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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1974年年，，蒲蛰龙蒲蛰龙（（右三右三））与中青年教师与中青年教师、、当地干部当地干部、、技术人员在大沙田间查虫技术人员在大沙田间查虫。。

蒲蛰龙在鉴定水生甲虫的标本。

““华南生物防治之父华南生物防治之父””蒲蛰龙蒲蛰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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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我国农业生产技术
落后，自小生活在贫穷农村的
蒲蛰龙便立志发展我国农业生
产技术，改变农业落后现状。
1931年，蒲蛰龙考入国立中山
大学农学系，他将昆虫学科作
为自己的主攻方向。在就读
国立中山大学期间，针对广东
各地区松林的大面积松毛虫
害的情况，他亲自前往林区找
松毛虫喂养。为了解松毛虫
的形态结构、生活规律和生命
过程，探究防治松毛虫的有效

方法，蒲蛰龙潜心观察、研究，
即便是面对实验设备简陋的
情况，他也未曾退缩。 1935
年，他发表毕业论文《松毛虫
形态、解剖、组织及生活史的
研究》，获得了中山大学农学
院颁发的“毕业论文奖”和“优
秀成绩奖”。迄今为止，该篇论
文依旧为松毛虫防治研究工作
发挥着重要作用，是我国论述
防治松毛虫理论依据的重要文
献。同年，他考入燕京大学研
究院生物学部。

1937年，蒲蛰龙回到中山
大学任教。为增强对昆虫学的
认识，提高昆虫学研究的能力，
他决定再次踏上求学之路。
1946年，他获得美国国务院奖
学金，赴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攻
读博士学位，同时进行科学研
究工作。1949 年，新中国成
立。获取了明尼苏达大学哲学
博士学位的蒲蛰龙携夫人利翠
英教授归国，继续为祖国的昆
虫生物防治事业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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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蛰龙(1912.6.12-1997.12.31)，昆虫学家。原籍

广西钦州，生于云南。1980 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院士），中国害虫生物防治科学创始人之一。先后在中山

大学农学院、华南农学院、中山大学生物系、昆虫学研究所

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历任广东省农业实验场场长，华

南农学院教授，中国科学院中南昆虫研究所所长，中山大

学教授、副校长、顾问，中山大学昆虫学研究所所长，中山

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国际有害动植物生物防治组织

东南亚分部理事，中国昆虫学会副理事长，中国生态学

会、中国昆虫学会荣誉理事，第二、三届广东省科学技术

协会主席，第四届广东省科学技术协会名誉主席。1980

年，获授明尼苏达大学最高荣誉奖“优秀成就奖”（首位中

国籍学者）。1992年，荣获广东省委、省政府授予的“广东

省杰出贡献科学家”称号。

在我国的昆虫学界，有这样一位学者。他从不只埋首
纸堆搞研究，而是常常去一线，时时下稻田。他率先推广和
应用“以虫治虫，以菌治虫”，他创建水稻病虫害综合防治基
地。他是勇于探索生物学科前沿的开拓者，他是桃李满园
的教育家。他就是被誉为“华南生物防治之父”的蒲蛰龙，
他将一生奉献给了害虫防治研究事业。

1958 年，他在广东顺德县
建立了我国首个赤眼蜂站。20
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末，蒲
蛰龙潜心研究赤眼蜂防治甘蔗
螟虫的技术，该项技术得到了
大面积的推广和应用，获得了
国际同行的高度赞同，被誉为

“中国独创”。同时，他还首次
发现蓖麻蚕卵可作为繁殖赤眼
蜂的优良寄主。

在兼任中国科学院中南昆
虫研究所所长期间，蒲蛰龙组
织研究人员开展了平腹小蜂防
治荔枝蝽象的研究，研究成果
在从化等广州市郊区得到推广
应用。此外，他还在湘西黔阳
地区做柞蚕放养等科学实验，
并对危害粮、棉、蔬菜的斜纹夜
蛾的核多角体病毒开展系统研
究。针对吹绵蚧对木麻黄防风
林的危害，他从苏联引进澳洲
瓢虫和孟氏隐唇瓢虫，达到了
良好的功效。作为我国将“以
虫治虫”从实验室推广应用到
大田生产中的第一人，蒲蛰龙

总结和改良了古时“以虫治虫”
的方法，利用黄猄蚁防治了柑
橘害虫，为我国农业生产出现
的实际问题作出贡献。

通过“以虫治虫”，促进生
态平衡的绿色发展，这是蒲蛰
龙开展昆虫生物防治研究的初
心和强项。在“以菌治虫”领
域，他也有自己的独特见解。
早在20世纪40年代，蒲蛰龙就
开始关注微生物治虫技术。他
查阅了大量利用微生物防治害
虫的资料，开展了对昆虫立克
次氏体及昆虫疾病的理论和应
用技术的研究。通过在电子显
微镜下的长期观察，他了解了
昆虫病毒的形态和结构，他多
次下田实验，利用松毛虫质型
多角体病毒防治马尾松毛虫。

1962 年，蒲蛰龙创立中山
大学昆虫生态研究室。70 年
代，他前往肇庆市四会市大沙
县开展水稻害虫生物综合防治
试验，他亲自下田，为农业干
部、农民技术员讲课。 1978

年，他创建中山大学昆虫学研
究所。在 80年代初，蒲蛰龙被
聘为广东省防治松突圆蚧技术
顾问组副组长，他提出要引进
天敌进行生物防治的策略，通
过引进花角蚜小蜂，控制了当
时被称为“森林大火”的松突圆
蚧带来的危害。经过近 30 年
的努力，他主持的“以生物防治
为主的水稻害虫综合防治”项
目完成，该项目在 1985年荣获
国家科技进步奖三等奖。

1980 年，蒲蛰龙当选中国
科学院生物学部委员（院士），
提出了以发挥天敌作用为主的
害虫综合防治策略，引起了国
内外学者的高度关注。

他将一生献给了生物防治
研究，先后在国内外学术刊物
发表学术论文近 200 篇，主编
了《害虫生物防治的原理与方
法》、《昆虫病理学》等多部专
著。1991 年，美国《有害生物
综合防治》杂志评价蒲蛰龙院
士为“南中国生物防治之父”。

蒲蛰龙曾说过：“当教师
的，一定要设法让学生超越自
己，否则，国家的科学技术就不
可能向前发展。”他认真负责、平
易近人，既是科技工作者，也是
教育家。1992年，蒲蛰龙获得了
广东省委、省政府授予的“南粤杰
出教师”称号。在任教期间，他
会组织擅长不同实验手段的教
师共同指导学生，他坚持使用
启发式教学，强调学生要掌握
好基础知识、基础理论和基本

操作方法，注重培养学生的开
阔思维和动手能力。他倾其所
学，毫无保留地教授给后辈。

“作为一个自然科学工作者，胸
怀要豁达，意志要坚定，要扩大
视野，重贤器才。”他积极扶持
有才华的年轻人，鼓励他们深
造学习，对学成归国的青年学
者他会选贤任能，为其提供更
多科研领域的发展机会。他一
生为我国培养了大批高级专业
人才，其中不乏中科院院士、大

学校长和学科带头人。他还是
我国恢复招收研究生后的第一
批博士生导师，中山大学教授
庞义是蒲蛰龙培养的首个博士
研究生，“几十年来，他带领我们
在害虫生物防治方面不断地进
步、创新，从‘以虫治虫’、‘以菌
治虫’到分子生物学，从分子到
生态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为
我们国家持保农田生态恢复，
作出了巨大贡献”，这是庞义对
恩师蒲蛰龙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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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虫治虫”“以菌治虫”

潜心“研虫”立志于农

赵淦森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赵淦森劳模和工匠创新工作室授牌。

老一辈科学家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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