张亚平带领他的科研团队，在生物多样性领域取得了国内外瞩目的一次次重大的学术发
现和突破——    通过对数千个样品的筛选和代表样品的线粒体基因组分析，建立了系统而完善的东亚
和南亚人群系统发育关系；系统研究了我国主要家养动物的起源与遗传多样性，发现东亚，尤其是我
国南方及周边地区是家养动物驯化的重要区域；建立了具有国际影响的动物DNA库，系统地研究了我
国许多濒危和非濒危物种的遗传多样性，澄清了这类群系统演化中的一些疑难问题；在基因进化与生
物适应机制研究中新发现了数百个基因，揭示了一些基因和基因家族的起源进化及其与生物适应的关
系⋯⋯    张亚平还培养了一批优秀的硕士、博士研究生，与来自全国各地的访问学者广泛交流。
他的学生中有两人获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奖，有3人获中科院院长奖特别奖。
    张亚平的研究和对人才的培养，促进了我国分子进化和遗传多样性研究的发展，进入生物多样性国
际研究的前沿。
    2002年6月，张亚平这位中国青年科学家跟往常一样，依旧忙碌在“细胞与分子进化开放研究实验室
”，而远在万里之外的美国贝基基金会和保罗基金会，却把第三届国际“生物多样性领导奖”授予了
他，使他成为获此殊荣的第一位亚洲学者。
    “生物多样性领导奖”是国际上专门针对这一新兴领域设立的重要奖项。
大奖的突然惠顾，张亚平倍感“意外”：“国际、国内做得出色的人很多，我能得到这个荣誉是非常
幸运的。
在生物多样性研究领域里，比我年长的、同龄的科学家有很多，能够得到这个荣誉，一方面是实验室
的全体人员和我的共同努力，得到了大家的认可；另一方面，就是运气。
我觉得我的运气比较好，因为我想做的许多工作都做出来了。
”柔和的阳光下，张亚平的眼神显得越发平和。
    2004年7月23日，张亚平这位当时不到39岁的年轻科学家，与吴曼、李家洋两位我国遗传生物学界的
“大腕”人物，共同站到了一个领奖台上。
时任中国科协主席的周光召，把“生物科学创新奖”颁给了他。
    “人要懂得知遇之恩”    1986年7月，张亚平自上海复旦大学毕业。
他没有像很多同学那样留在大城币，而是选掸了昆明市郊的“细胞与分子进化开放研究实验室”，选
择了从事动物遗传学研究，投在了细胞进化学专家施立明先生的门下。
    “当时我十分喜欢动物遗传学。
大学毕业之前，我查了些文献，看到一些施立明先生的文章，觉得他工作做得非常出色，他的研究方
向是我非常感兴趣的。
云南又是一个动物王国，为我将要做的研究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也是一种机遇。
”    当时，施立明先生领导的实验室已是国内动物染色体进化做得最好的实验室。
    “在我刚到实验室的时候，施老师敏锐地感觉到世界分子遗传学的发展，他想在实验室开辟新的实
验领域，因为我是学生物化学，有着分子生物学方面的训练，他希望我来在这个实验室开辟分子遗传
学方面的研究。
”    一个大学刚刚毕业，20出头的年轻人，肩负着恩师的信任与器重，就这样从零做起，开始探索新
的实验领域。
    没有提取DNA微量样品所必需的微量移液枪，张亚平就用微量注射器和烧杯。
“当时提取DNA样品时，用的是微量注射器。
若干个烧杯摆在那里，用于清洗微量注射器中的残留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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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亚平苦笑着。
    用近乎原始的方法与设备，张亚平完成了当时还没有人系统做过的“猕猴属的线粒体DNA的多态性
研究”。
    对于这个“处女作”，如今的张亚平津津乐道：“我们先把猕猴的线粒体提取出来，再把里边
的DNA纯化出来。
然后用限制性酶进行分析，比较它的限制性片断长度多态性，计算不同物种间的亲缘关系。
当时在国内系统地做这方面工作的还是不多的，我们有了新的起点。
”    1994年，张亚平的导师施立明院士病故，当时远在美国圣地亚哥动物协会做博士后研究的他，怀
着对恩师的感念之情，万里奔丧。
    施立明院士的过世，使得由他一手建立起来的“细胞与分子进化开放研究实验室”一度失去了领头
人，这里太需要一位具有科研激情、才智的新舵手。
汲取了西方生物科学研究的思想，加之在生物多样性研究的独到见解，使张亚平众望所归。
然而，当年实验室的仪器设备条件确实无法满足张亚平的基本工作需求。
    “我当时曾想，如果我回来不能从事我深爱的研究，我回来又有什么意义呢？
”踌躇再三，在回美国之前，张亚平决定到北京拜访一下中国科学院的领导，争取实验室购买设备的
所必需的经费。
    百忙之中的中科院院长周光召给了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张亚平10分钟。
    “去见周院长之前，我事先准备了一下有关的材料。
当时比较紧张。
以前没有拜见过任何大领导，感觉中需要仰视的人，现在要面对面，很紧张。
”张亚平这样回忆当时的情景，“没料到，一见面，周院长问了一些专业性很强的问题，我一下子放
松了。
”    原定10分钟的谈话大约持续了一个小时，在科学院经费十分紧张的情况下，周院长当即决定拨给
张亚平15万美元建设实验室。
    张亚平经历了这次出乎意料的谈话、“意外”得到15万美元科研启动经费。
他还深有感情地谈到其他给予他关心与支持的领导与专家。
此后，“人要懂得知遇之恩”这句话就常挂在他的嘴边。
    P375-379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璀璨群英（上下册）>>

编辑推荐

李四光、钱学森、华罗庚、茅以升、严济慈、吴阶平、钱三强、庄逢甘、钱七虎、高士其⋯⋯中国科
协调研宣传部编写的《璀璨群星——科协人物采访录》收录了49位科学工作者的纪实报道。
内容主要涉及他们的科技活动。
从中，我们可以获得很深的感动和很大的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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