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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以史为鉴 ，可知兴衰 。为了再现动物研究所近 ８０ 年的辉煌历史 ， 汲取历史的经验

和教训 ，挖掘和弘扬老一辈科学家的优良传统和创新精神财富 ，增强全所人员的自豪感
和凝聚力 ，激励新一代动物研究所人不断进取 、 开拓创新 ， ２００３ 年 ， 动物研究所领导
班子决定启动动物研究所所史 （以下简称 枟所史枠）１）编写工作 。 随之成立了以王祖望研
究员为组长的 枟所史枠 编撰课题组 ，成员大部分是离退休的老同志 。他们在动物研究所
工作了数十年 ，亲身经历了动物研究所的发展和壮大 ， 对动物研究所有无比深厚的感
情 。编撰课题组成员怀着高度的责任感 ，为确保史实资料的准确性 ，不辞辛劳 ，广泛调
研 ，查阅历史档案 ，认真核对 ，反复讨论 ，为本书高质量地完成做出了卓越贡献 ，也出
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动人故事 ：如编撰组成员孟祥玲先生临终前在发音十分困难的情况
下还向所领导和编撰组组长交代哪里应该还有一些史料 ，哪里可能还有一些照片 ，叮嘱
“一定要把所史写成精品” 。赵建铭先生 、陈永林先生都是在身体不是很好的情况下坚持
工作 ，直到住院还惦记着所史编撰工作 。动物研究所新老职工以及曾经在动物研究所工
作过的干部和科技人员对本书的编写也十分支持 。 经过三年的艰苦工作 ， 近 ６０ 万字的
枟所史枠 终于出版面世了 。在此 ，我们代表全体动物研究所人向 枟所史枠 编撰课题组的
全体成员 ，向为 枟所史枠 提供珍贵资料 、图片的同志们 ，向为 枟所史枠 编撰提供帮助和
服务的有关档案馆 、图书馆和动物研究所相关职能部门的同志们 ，以及科学出版社的编
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

　 　 １） 动物研究所所史包括一系列出版物 ， 目前拟先期出版 枟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简史枠 和 枟中国科学院动物

研究所大事要览 （１９１５ — ２００５）枠 两本 。

本书的出版是动物研究所的一件大事 ，也是动物研究所创新文化建设的一项重要成
果 。它必将对动物研究所今后的发展产生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 从这本反映近 ８０ 年动物
研究所历史的书籍中 ，可以窥见我国动物学的发展轨迹 ，同时其对于研究我国生物学的
发展历史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历史悠久 ，功勋卓著 。 其前身是 １９２８ 年成立的北平静生生
物调查所及 １９２９年成立的国立中央研究院动物研究所和国立北平研究院动物学研究所 。
动物研究所产生的 １２位中国科学院院士 ， 是我国生物学及其分支学科 （如动物学 、 生
态学 、生殖生物学 、鸟类学 、兽类学 、昆虫学 、分类学 、 动物遗传学 、 昆虫生理学等）
的主要开拓者和奠基人 。秉志先生是我国最早生物学研究机构 ———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
所及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的主要创建人 ，也是我国动物学会的创始人 ，是我国近代生物
学及动物学的主要奠基人 。动物研究所曾在反细菌战 、飞蝗治理 、鼠疫防控 、朱鹮再发
现 、保护区设立 、熊猫保护 、细胞核移植及生殖避孕等研究方面做出过重大历史贡献 。

动物研究所近 ８０年的发展历史是极其不平凡的 ， 其间经历了无数坎坷和挫折 。 但
动物研究所的先辈们百折不挠 ，怀着一颗颗赤子之心 ，排除艰难险阻 ，坚持科学救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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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 ，为我国的动物学事业的延续和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先辈们在科学研究的
过程中 ，还积累和总结了许多宝贵的经验 。例如 ，秉志先生认为对待研究工作必须具备
“五心” ———决心 、信心 、 恒心 、 耐心 、 细心 ；还必须要有 “三不怕” 精神 ——— 不怕困
难 、不怕麻烦 、不怕失败 ； 并且强调科学家的治学精神为 “公 、 忠 、 信 、 勤 、 久” 五
字 。先辈们还提倡做科学研究要坚持 “三老四严” ， 即说老实话 、做老实人 、办老实事 ；
严肃 、严密 、严格 、严谨 。先辈们这种热爱祖国 、献身科学的崇高精神 ，治学严谨 、锲而
不舍的工作作风 ，以及待人诚恳 、为人师表的优秀品德 ，永远值得我们后人敬仰和学习 。

经过几代人的艰苦创业 、辛勤耕耘和不辍努力 ，动物研究所已成为我国动物学的研
究创新基地 、高级人才培养基地和科学普及基地 ，成为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 、农业可持
续发展 、人类生殖与健康领域的重大战略科技支撑 。 特别是自 ２００１ 年整体进入中国科
学院二期知识创新工程试点以来 ，动物研究所在科技目标凝练 、科研结构调整 、体制改
革 、机制转换 、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 ， 显著提升了科技创新能
力 。短短几年 ，动物研究所各项科技指标迅速攀升 ，如荣获 ６项国家奖 、发表数篇国际
顶尖论文 ，发表 SCI论文数和引用及研究生和博士后培养质量排名均跃居全国科研机
构前列等 。动物研究所在珍稀濒危动物保护 、农业虫害和鼠害综合治理 、动物疫病和外
来物种预警与防控 、动物克隆与生殖发育研究等方面为国家科技领域做出了重大的创新
贡献 ，实现了动物研究所历史上的再度辉煌 。

进入 ２１世纪 ，动物研究所根据当前国内外科学发展态势和国家战略需求 ， 提出了
未来 ５ ～ １５年的发展规划和目标 ：面向国家战略需求 ，面向世界科技前沿 ，加强自主创
新能力建设 ，实现科技创新能力的跨越和持续发展 ，将动物研究所建成国家动物学基础
研究创新基地 、高新技术研发基地 、 高级人才培养基地 、 科学知识传播基地 ； 力争在
２０１０年前 ，在动物学领域取得一批原创性的重大科技成果 ， 综合科技创新能力达到本
领域国际先进水平 ；在国民经济发展 、生态安全和人类健康领域 ，获得一批具有自主知
识产权的关键技术和重大成果 ；力争在 ２０２０ 年前 ， 进入动物学研究领域中国际著名研
究所行列 ，实现 “一流成果 、一流效益 、一流管理 、一流人才” 战略目标 。从发展态势
来看 ，通过三期创新 ，动物研究所是有能力 、有信心实现 “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迈向国
际一流水平” 这一宏伟战略目标的 。 枟所史枠 的出版必将激励和鞭策动物研究所的科技
人员 ，抓住创新三期和搬迁新园区的发展机遇 ， 秉承 “实行全面开放 ， 争创国际一流”
的办所理念 ，树立创新为民的科技价值观 ，树立自主创新的意识和赶超国际一流信心 ，
开拓创新 、锐意进取 ，大幅提升科技创新能力 ，用实际行动来书写动物研究所更加美好
的未来 ！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

所长 　 　 　

党委书记 　

２００６年 １２月 ２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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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是我国建立最早的动物学研究机构 。 她是 １９６２ 年由原动物

研究所和昆虫研究所合并而成 。昆虫研究所的前身是中国科学院 １９５０ 年 ８ 月在国立中
央研究院动物研究所昆虫学组和国立北平研究院动物学研究所昆虫研究室的基础上组建

成立的昆虫研究室 ， １９５３年昆虫研究室发展成昆虫研究所 。 原动物研究所的前身则是
中国科学院于 １９５０年 １０月 ，在接管国立北平研究院动物学研究所和北平静生生物调查
所动物部保藏的大量动物标本而成立的动物标本整理委员会 ， １９５１ 年 ５ 月动物标本整
理委员会更名为动物标本工作委员会 ，并于 １９５３年扩建成动物研究室 ， １９５７ 年又发展
成动物研究所 。 １９６２年昆虫研究所和动物研究所合并 ， 成为现今的动物研究所 。 因此 ，
动物研究所的历史要追溯到 １９２８年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成立之时 。

自 １９２８年至今 ，动物研究所历经风雨沧桑 ，走过了 ７８年不平凡的历程 。半个多世
纪的辉煌 ，凝结了几代动物学家顽强拼搏 、励精图治 、勤于攀登的足迹 ，为我国动物学
和动物研究所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创造了辉煌的业绩 。

从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建立至新中国成立的这 ２０ 多年时间里 ， 老一辈科学家在连
续不断的战乱年代圆满地完成了创建研究机构 、 培养人才 、开展科学研究的奠基事业 ，
造就了他们的科学业绩 ，培养出一大批动物学研究的英才 ，做出了重要的历史性贡献 。
新中国成立以来 ，动物研究所的科学家们在不同历史阶段 ，在参加国家重大经济建设和
完成科研任务中表现出相当雄厚的实力 。 在反细菌战 、 细胞核移植 、 生殖生物学和蝗
虫 、黏虫 、棉花害虫以及鼠害等有害动物综合防治 ，朱鹮 、白鹤 、遗鸥 、大熊猫等濒危
物种保护 ， 枟中国动物志枠 的编研以及在动物科学基本资料调查和基础理论研究方面取
得了一大批重要的科研成果 ，为国家的科学技术发展和国民经济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 。
２１世纪以来 ，动物研究所在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的推动下 ， 综合科技竞争力不断
攀升 ，在动物克隆 、外来物种预警 、动物疫病防控 、生态与环境保护和人类健康等诸多
研究领域展示出深厚的研究实力 。通过凝练科技目标 、 优化学科布局 、 聚集优秀人才 、
活跃学术气氛 、深化体制改革 、改善科研条件与环境等 ，使得动物研究所的科技创新能
力已经位居全国生物类研究机构的前列 ，综合实力得到进一步提升 ，并取得了重要科研
成果和重大进展 。我们相信 ，经过三期知识创新工程的动物研究所完全有可能接近 ，甚
至达到国际一流水平 ，在国际动物学领域占有一席之地 。

为了缅怀为动物学与动物研究所的创建与发展做出贡献的前辈们 ，弘扬动物研究所
的优良传统 ，激励年轻一代动物学工作者再接再厉 、奋发向上 ，不断把我国的生物科学
事业推向前进 ；同时又考虑到这些珍贵史料及时整理和抢救工作的紧迫性 ，我们编辑了
这本 枟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大事要览枠 （简称 枟要览枠） 。

枟要览枠 既不同于一般的大事记 ，又不同于史料汇编 。 因为前者过于简略 ， 后者则
需要庞大的篇幅 。本 枟要览枠 以动物研究所建所以来历年发生的比较重要的事件为中
心 ，摘录重要史料 ，并对这些史事的原委和相关联的情况加以简述 。 希望通过纵览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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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得以了解动物研究所的发展轮廓和史实梗概 。作为背景 ，一些全所性的重要活动和
事件也做了辑录 ，但一般不录其来龙去脉 ，内容从简 。

本 枟要览枠 按年代顺序对动物研究所的历史重要事件做摘要式叙述 ，它是一本了解
动物研究所发展史的入门书 ，也是研究当代中国生物科学 、动物学 、昆虫学发展史的参
考书 ，是一本可备查考的工具书 。另外可供本所职工 、研究生作为 “所史” 教育用书 。

本 枟要览枠 是 枟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简史枠 的姊妹篇 ， 可起相互补充和引证的
作用 。　

本 枟要览枠 在编写过程中 ，自始至终得到了本届所领导班子的关心 、支持和经费的
资助 ；综合档案室为编写人员查阅原始资料提供了很大的方便并给予大力支持 ，在此一
并致谢 。

本 枟要览枠 主要取材于动物研究所综合档案室保存的永久性档案和有关的出版物 ，
新中国成立前的重要事件主要取材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南京） 保管的有关档案和出
版物 。由于编写所涉及内容繁多 、历史跨度大 、部分档案不完整 ，加之初次尝试编辑这
样的史料 ，受水平所限 ，难免出现遗漏和错误 ，敬请读者指教 ，以便适时勘误修正 。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所史编撰委员会
２００６年 １２月 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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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１畅 本 枟要览枠 是动物研究所所史专题资料之一 ， 它记录了研究所的建立 、 成长 、

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事件 、主要人物活动以及反映研究所对国家 、社会做出贡献的史料 。
２畅 坚持尊重历史 ，力求材料详实 、准确并反映研究所特色 。
３畅 本 枟要览枠 以事件为中心主题 ， 在内容的时间跨度上 ， 一般都向前后延伸 ， 包

括事件的酝酿过程 、结果等 。
４畅 在编排上 ，按主题条目的年 、 月 、 日时间为序 。 同一年份内的时间先后顺序明

确者 ，年份从略 ；在同一年份内多次出现的主题条目或虽属同一年份 ，但月 、日时间不
明确的主题条目均放在其他重要事件中列出 。

５畅 由于各类事件的史料不同 ，各条目的内容繁简不一 。 对篇幅过长的条目均做了
适当的删节 。

６畅 需加注释者 ，在文中加注或在该条目参考文献下端加脚注 ，并标以 ※ 。
７畅 引用的史料 ，一般为择要摘录 。 引用原文时 ， 加引号 “” 表示 。 对原文中的错

字 、漏字 ，一般均予以更正 ，不另说明 。
８畅 引用的文献 ，在文中相应处右上方加 ［１］ 、 ［２］ … … 标号 （个别条目除外） 。 在

每个条目之后按顺序列出全部文献 ：
（１） 引用书刊包括 ：作者 、标题 、书刊名 、出版者或卷期 、年份 、页码 。
（２） 引用院 、所档案资料包括 ：单位 、档案载体 、标题 、案卷号 、保管期限 。
如 ： ①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 （南京） ， 枟国立中央研究院 １９２８ 年度总报告枠 ，

全宗号 ： ３９３ ，案卷号 ： ２７９９” ； ② “动物研究所文书档案 ， 枟昆虫研究室 １９５１年工作总
结枠 ，案卷号 ： １９５１唱０３唱００２ ，永久” ； “动物研究所科研档案 ， 枟中苏科学院紫胶工作队
工作报告枠 ，档号 ： １１唱０１唱００２ ， 永久” ； ③ “中国科学院档案 ， 枟中国科学院第 ３７ 次院
务汇报记录枠 ，办永 ５０唱５” 、 “中国科学院档案 ， 枟讨论动植物研究所改组事宜座谈会记
录枠 ，计长 ５０唱４ ，生永 ６０唱１６” （其中 “办” 、 “计” 、 “生” … … 分别代表院办公室 、 计划
局 、生物学部 … …等 ； “永” 、 “长” 、 “定” 分别代表该案卷的保管期限 “永久” 、 “长
期” 、 “定期” ； “５０” 、 “６０” … …分别代表年份 ； “５” 、 “４” 、 “１６” … … 分别代表案卷排
列顺序） 。

９畅 本 枟要览枠 中记事自 １９１５年起至 ２００５年 １２月底止 。
１０畅 本 枟要览枠 仅将 １９５０年至 １９７９年出版的专著编入 ， １９８０年以后出版的专著已

编入动物研究所年度成果简介 、著作目录 ，本 枟要览枠 不再辑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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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前的三所

（１９１５ — １９４９年）

1915年

１０月 ２５日 　中国科学社成立
由任鸿隽 、杨铨 、胡明复 、赵元任 、周仁 、秉志 、过探先等一批专习自然科学的留

美中国学生 ，于民国 ４年 １０月 ２５ 日 （即 １９１５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 在美国伊萨卡 （Ithaca）
组织成立 “中国科学社” 。这是中国第一个由中国人自办 、 自管的综合性学术团体 ， 其
目的在于传播科学 ，创导实业 ，以科学救中国 。 该社自成立至 １９４９ 年新中国成立 ， 历
时 ３５年 ，成为全国影响最大 、覆盖最广的综合性学术团体 。 枟中国科学社二十周年纪念大会记

盛枠 ， 枟科学枠 １９ （１２） ， １９０６ 页 ， 中国科学社发行 ， １９３５ 年 １２ 月 。

１９１５年 　秉志首篇学术论文 “加拿大金杆草上虫瘿内的昆虫” 发表
１９１５年秉志撰写 “加拿大金杆草上虫瘿内的昆虫” 一文 ，刊登在美国 枟Pomona昆

虫学与动物学杂志枠 第 ７ 卷第 ３ 期上［１］ ， 这是秉志首篇学术论文 。 同年 ， 秉志撰写的
枟疟蚊枠 发表在 枟科学枠 杂志第 １ 卷第 １１期和第 １２期及第 ２ 卷第 １ 期上［２］ ，是我国学
者第一篇医学昆虫论文 ， 也是我国学者在中国自办的科学杂志上发表的第一篇昆虫学
论文［１］ 。
［１］ 王思明 、 周尧 ， 枟中国近代昆虫学史 （１８４０ — １９４９）枠 ， ３７ — ３８ 页 ， １２１ 页 ， 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

［２］ 秉志 ， 枟疟蚊枠 ， 枟科学枠 ， １ （１１） ： １３０３ — １３１５ ， （１９１５） ； 枟科学枠 ， １ （１２） ： １４２８ — １４４２ ， （１９１５） ， ２ （１） ：

８３ — ９０ ， （１９１６） 。

1922年

８月 １８日 　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成立

（一） 成 立 经 过

１９２１年秋 ，中国科学社董事会委任秉志 、 胡先骕 、 杨铨为筹备委员负责筹备建立
生物研究所 。 １９２２年 ８月 １８日 ，我国最早的生物学研究机构 ———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
所成立 ，在南京成贤街文德里社址举行了开幕典礼 。开幕式由科学社社员 、北京大学生
物系主任谭仲逵教授主持 ， 所长秉志讲话 ， 中国科学社社员 、 著名学者梁启超做题为
“生物学在学术界之位置” 的报告［１］ 。

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所址设在南京 ，由著名动物学家 、中国科学社的主要发起人
之一秉志任所长 。下分动物 、 植物两部 ， 著名植物学家胡先骕任植物部主任 （１９２９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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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崇澍接任主任） 。该所着重于我国动植物的调查 、 分类研究 ， 同时也进行一些生物的
解剖 、生理和生化研究［１ — ３］ 。

（二） 沿 　 　革

１９２６年 ２月 ，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董事会资助该所经费每年 １畅５ 万元 ， 为期 ３ 年 。
１９２９年 ６月 ，该会继续资助了生物研究所 ３年的经费 ，第 １年 ５万元 ，其中 ： ２万元用
于建筑研究室 ， ３ 万元为研究经费 ，后两年各给 ４万元 。 １９３０年 ，该会又捐助了该所建
筑费 ２万元 ，科学社另筹 ２万元［４ 、５］ ，建造了一座三层楼 ， 作为实验室 、 养殖室 、 标本
展览室及图书室 。由于经费较为充裕 ，则向欧美各国订购了书籍 、仪器设备以及化学试
剂 、药品等其他必需品 。随后 ，动物部又增聘王家楫 （中央大学兼职） 为研究指导员 ；
陈月舟 （中央大学兼职） 为绘图员 ；增聘王家楫为教授 ，徐锡藩 、何锡瑞 、郑集 、张孟
闻等人为研究员 ； 增聘陈进生为助理等 。 植物部增聘 ８ 人 （研究员 ７ 人 ； 助理 １
人）［４ 、６］ 。

１９３４年动物部下设生理学和生物化学两个研究室 。 到抗战前夕 ， 该所的研究工作
除动植物调查和分类外 ，还涉及植物形态学 、 植物生态学 、 动物生态学 、 动物解剖学 、
动物组织学 、生理学和生物化学等学科领域 ，早期还有一部分动物遗传和动物行为的研
究 。随着科研条件的改善及人员的增加 ， 科学研究工作渐有成绩 ， 也渐为科学界所关
注 。许多著名生物学家曾在此从事研究 ，接受研究工作的训练 ，并开始其研究生涯 。如
原生动物学家王家楫 、倪达书 ，鱼类学家张春霖 ，兽类学家何锡瑞 ，两栖爬行动物学家
张孟闻 ，无脊椎动物学家喻兆琦 、谢淝成 、曾省 ，组织与胚胎学家崔之兰 ，生理学家张
宗汉 ，生物化学家 、 营养学家郑集 ， 植物学家耿以礼 、 方文培 ； 林学家郑万钧 、 吴中
伦 ，神经学家欧阳翥等 ，皆为 ２０世纪 ２０年代我国生物学发轫期之俊彦［７］ 。

抗日战争期间该所迁往重庆北碚 。在迁重庆期间 ，由钱崇澍任所长 。南京原址三幢
研究楼房于 １９３８年为日本侵略军全部烧毁 。 抗战胜利后 ， 该所寄寓于上海市陕西路中
国科学社明复图书馆楼上勉强维持工作［４］ 。

该所的研究成果发表在 枟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丛刊枠 （英文） （ Contr ibutions
f rom the Biological Laborator y o f Science Society o f China ） ，该丛刊创刊于 １９２５年 ，
１９３０年第 ６卷起分为动物 （Zoological series） 和植物 （Botanical series） 两大类 ，各自
成专卷 ，到 １９４２ 年停刊 ， 前者出版至第 １６ 卷 ， 后者出版至第 １２ 卷 。 自 １９２２ — １９４２
年 ，刊载动物学方面的学术论文 １１２ 篇 ， 其中包括动物分类 、 解剖 、 生理 、 营养化学
等 ；刊载植物学方面论文 １００ 余篇 ， 都属于分类学 。 １９４３ 年出版新 １ 卷第 １ 期 ， 至
１９４９年出版至新 １ 卷第 ３ 期终刊［８ 、９］ 。 生物研究所由于研究成绩卓著 ， 很快闻名于世
界 。该所的建立是中国近代生物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 它培养了许多大学师
资 ，许多后来建立的生物学研究机构 ，都直接或间接地来源于它 ，终成为中国现代生物
学的摇篮 。
［１］ 枟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开幕记枠 ， 枟科学枠 ， ７ （８） ， ８４６ — ８４８ 页 ， １９２２ 年 ８ 月 ， 中国科学社发行 。

［２］ 薛攀皋 ， 枟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 ——— 中国最早的生物学研究机构枠 ， 枟中国科技史料枠 １３ （２） ， １９９２ 。

［３］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 （南京） ， 枟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第一次十年报告枠 ， 全宗号 ： ２８４ ， 案卷号 ： １９５ 。

［４］ 枟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枠 ， 枟科学枠 ， １４ （１） ， １３４ — １３５ 页 ， 中国科学社发行 ， １９２９ 年 ９ 月 。

［５］ 枟科学枠 ， １４ （９） ， １４６４ 页 ， 中国科学社发行 ， １９３０ 年 ５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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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枟科学枠 ， １４ （４） ， ６０４ — ６０５ 页 ， 中国科学社发行 ， １９２９ 年 １２ 月 。

［７］ 转引胡宗刚 ， 枟静生生物调查所史稿枠 ， 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研究丛书 ， ２００５ ， 山东教育出版社 。

［８］ 薛攀皋 、 季楚卿 、 宋振能 ， 枟中国科学院生物学发展史事要览 （１９４９ — １９５６）枠 ， 第 ４５ 页 ， 中国科学院院史专题

资料 （１） ， 中国科学院院史文物资料征集委员会办公室 （１９９３ 年） 。

［９］ 枟科学枠 ， １４ （５） ， ７５２ — ７５３ 页 ； 中国科学社发行 ， １９３０ 年 １ 月 。

1924年

９月 　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成立
１９２４年 ５月 ，美国众参两院通过了第 ２ 次退还庚子赔款 ， 用于发展中国教育文化

事业的议案 ，为了充分利用这笔款项 ，更大限度地发展事业 ，中美两国有识之士 ，决定
成立 “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 以管理此项资金 。

１９２４年 ９月 ，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正式成立 ，由 １５位董事组成 。
１９２５年 ６月 ，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召开第 １次年会 ，临时董事长范源濂致词 ， 称 ：

“本会所经管赔款为美国第 ２次退还之赔款 ，第 １次退还纯成为两国政府间交涉之结果 ，
此次则多由于民间协商而政府助成之 … … 故信此举于中美两国政府及人民之友谊上甚为
有益”［１ 、２］ 。
［１］ 引自胡宗刚 ， 枟静生生物调查所史稿枠 ， 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研究丛书 ， ２００５ ， 山东教育出版社 。

［２］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 （南京） ， 枟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第 １ 次年会会议记录枠 ， 全宗号 ： ４８４ ， 案卷

号 ： ００２ 。

1925年

１９２５年 　陈桢发表首篇遗传学论文 “金鱼外形变异”
陈桢在 枟科学枠 第 １０卷第 １期上发表了 “金鱼外形变异” 学术论文 ， 这是中国学

者发表的首篇遗传学论文［１］ ，该论文用进化论的观点论证了金鱼起源于野生的鲫鱼 。 同
年又在 枟科学枠 第 １０卷第 ３期发表了 枟金鱼的变异与天演枠［２］ 。
［１］ 郭郛 、 钱燕文 、 马建章 ， 枟中国动物学发展史枠 ， 第 １２ 页 ， 东北林业大学出版社 。

［２］ 枟科学枠 第 １０ 卷 ３ 期 ， ３０４ — ３３０ 页 ， １９２５ 年 ６ 月 。

1926年

１９２６年 王家楫在中国首次发表 “原生动物的生物学和生态学” 论文
１９２６年王家楫发表 “原生动物的生物学和生态学” ， 这是中国首次发表的原生动物

学和生态学论文 。郭郛 、 钱燕文 、 马建章 ， 枟中国动物学发展史枠 ， 第 １２ 页 ， 东北林业大学出版社 。

1927年

１０ — １２月 　秉志自垫经费前往厦门采集动物标本
１９２７年秋冬两季 ，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秉农山 （秉志） 前往厦门采集 ， 历时 ３

·３·



个月 。秉志将每月的薪金均捐入该所 ，为购置书籍仪器及津贴研究生之用 ，此次采集费
乃由秉志自行垫出 ， 所得标本为哺乳类 １４ 号 ， 哺乳类颅骨 ８ 号 ， 爬虫类 ４ 号 ， 鸟类
２４５号 ，鱼类 ２４２号 ，海产无脊椎动物 ２１６６ 号 。 张宗汉在浙江嵊县采得鱼 １００ 余号 ，
鸟 ２５号 ，两栖类 ２号 ，哺乳类颅骨 １个 。 枟科学枠 ， １３ （５） ， ７１３ 页 ， 中国科学社发行 ， １９２８ 年 ５ 月 。

１２月 ２３日 　教育部长范源濂逝世
原国民政府教育部长范源濂 （字静生） 在天津逝世 ， 享年 ５２ 岁 ， 朝野人士同声痛

惋 。中国科学社对 枟范静生先生小传枠 有这样的评价 ： “先生为人精敏勤谨 ，事无巨细 ，
率能尽其条理 ；自奉甚约 ， 而对人宽厚有容 ，一秉至诚 ， 故朝野内外 ， 翕然景仰 ； 屡
长教衡 ，学制大政 ，悉取决于先生之手 。 盖近 ２０ 来年 ， 以一人而关系全国教育兴废之
重 ，未有若先生者也” 。蔡元培的评价 ： “范公一生努力教育事业 ，未尝稍怠 ，并尽心提
倡科学 ，匡助研究事业 ，不遗余力 ； … … ” 。 枟科学枠 ， １３ （１） ， １４９ — １５０ 页 ， 中国科学社发行 ， １９２８

年 １ 月 。

1928年

３月 ４日 　中国科学社在南京召开范静生先生追悼会
中国科学社在南京召开范静生先生追悼会 ，蔡元培主席首先致辞 ，继而竺可桢宣读

祭文 ，柳诒征做演说 ，胡先骕讲述了范公在抱恙之际 ，在病榻间 ，仍置有生物标本及图
书等物 ，潜心观察 ，未尝片刻忘之 ，以证先生好学求知之力矣 。 并言 ： “先生久欲创设
生物研究所于北京 ，几经筹划 ，以经费之梗 ，迄未完成 ，病故前二三日 ，犹津津详论其
组织焉 。今先生既殁 ，同人应尽力助成此事 ，以竟先生之志尔 。” 枟中国科学社董事范静生追悼

会记略枠 ， 枟科学枠 ， １９２９ ， １３ （１） ， １９２８ 年 １ 月 ， 中国科学社编辑 。

４月 　国立中央研究院筹备处组织 “广西科学调查团” 采集动植物标本
国立中央研究院在筹备期间组织了 “广西科学调查团” 赴广西采集动植物标本 ，调

查时间 ６个月 ， １２月返回南京 。 秦仁昌 、 唐瑞金负责植物采集 ， 方炳文 、 常麟定 、 郑
章成负责动物采集［１ — ４］ 。动植物两组均由柳州赴宜山 ，西行经九万山 、 宜北 、 河池 、 南
丹 、凌云 、西隆 、八达山等处 ，后折向南行 ，调查百色 、天保镇边十万大山等处 ，再折
向东至瑶山 、古化等地调查 ，以三江为终点 ， 全程约 ３６００ 余里［３］ 。 采集成绩甚佳 ， 共
获哺乳动物 ４０ 余种 ， ２９０ 余号 ； 鸟类 ３３０ 余种 ， １４００ 余号 ； 爬行类 ５０ 余种 ， ２００ 余
号 ；两栖动物 ３０余种 ， ３３０余号 ；鱼类 １１０余种 ， ８００余号 ；无脊椎动物 ７００种 ， ５０００
余号 。另捕获活动物猴 、豹 、豪猪等 ２０ 余头 ， 圈养在自然博物馆动物园内 。 采集各类
植物标本 ３４００余种 ，约 ３万余号［３ 、４］ 。此次调查不仅获得丰富的动植物标本 ，也为中央
研究院决定建立自然历史博物馆奠定了基础 。
［１］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 （南京） ， 枟国立中央研究院 １９２８ 年度总报告枠 ， 全宗号 ： ３９３ ， 案卷号 ： ２７９９ 。

［２］ 枟科学枠 ， １３ （５） ， ６８４ 页 ， 中国科学社发行 ， １９２８ 年 ５ 月 。

［３］ 枟广西科学调查团成绩之一斑枠 ， 枟科学枠 ， １３ （９） ， １２６４ — １２６５ 页 ， 中国科学社发行 ， １９２８ 年 ９ 月 。

［４］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 （南京） ， 枟科学调查团动植物工作报告枠 ， 全宗号 ： ３９３ ， 案卷号 ： ２１４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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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月 ９日 　国立中央研究院成立

（一） 成 立 经 过

据 枟中央研究院史初稿枠 记载 ： “民国 １３ 年 （１９２４ 年） 冬 ， 孙中山先生离粤北上
时 ，曾拟设立中央学术院为全国最高学术研究机关 ， 以奠定革命建设之基础 。 命汪兆
明 、杨铨 、黄昌谷起草学术院计划 。不幸翌年 ３月病逝 ，此议遂无由实现”［１］ 。

中央研究院的真正筹设 ， 是在北伐战争胜利后 ， 在蔡元培 、 李煜瀛 （即李石曾） 、
杨铨和学术界的许多专家学者共同努力下实现的 。

１９２７年 ４月 １７日 ，在南京政府成立前一天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第 ７４
次会议上 ，李煜瀛提出设立中央研究院案 ，议决由李煜瀛 、蔡元培 、张人杰共同起草组
织法 。 ５月 ９日 ，中央政治会议第 ９０ 次会议又议决设立中央研究院筹备处 ， 并推定蔡
元培 、李煜瀛 、张人杰 、褚民谊 、 许崇清 、 金湘帆为筹备委员 。 ６ 月 １３ 日 ， 国民党中
央政治会议第 １０５次会议通过了设立大学院的提案 。 ６ 月 １７ 日 ， 南京国民政府任命蔡
元培为大学院院长 。 ６月 ２７日 ，中央政治会议第 １０９ 次会议通过了中央法制委员会拟
送的 枟中华民国大学院组织法枠 ， 并于 ７ 月 ４ 日由南京政府公布 。 该 枟组织法枠 规定 ：
大学院为全国最高学术教育行政机关 ，管理全国学术及教育行政事宜 ；大学院设立中央
研究院 … …等国立学术机关 。 至此 ， 筹设中的中央研究院遂成为大学院的直辖机关
之一 。

１９２７年 １０月 １日 ，大学院成立 ，蔡元培宣誓就任大学院院长职 ， 原教育行政委员
会即撤销归并 。随后 ，蔡元培根据大学院组织法聘请学术界人士王小徐 、胡刚复 、王世
杰等 ３０余人为中央研究院筹备委员 。 １９２７年 １１月 ２０ 日 ，蔡元培在大学院会议厅主持
召开了中央研究院筹备会议 ，会议通过了 枟中华民国大学院中央研究院组织条例枠 。 该
枟条例枠 第一条规定 ： “本院定名为中央研究院 ， 为中华民国最高科学研究机关” ， 第 ４
条规定 ： “本院设院长 １人 ， … …以大学院院长兼任 。 设秘书 １ 人 ， … … 暂以大学院教
育行政处主任兼任” ，于是 ，中华民国大学院院长蔡元培兼任中央研究院院长 ， 大学院
教育行政处主任杨铨兼任中央研究院的秘书长［２ — ４］ 。

（二） 沿 　 　革

１９２８年 ４月 １０日 ，国民政府公布 枟修正国立中央研究院组织条例枠 ， 改 “中华民
国大学院中央研究院” 为 “国立中央研究院” ， 从此 ， 中央研究院脱离大学院而成为独
立的学术机关 。 １９２８年 ４月 ２３日 ，国民政府特任蔡元培为中央研究院首任院长 （此时
蔡元培仍是大学院院长 ，但不是以大学院院长兼中央研究院院长） 。

１９２８年 ６月 ９日 ，蔡元培院长在上海东亚酒楼召集国立中央研究院第 １ 次院务会
议 ，从此中央研究院正式宣告成立 ， 以后即定这一天为院庆 。 国立中央研究院是我国
２０世纪前期最大最重要的学术研究机构 ，它的成立标志着中国现代有系统的科学研究
事业的开端 ，在中国近代科技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

１９２８年 ８月 １７日 ，蔡元培呈辞大学院院长等职 ， 仅保留中央研究院院长一职 ， 并
获准 。 １１月 ９日 ，公布修正的 枟国立中央研究院组织法枠 ， 枟组织法枠 第 １ 条规定 ：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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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中央研究院直隶于国民政府 ，为中华民国最高学术研究机关” 。第 ４条规定 ： “国立中
央研究院设总干事 １人” ，即改秘书长为总干事 ， 仍由院长聘杨铨担任 ， 设总办事处于
南京成贤街 ５７号法制局旧址内 ， １９２８年 １１月正式开始办公［２ — ４］ 。

在中央研究院宣告成立时 ，已筹设最初的几个研究所 。先是理化实业研究所 （１９２８
年 ７月为物理 、化学 、工程 ３个研究所） 、地质调查所 （１９２８ 年 １ 月改称地质研究所） 、
社会科学研究所 （１９２８年 ５月正式成立） 和观象台 （１９２８ 年 ２ 月为天文 、 气象 ２ 个研
究所） ４个研究所 。 １９２８年 １０月 ，成立了历史语言研究所 ； １９２９ 年 １ 月筹备自然历史
博物馆 （１９３０年 １ 月正式成立 ， 动植物研究所的前身） ； １９２９ 年 ４ 月成立心理研究
所［４］ 。至 １９３０年 ，中央研究院共成立了 １０个研究机构 。据 １９３１年 ３月统计这 １０ 个研
究机构共有专任研究员 、技师 、编辑员 ５９ 人 ， 兼任研究员 ５ 人 ， 名誉研究员 ２ 人 ， 特
约研究员 、编辑员 、外国通讯员 、顾问等 ６３ 人 ， 助理员 、 调查员 、 技术员 、 练习生等
１４１人 ，总计 ２７０人［５］ 。 到 ４０ 年代初下属所发展到 ２３ 个 ，成为民国时期隶属于国民政
府的最大的综合性科学研究机构 ，这支队伍对中国近 、现代科学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
［１］ 薛攀皋 、 季楚卿 、 宋振能 ， 枟中国科学院生物学发展史事要览 （１９４９ — １９５６）枠 ， 第 １２ 页 ， 中国科学院院史专题

资料 （１） ， 中国科学院院史文物资料征集委员会办公室 （１９９３ 年） 。

［２］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 （南京） ， 枟国立中央研究院 １９２８ 年度总报告枠 ， 全宗号 ： ３９３ ， 案卷号 ： ２７９９ 。

［３］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 （南京） ， 枟国立中央研究院概况枠 ， 全宗号 ： ３９３ ， 案卷号 ： ００１ 。

［４］ 枟中央研究院为教育年鉴编造 “中央研究院概况” （１９３２ — １９４７ 年）枠 ， 全宗号 ： ３９３ ， 案卷号 ： ８０ 。

［５］ 林文照 ， 枟中央研究院的筹备经过枠 ， 枟中国科技史料枠 ， 第 ７２ 页 ， ９ （２） ， １９８８ 年 。

１０月 １日 　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成立

（一） 成 立 经 过

１９２８年 １月 ，尚志学会 （１９１９年由范静生发起组成 ， 主要成员为早年留日学者梁
启超 、江庸 、王家驹 、王文豹 、马麟翼等人） 嘱托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 （中美庚款
所属） 组织创办生物调查所 ，并允拨付资金 ，以作该所基金［１］ 。尚志学会就此拟出 枟合
组办法枠 。

１９２８年 ２月 ，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回复尚志学会 ， 并对其所拟的 枟合组办法枠
草案提出了修正意见 。

１９２８年 ５月 ，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致函中国科学社理事会 ， 商借秉志北上支
持静生生物调查所 ，暂以每年 ４ 个月或半年为期 。 ５ 月 ３１ 日 ， 科学社理事会在南京成
贤街社址开会 ，议决此案 ，惟以每年 ２个月为限 。

１９２８年 ６月 １９日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第 ４次董事会 ，正式通过接受尚志学会
嘱托 ，组织静生生物调查所 ，议决聘请江庸 、陈宝泉 、王文豹 、翁文灏 、祁天锡 、周诒
春 、丁文江 、任鸿隽 、范旭东为静生生物调查所委员会委员 ，秉志为所长［２］ 。

负责筹建该所的是当时南京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所长 、动物学家秉志和植物学家
胡先骕 。 １９２８年 ７月 ，秉志 、胡先骕赴北京 ， 负责组建该所 。 ７ 月 １８ 日 ， 根据静生生
物调查所委员会第 １次会议记录 ：在南长街 ２２ 号中华教育基金董事会事务所召开成立
会议 ，委员王文豹 、陈宝泉 、祁天锡 、翁文灏 、周诒春 、任鸿隽出席会议 。所长秉志列
席会议 。会议由周诒春代表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临时主席 ，通过议案有［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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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畅 枟静生生物调查所委员会章程枠 。
２畅 枟静生生物调查所计划及预算枠 。
３畅 推举任鸿隽为委员会主任 、 翁文灏为书记 、 王文豹为会计等 ， 这些职位皆为名

誉职位 。
４畅 秉所长提出请胡先骕为植物部主任 ， 月薪 ３００ 元 ； 寿振黄为动物部副教授 （技

师 １９２８ — １９４１年） ，月薪 ２５０元 ，刘崇乐兼任动物部教授 ，月薪 １５０元 。会议主席说明
所长秉志不能常居北京 ，其不在时所长一职由胡先骕代理 。

５畅 会议决定静生生物调查所正式成立日期为民国 １７ 年 （１９２８ 年） １０ 月 １ 日 。 所
址设在北平 （今北京） 西城石驸马大街 ８３号范源濂故居 。

１９２８年 １０月 １日上午 １０时 ， 举行开幕典礼 ， 到会者有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
职员 、尚志学会职员 、该所委员会委员 、该所职员 、北平博物学会职员 、各学校生物教
授 ，中西来宾 ５０余人 。会议由主席周寄梅先生主持 ， 著名实业家范旭东先生 （范静生
胞弟） 陈述范静生先生生平事迹 ，言时声泪俱下 ，听者动容 ；然后由江翊云先生代表尚
志学会致辞 ，说明设立静生生物调查所以纪念静生先生的理由 ，并对于基金董事会及所
内职员的热心赞助深表感谢 ；再由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董事顾临代表董事会说明本
会与尚志学会合办静生生物调查所的旨趣 ；所长秉志先生报告了静生生物调查所今后的
工作计划［４］ 。会后 ，与会人员在所长秉志和植物部主任胡先骕的陪同下参观了该所动植
物标本 、书报等 。

（二） 沿 　 　革

该所创办初期 ，设动物 、植物两部 ，秉志任所长兼动物部主任 ，胡先骕任植物部主
任 。 １９３１年该所迁入西安门内文津街 ３ 号新建楼房 。并将旧址改为通俗博物馆 。 １９３２
年 １月 ，秉志因 “南北奔走 ，兼理两所 ， 辛卒少暇 ， 苦无治学之时” ， 辞所长职 ， 专任
静生生物调查所动物部教授 ， 所长之职由胡先骕继任［５］ 。 １９３４ 年 ， 该所与江西农业院
合办庐山森林植物园 。 １９３８年 ，该所与云南省教育厅在昆明合办云南农林植物研究所 。
抗日战争期间 ，静生生物调查所部分人员迁往江西省泰和县 ，后来一部分人员又西迁云
南 。抗战期间 ，因经费不足停办动物部 ，抗战胜利后复员回北平 ，只恢复了植物部［６］ 。

该所动物部以往的研究工作 ，主要集中在将采集所得的标本进行详细的分类研究 。
所长兼动物部主任秉志侧重研究中国软体动物 、 腹足类的分类及中国白垩纪化石昆虫 、
北方化石田螺 、 鱼类 、 爬虫及软体动物化石 ； 技师 ※ 寿振黄侧重研究中国的鸟类 、 鱼
类 、两栖类 ；技师张春霖研究云南 、福建 、广东 、广西 、河南 、河北及吉林的两栖类爬
虫与中国的鲶科 ；技师喻兆琦研究虾类 、寄生等足类 、寄生桡足类等甲壳动物 ；技师杨
惟义研究中国蝽象亚科的分类及中国昆虫的分布 ； 研究员 ※ 沈嘉瑞研究华北的节足动

物 ；研究员何琦研究海南及北平的蚊蝇等 ， 研究成绩斐然 。 据不完全统计共计发现新
属 、新种 ５４种 ，并纠正以前欧 、美 、日等国研究的错误颇多 。历年来所研究的成果除
了在 枟静生生物调查所汇报枠 及国内外杂志上发表论文 （６６ 篇） 外 ， 编写并出版的专
著有 ： 枟华北蟹类志枠 、 枟中国鲤科志枠 、 枟河北鸟类志枠 （２卷） 、 枟中国昆虫目录枠 （６卷） 、
枟河北习见鱼类图说枠 等 １１卷 （册）［７］ 。编写有关植物学方面的专著 １３卷 （册）［７］ 。

该所的采集工作始于研究所成立初期 ， 采集调查足迹遍及河北 、 河南 、 山东 、 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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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 、广东 、 广西 、 四川 、 湖南 、 浙江 、 福建 、 江西 、 云南 、 海南等地 ， 采集工作长达
１０余年之久 （云南植物） ，其中云南植物采集先后 １４ 年之久 ， 时间最长 ， 所得标本不
下 １０万余号 ，其中有经济价值和新奇的不在少数 。 故云南长期采集的收获为今后编著
的 枟中国植物志枠 做好了铺垫 。动物采集遍及沿海一带 ，远达海南 ，得到昆虫 、脊椎动
物 （哺乳类 、鸟类 、鱼类） 、无脊椎动物标本 １５万余号 ，有些标本极为珍贵 。 １９３４年 １
月该所会同中央研究院和中国科学社有关专家组成 “海南生物采集团” 赴海南采集 ，足
迹遍全岛 ，共采获昆虫 １畅５万号 ，无脊椎动物 １ 万余号 ， 脊椎动物 ５０００ 号 ；菌类及植
物标本 ４０００余号 。加之接收国内外赠送标本 ，该所收藏动物标本多达 ３５畅７万余号 ，植
物标本 ２１畅 ９万余号［８ 、９］ 。

该所保存在北平图书馆的图书约 １０ 万册 ， 该所印刷品约 ２ 万册 ， 欧美各国杂志
３００余种 ，约 １万册［８ 、９］ 。

该所出版的 枟静生生物调查所汇报枠 （Bulletin o f Fan Memor ial Institute o f Biol唱
ogy） 以英文刊出 ，创刊于 １９２９年 ５月 ，每年出 １卷 。太平洋战事爆发后 ，动物部出版
至第 １０卷 ３号 （期） 。植物部出版至第 １１卷第 ２期停刊 。在刊行的 １０余年中 ，共登载
６８位学者 ２６９篇论文 ，其中 ： 动物方面 １３３ 篇［７ 、１０］ ， 多有昆虫著作 。 １９３５ 年荷兰权威
的 Chronica Botanica杂志曾著专文报道该刊 。至 ４０年代 枟汇报枠 共与国内外 ２００多个
研究机构建立交换关系 ，在国内外生物学界具有相当大的影响 。该所与中国科学社生物
研究所成为了中国最早期动 、植物学家的摇篮 。该所还与南京生物研究所合刊 枟中国动
物学杂志枠 （Zoologica Sinica） 。
［１］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 （南京） ， 枟尚志学会初拟与中基会合组静生所办法枠 ， 全宗号 ： ６０９ ， 案卷号 ： ００２ 。

［２］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 （南京） ， 枟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第三次报告枠 ， １９２９ 。

［３］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 （南京） ， 枟静生生物调查所委员会会议记录枠 ， 全宗号 ： ６０９ ， 案卷号 ： ００３ 。

［４］ 任鸿隽 ： 枟静生生物调查所开幕记枠 ， 枟科学枠 ， １３ （９） ， １２６３ — １２６４ 页 ， 中国科学社发行 ， １９２９ 年 ４ 月 。

［５］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 （南京） ， 枟静生生物调查所职员录及一览表枠 ， 全宗号 ： ６０９ ， 案卷号 ： ００４ 。

［６］ 中国科学院档案 ， 枟中国科学院接管各研究机构概况枠 ， 办永 ５０ — ２５ 。

［７］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 （南京） ， 枟静生生物调查所工作报告和概况枠 ， 全宗号 ： ６０９ ， 案卷号 ： ００７ 。

［８］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 （南京） ， 枟静生生物调查所 （第 ６ 次年报） １９３４ 年年报枠 。

［９］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 （南京） ， 枟中央研究院工作报告 （１９３５ 年 １１ 月）枠 ， 全宗号 ： ３９３ ， 案卷号 ： ６６ 。

［１０］ 中国科学院资料汇编 ， 枟中国科学院各单位出版情况统计表枠 ， 第 １１４ 页 ， １９５０ 年 ， 第一集 ， 院办公厅编印 。

※ 注 ： 当时静生生物调查所的研究技术职称 ： 技师相当于现在的研究员 ， 副技师相当于现在的副研究员 ， 研究

员相当于现在的助理研究员 。

１９２８年 　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第 ４次报告
静生生物调查所在酝酿建所之时 ，即仿美国生物调查所借助国会图书馆的前例 ，而

依托国立北平图书馆 ，因经费充足 ，其购置的生物学文献也甚齐备 。是年 ，中华教育文
化基金董事会发表 枟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第 ４ 次报告枠 ， 内容涉及国立北京图书馆
与静生生物调查所两机构合作 ，有如下记录 ：

“本年静生生物调查所成立 ， 北平图书馆特提出一部分购书费 ， 专购生物学书籍 ，
借供研究用 。已购自创刊号起的全部动物及植物学杂志 １２ 份 ， 时间最长的有发行 １３２
年的历史 ，最近的亦已刊行数十年 。至于卷帙繁重的参考书 ，与最近发行的杂志 ，尤属
应有尽有 。同时 ，该馆还收集了世界著名的其他科学杂志 。” 枟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第 ４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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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枠 。

1929年

４月 　静生生物调查所所长秉志兴建所址的议案被获准
静生生物调查所所长秉志因该所现址石驸马大街的房舍属民居 ， 而且面积只有 ３００

平方米 ，难以适应研究所的事业发展 ，在静生生物调查所第 ３次委员会会议上他提出兴
建所址的议案 。据 枟会议记录枠 载 ： “所长报告现在所址过小 ， 本年采集完毕 ， 无余屋
可供整理 、鉴定 、陈列之用 ，应请委员会从速设法补救 ，庶期今秋工作不至停顿 。经合
众讨论 ，丁文江委员动议由委员长筹集建设费 １万 ，并请基金拨给 １畅 ５万元 ，即在基金
会所有之养蜂夹道迤西空地上建筑新屋 ，得江庸附议 ，获全体赞成通过 。此议案从动议
到建成只用了两年时间”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 （南京） ， 枟静生生物调查所委员会会议记录枠 ， 全宗号 ：

６０９ ， 案卷号 ： ００３ 。

９月 ９日 　国立北平研究院成立

（一） 成 立 经 过

１９２７年 ５月 １９日 ，中央政治会议采纳蔡元培 、 张人杰 、 李煜瀛 （李石曾） 等人的
建议 ，设立中央研究院 ，以蔡元培等为筹备委员 。李煜瀛在中央政治会议上报告局部或
地方研究院的拟议 ，并定中央研究院每月经费为 １０万元 ，地方研究院每月经费 ５万元 。

１９２８年 ９月 ２１日 ，李煜瀛代表大学委员会列席国府会议 ，说明北平大学组织与预
算 ，每月经费定为 ３０万元 ，暂以十分之一为北平研究院经费 。 此款并先后向财政教育
当局陈述 。北平研究院遂随北平大学通过于国民政府会议 。

北平研究院 １９２８年 １１月开始筹备 。最初由北平大学正副校长负责筹备 ， １９２９年 ５
月筹备委员会成立 ，由李煜瀛任筹备委员会主任 ，蔡元培 、张人杰及学术合作机关代表
等为筹备委员 。 １９２９年 ８月 ６ 日 ， 行政院会议通过了 “国立北平研究院” 为独立的学
术研究机构 。

１９２９年 ９月 ９日国立北平研究院在北平正式成立 。 院长李煜瀛 、 副院长李书华 。
设立总办事处 ，先后成立物理学 、镭学 、化学 、药物 、生理学 、动物学 、植物学 、地质
学 、史学等各研究所 ；并与国立西北农学院在陕西武功合组中国西北植物调查所［１ 、２］ 。

（二） 沿 　 　革

１９３５ — １９３６年 （七七事变前） ， 因北方形势日趋严重 ， 该院先将植物学研究所图
书 、标本 、仪器及工作人员全部迁往陕西 ，史学研究所一部分亦迁陕 ，镭学 、药学两所
及物理学 、化学两所一部分图书 、 仪器迁沪 ， 迁出的各部分照常工作 。 １９３７ 年平津沦
陷后 ，该院在北平的工作即告停顿 ，同时 ，经费亦因战事停发数月 。李书华副院长前往
云南筹划迁院事宜 。 １９３８年 ４ 月 ， 该院在昆明黄公东街设立了办事处 ， 随后 ， 该院总
办事处及物理学 、化学 、生理学 、动物学 、史学各研究所相继抵达昆明 ，继续工作 。抗
战胜利后 ， １９４６年 ，该院陆续全部复员 。 １９４５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 ， 国民政府公布 ， 规定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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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设物理学 、原子学 （系原镭学改之） 、 化学 、 药学 、 生物学 、 动物学 、 植物学 、 史学
８个研究所［１ 、２］ 。

抗战期间 ，该院在北平原有房屋均被敌伪占用 ，三贝子花园动物学 、植物学 、生理
学 ３个研究所被伪教育总署华北气象台 、 寺内寿一 、 伪华北农事试验场 、 ２０８３ 部队仓
库所占 。日本投降后 ，该院陆续收回 。 总办事处仍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西四所 ； 动物
学 、植物学两个研究所及生理学研究所的一部分仍在西直门外三贝子花园内［１］ 。
［１］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 （南京） ， 枟国立北平研究院概况 （１９２９畅 ９ — １９４８畅 ８）枠 ， 全宗号 ： ３９４ ， 案卷号 ： ００１ 。

［２］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 （南京） ， 枟国立北平研究院 １９３７ — １９４４ 年工作报告枠 ， 全宗号 ： ３９４ ， 案卷号 ： ０３５ 。

９月 ９日 　国立北平研究院动物学研究所成立

（一） 成 　 　立

１９２９年 ９月 ９日 ，北平研究院动物学研究所宣告成立 。 所长为专任研究员 、 动物
学家陆鼎恒 （惟一） 。所址设在北平西直门外天然博物院 （即三贝子花园 ， 现今的北京
动物园） 内 ，就广善废寺加以改建 ，分前后两部 ：前部设标本陈列室 ，供群众观览 ；后
部为研究室 、实验室 、图书室等 。 １９３４年 １０月 ，在该寺北侧新建的生物楼 （即陆谟克
堂） 竣工 ，研究室一部迁入该楼工作 。 当时 ， 有专任研究员张玺 ， 兼任研究员汪德
耀［１］ 。其研究工作偏重于北方和沿海动物的调查 、采集和分类研究 。每年定期派员赴我
国沿海主要地点如青岛 、烟台 、威海 、胶州湾 、厦门 、广东一带采集标本 ，并就地研究
其生活分布状态［１］ 。

（二） 沿 　 　革

抗战前该所的研究工作侧重在海产动物的研究 ， 如 ： 鱼类 、 原索动物 、 软体动物 、
棘皮动物 、节肢动物等方面的调查 、采集和分类研究 。其中以胶州湾及其附近海洋理化
性质的调查及其动物的分布研究相当周详 ，尤以原索动物的柱头虫及文昌鱼的发现 ，在
动物界为一重要贡献［１］ 。 １９３２年 ，该所即向烟台地方当局借得旧海军练习营一处房舍
作为所址 ，设立 “烟台海滨生物研究室” ， 后因该所无长期驻守人员 ， 加之胶东战事影
响 ，暂陷停顿 。 １９３３年 １１月 ，烟台博物馆筹设成立 ， 其标本的采集及鉴定 ， 由该所派
张凤瀛前往担任 。海滨生物研究室亦得于此时复活 ，设于该博物馆内 ，次年因烟台各博
物馆馆址迁移 ，海滨生物研究室遂复停顿 。 １９３５ 年春季 ， 该所又向驻烟海军办公处借
得一处房舍 ，设立烟台海滨生物研究室 ，并于 ４ 月 ２０ 日正式成立 ， 命名为 “烟台海滨
动物研究室” ，由该所助理员张修吉常驻烟台工作 。 同年 ６ 月 ， 根据 “太平洋科学协会
海洋组中国分会的议决案” ，更名为 “渤海海洋生物研究室” ，以期与定海 、厦门 、青岛
三处的研究室名称划一［２］ 。该室设有养殖室 （观察动物生态 ， 有时养殖） 、 标本整理室
（对日常采集之标本分门别类 ，急行整理 ，绘略图或标本登记） 和标本陈列室 （因参考
书籍为数不多 ，为参考便利 ，将书架也附设于室内）［３］ 。 同年 ， 该所增设细胞学及实验
发生学研究室 ，聘兼任研究员朱冼主持 。

１９３７年 ，北平沦陷 ，该所随院迁滇 。 抵滇后 ， 先后借昆明市翠湖通志馆一部分房
屋 ，后于昆明西山之麓 ，滇池之滨 ，租苏家村小学的一部分及自建茅庐一所作研究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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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北平经香港 、海防抢运出的图书 、仪器相继抵达昆明 ，研究工作遂逐渐展开［１］ 。
迁滇后 ，因环境的需要 ，注重云南水产经济动物及淡水渔业 ，便将研究工作的重点

转到云南水产经济动物的调查与研究 ，并与云南建设厅合组云南水产试验所 ，由张玺兼
任所长 ，共同研究名贵鱼类的繁殖及推广 ，并以人工授精孵化法繁殖云南名产的青鱼 ，
极为成功 。先后完成论文共计 ２０余篇 ，其中中外各杂志发表论文 １９篇［１ 、４］ 。

１９４６年 ９月 ，该所全部人员由昆明迁回北平 ， 由于原所址的研究室 、 实验室 、 标
本陈列室及图书室等被敌伪侵占 ，损毁严重 。 １９４７年 ３月和 １９４８ 年 １ 月由昆明急运的
第 １批图书 、仪器及第 ２批标本先后全部到达北平 。此时 ，原所址的修缮工作已经全部
完工 ，研究工作乃得展开进行 ，并注重水产动物及昆虫的调查与研究 。张玺 、沈嘉瑞主
持水产动物的研究 ；朱弘复主持昆虫研究 ，在最初的几年中 ，研究工作主要集中在鳞翅
目幼虫及叶蜂的分类研究 。 １９４６年 ９月 ，在原有实验动物学研究室 、海洋动物研究室 、
组织学与发生学研究室的基础上增设甲壳类动物研究室 ， 聘专任研究员沈嘉瑞主持之 ；
增设昆虫学研究室 ，聘专任研究员朱弘复主持［１ 、２ 、５］ 。

该所历年来曾先后完成学术论文共计 ８０篇 ，分别刊载于国内外杂志上 ：其中 ４４篇
分别刊载在该所的 枟丛刊枠 和 枟中文报告汇刊枠 上 ； ３６ 篇分别刊载在国内外有关杂
志上［１］ 。

１９４８年 ，该所有各类动物标本共计 １２ ０００余号 ，其中 ：节肢动物标本 ４３５１号 ；软
体动物标本 ３８５１号 ；鱼类标本 １８９５号 ；两栖爬类标本 ２９１号 ；鸟类标本 ４７５号 ；哺乳
类标本 １２０号 ；其他动物 （海绵 、腔肠 、 棘皮 、 原索 、 蠕形等） 标本 １６９５ 号 。 另有昆
虫标本 ２０ ０００号 ；收藏动物专门书籍达 ２０００余卷 ，中西文及日文杂志 ５００余卷［１ 、５］ 。

抗战前该所南院原有标本陈列室 ， 共有脊椎动物标本 １０００ 余号 ； 抗战期间 ， 损失
过半 ，所剩仅 ４００余号 ，陈列在北平市政府农林实验所动物园标本室内 ，供大众阅览 。

该所出版的刊物有 ： 枟国立北平研究院动物学研究所丛刊枠 （英文） （Contr ibutions
The Institute o f Zoology National Academy o f Bei p ing） 和 枟国立北平研究院动物学
研究所中文报告汇刊枠 ，前者创刊于 １９３２ 年 １ 月 ， 不定期刊物 ， 出版至第 ５ 卷第 ５ 期 ；
后者创刊于 １９２９年 ７月 ，也是不定期刊物 ，出版至第 ２３号［６］ 。

１９４７年 ，该所有科技人员 １３ 人 ， 其中 ： 专任研究员 ３ 人 （张玺 、 沈嘉瑞 、 朱弘
复） ；通讯研究员 ２人 （陈桢 、童第周） ；助理研究员 ３人 （成庆泰 、夏武平 、齐钟彦） ；
助理员 ２人 （刘瑞玉 、邓国藩） ；技术人员 ３人 （马绣同 、王璧曾 、王林瑶）［７］ 。
［１］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 （南京） ， 枟国立北平研究院概况 （１９２９畅 ９ — １９４８畅 ８）枠 ， 全宗号 ： ３９４ ， 案卷号 ： ００１ 。

［２］ 国立北平研究院第六年工作报告 ： 枟动物学研究所工作报告枠 ， 第 ７６ — ７７ 页 ， １９３５ 年 。

［３］ 张修吉 ： 枟渤海海洋生物研究室概况枠 ， 国立北平研究院动物学研究所中文报告汇刊 ， 第 １５ 号 ， １９３６ 年 １ 月 。

［４］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 （南京） ， 枟国立北平研究院 １９３７ — １９４４ 年工作报告枠 ， 全宗号 ： ３９４ ， 案卷号 ： ０３５ 。

［５］ 枟国立北平研究院十八周年纪念会报告 （节录）枠 ， 科学 ， ３０ （４） ， １２０ — １２１ 页 ， １９４８ 年 ４ 月 。

［６］ 枟中国科学院各单位出版情况统计表枠 ： 枟中国科学院资料汇编枠 第一集 ， １１４ 页 ， 院办公厅编印 ， １９５０ 年 。

［７］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 （南京） ， 枟国立北平研究院动物学研究所职员名录枠 ， 全宗号 ： ３９４ ， 案卷号 ： ００５ 。

９月 　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资助伍献文 、谢淝成 、喻兆琦留学
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研究员伍献文 、谢淝成得到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补助金 ，喻

兆琦得到江苏省官费 ，他们 ３人分别赴法国 、德国 （谢淝成） 留学 ；助教张宗汉考取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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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专科生 ，于 ８月 ２４日赴美芝加哥大学留学 ， 专攻动物生理学 。 枟科学新闻枠 ， 枟科学枠 ， １４

（１） ， １３５ 页 ， 中国科学社发行 ， １９２９ 年 ９ 月 。

９月 ２８日 — １１月 ７日 　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标本采集
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动物部王以康 、 徐锡藩 、 刘子刚等 ３ 位采集员沿长江上游 ，

采集长江流域动物标本 。采集足迹遍及宜昌 、 武昌 、 汉阳 、 汉口 、 长沙 、 宝庆 、 岳州 、
九江 、庐山 、南昌等地以及洞庭湖 、 鄱阳湖 ， 采得标本 １０００ 余种 ， ７０００ 余号 。其中 ：
蠕虫类 １００种 ， ４００余号 ；昆虫标本 ７００ 种左右 ， ２０００ 余号 ；甲壳类 １０ 余种 ， １７００ 余
号 ；软体动物 ６ 种 ， ２００ 余号 ； 鱼类 ６０ 余种 ， １００ 余号 ； 两栖类 １０ 余种 ， ３００ 余号 ；
爬虫类 ７种 ６０号 ；鸟类 ５０余种 ， ３００余号 。 枟生物研究所采集枠 ， 枟科学枠 ， １４ （５） ， ７５２ — ７５３ 页 ； 中

国科学社发行 ， １９３０ 年 １ 月 。

１１月初 　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成立 １周年举办展览作为纪念
静生生物调查所成立一年之际 ，在北平举行展览作为纪念 ， ９ 月下旬秉志自南京北

上 ，亲自组织并主持展览 。展览会于 １１ 月初在南池子政治学会大厅举行 ， 展出陈列标
本甚多 ，并展出研究论文 ６篇 ，同时发行 枟静生生物调查所第 １ 次年报枠 。 北方知识界
人士参观后 ，一致赞叹 ， 且惊异 １ 年之内该所取得的成绩如此绚烂 ， 咸谓所务主持得
人 。展览会结束后 ，所长秉志即搭车南下 ， １１ 月 １４ 日返回了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 。
枟静生生物调查所在平举办展览作纪念枠 ， 枟科学枠 ， １４ （５） ， ７５２ 页 ； 中国科学社发行 ， １９３０ 年 １ 月 。

１９２９年 　静生生物调查所动物部的研究成绩
１９２９年静生生物调查所技师寿振黄 、 研究员何琦在京西一带调查淡水生物 ， 尤其

注意鱼类的生活习性及昆虫的分布 。研究员沈嘉瑞调查通州及卢沟桥附近具有食用价值
的淡水甲壳类 ；采集员唐善康 、唐瑞玉在东陵调查有研究价值的哺乳类 、鸟类及无脊椎
动物 ，初步了解河北省动物的分类 、分布及与经济的关系 。秉志教授发现河南祈川田龟
１新属新种 ；河北井陉及周口店的田螺有 １２ 新种 ； 山西汾河 、 娘子关 、 大同和陕西潼
关等处的田螺有 ５新种 。技师寿振黄研究北京的两栖类共得 １２ 种 ； 苏州各处的鱼类有
２０余种 。研究员沈嘉瑞研究北直隶的蟹类有 ３０余种 ，其中已发现 ４ 新种 。 研究员何琦
研究北方疟蚊的生活史 ，在进行蠕蛹及成虫各时期的观察后 ，兼调查北京及附近各处两
翅类的分类 。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 （南京） ， 枟静生生物调查所工作报告枠 ， 全宗号 ： ６０９ ， 案卷号 ： ００７ 。

１９２９年 　静生生物调查所动物部标本采集
静生生物调查所派技师寿振黄及标本制作员唐善康前往烟台 、东陵 、天津及塘沽采

集哺乳类 、鸟类 、鱼类等标本 。研究员沈嘉瑞则赴北戴河 、山海关 、秦皇岛 、登州 、青
岛等处采集甲壳类 、鱼类等标本 。
［１］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 （南京） ， 枟静生生物调查所工作报告枠 ， 全宗号 ： ６０９ ， 案卷号 ： ００７ 。

［２］ 枟静生生物调查所概况枠 ， 枟科学枠 ， １７ （７） ， １１２７ — １１２８ 页 ， １９３３ 年 ７ 月 ， 中国科学社发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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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

１月 　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成立
１９２８年 ４月 ，国立中央研究院在筹备期间组织了 “广西科学调查团” 赴广西采集

动物标本 ， １２月返京 ，成绩甚佳 。该院因有设立博物馆之议［１］ ， １９２９年 １月 １１ 日 ， 国
立中央研究院决定创办博物馆 ， 作为研究及展览之所 。 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聘任秉
志 、李四光 、钱崇澍 、李济 、过探先 、钱天鹤 、颜复礼 ７人为筹备委员 。钱天鹤为常务
委员并主持筹备工作 ，设立筹备处于南京成贤街 ２７号［２］ 。

１９２９年 １月 ３０日 ，国立中央研究院召开博物馆筹备委员会 ， 决定将该馆定名为国
立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 （即动植物研究所前身） ，馆址设在南京成贤街 ４６号 ，占
地 ９亩余 。并通过职员名单 ， 请院长分别聘任 ， 平日筹备事务 ， 由常务委员会负责
进行［２］ 。

博物馆暂分动物 、植物两组 ，主要以国产动植物的分布及类别研究为主 。每组除有
技师 １人外 ，动物组有标本采集员 １人 ，标本剥制员 ２人 ，练习生 １人 ；植物组有助理
员 １人 ，采集员 １人 ，标本装置员 １人 ，练习生 １人 ；全馆事务由主任总负责 ，此外有
文秘 １人 ，绘图员 １人 ；事务兼会计 １人 ；中西文打字员 １人 。

该馆刊物暂定名为生物丛刊 （ Sinensia） ， 内容分丛刊及专刊两类 ， 专载研究学术
论文［２ 、３］ 。

１９３０年 １月 ，筹备工作就绪 ， 乃取消筹备处 。 国立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正
式成立 ，馆址设在南京成贤街 ２７号 。 ６月 １３日 ，院长蔡元培聘钱天鹤为该馆主任 。 聘
李四光 、秉志 、钱崇澍 、李济 、王家楫 ５人为顾问［４］ 。其任务主要是陈列从全国各地送
来的动植物标本 ，同时也做分类学研究 。
［１］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 （南京） ， 枟国立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 １９３０ 年度概况枠 ， 全宗号 ： ３９３ ， 案卷

号 ： ８０ 。

［２］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 （南京） ， 枟国立中央研究院 １７ 年度总报告枠 ， 全宗号 ： ３９３ ， 案卷号 ： ２７９９ 。

［３］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 （南京） ， 枟国立中央研究院为教育年鉴编造 “中央研究院概况” （１９３２ — １９４７）枠 ， 全

宗号 ： ３９３ （２） ， 案卷号 ： ８０ 。

［４］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 （南京 ） ， 枟国立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聘任卷四宗枠 ， 全宗号 ： ３９３ ， 案卷

号 ： ４９８ 。

４月 ３日 — １１月 ３日 　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入川采集动物标本
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入川采集团动物组徐锡藩 、 刘子刚赴四川采集 ， 途径合川 、

成都 、灌县 、 嘉定 、 峨眉 、 峨边等地 ， 共采集动物标本 ８００ 余种 ， ６８００ 余号 。 其中 ：
脊椎动物标本 ３００余种 ３９００ 余号 ； 两栖爬虫类 ４２ 种 ， １００ 余号 ； 无脊椎动物 ５３０ 种 ，
２８７０号 。 枟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入川采集队返都枠 ， 枟科学枠 ， １５ （３） ， ４７２ — ４７３ 页 ， １９３１ 年 ３ 月 ， 中国科学社

发行 。

４月 １２日 　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组织贵州自然科学调查团
国立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组织的 “贵州自然科学调查团” 出发赴贵州省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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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植物标本 。该团分动物 、 植物两组 ， 以常麟定 、 蒋英分别负责采集有关事宜 。 唐开
品 、唐瑞金为动物组采集员 ；黄志为植物采集助理 ，林应时为秘书 ，负责全团事务 。房
子廉为事务会计助理员［１］ 。该团于 １９３０年 ４月 １２日由南京出发 ，途径四川重庆 ， 转入
贵州境内 ， ６月 １３日抵达贵阳后 ， 为工作便利 ， 每组又分为两队 。 动物组第 １ 队及植
物组第 １队于 １９３０年 ６月 ２０日出发 ，调查路线为自贵阳东行经龙里 、麻哈 、都匀 、八
寨折南入三合 、都江 、 荔波 、 独山 ， 再西行经平舟 、 大塘 、 罗解 、 册亨 、南龙 、 兴义 、
兴仁 、安南 、关岭 、镇宁 、安顺 、平坝 ， １２月底返回贵阳 ；动物组第 ２队及植物组第 ２
队也于 １９３０年 ６月 ２０日出发 ，调查路线为自贵阳西行 ， 经龙里 、 定番 （今惠水） 、 麻
哈 、平坝 、清镇 、修文 、 黔西 、 大定 、 毕节 、 威宁 、 水城 、 织金 、 平坝 ， １２ 月底返回
贵阳 。动物组返回贵阳后 ， 又在附近各县采集两个月 ， １９３１ 年 ５ 月考察结束［１］ 。 动物
组共采得脊椎动物 ５３０ 余种 ， ７０００ 余号 。 其中 ： 哺乳动物 ２６ 种 ， ３００ 余号 ； 鸟类 ２８０
种 ， ３０００余号 ；爬行类 ３０余种 ， ３００ 余号 ； 两栖类 ３５ 种 ， ４００ 号 ；鱼类 １６０ 种 ， ３０００
号 。无脊椎动物标本 ７００余种 ， ６０００余号 ，并捕获活动物百余头［１ 、２］ 。
［１］ 国立中央研究院 １９３０ 年度总报告 ： 枟国立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 １９３０ 年度报告枠 ， ３７１ — ３７３ 页 ， １９３０ 年 。

［２］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 （南京） ， 枟国立中央研究院工作报告枠 ， 全宗号 ： ３９３ ， 案卷号 ： ６６ 。

４月下旬 　静生生物调查所动物部标本采集
静生生物调查所派采集员至河北 、山东两省沿海一带采集标本 ；同年夏 ，技师沈嘉

瑞赴辽东湾及渤海湾采集海产动物 。 ７月 ，研究员何琦以及采集员唐善康 、 唐瑞玉等赴
东陵采集鸟类及昆虫标本 ，共得鸟类标本千余件 ，此外 ，尚有不少哺乳类 、爬行类及软
体动物标本 。
［１］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 （南京） ， 枟静生生物调查所工作报告枠 ， 全宗号 ： ６０９ ， 案卷号 ： ００７ 。

［２］ 枟静生生物调查所概况枠 ， 枟科学枠 ， １７ （７） ， １１２７ — １１２８ 页 ， １９３３ 年 ７ 月 ， 中国科学社发行 。

［３］ 转引胡宗刚 ， 静生生物调查所史稿 ， 第 ８１ 页 ， 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研究丛书 ， ２００５ ， 山东教育出版社 。

1931年

４月 　静生生物调查所迁入新址 ，旧址改作通俗博物馆
静生生物调查所由原所址北平石驸马大街 ８３ 号迁入西安门内文津街 ３ 号新址 （与

１９２７年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与教育部合办国立北平图书馆毗邻） 。 石驸马大街 ８３
号由范旭东捐款进行装修 ，改作通俗博物馆 ， １９３１ 年 １１ 月开放 ， 馆内陈列室分动物 、
植物两部 ，陈列标本依分类顺序排列 ， 其标本数在 ５０００ 种以上 。 在抗日战争之前 ， 每
年参观人数在万人以上 ，其中以中小学生为最多 。直至 １９４１年 １２月静生生物调查所被
日军强行占领停办为止 。
［１］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 （南京） ， 枟静生生物调查所概况枠 ， 全宗号 ： ６０９ ， 案卷号 ： ００７ 。

［２］ 引自胡宗刚 ， 枟静生生物调查所史稿枠 ， 第 ２８ 页 ， 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研究丛书 ， ２００５ ， 山东教育出版社 。

１９３１年 　静生生物调查所动物部标本采集
１９３１年静生生物调查所动物部春夏两季派唐善康 、 唐瑞玉赴东陵及河北各地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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鸟兽标本 。 ５月又派采集员赴该处专采森林昆虫标本 ， 秋季 ， 又派员赴山东半岛采集 ，
经胶州湾 、成山角 、烟台 、威海 、荣城等处 ，再到辽东半岛 ，经安东 、牛庄等处 ，为时
３个多月 ，采集不少两栖类 、爬虫类 、鱼类 ，尤以甲壳类为最多 ； 夏间 ， 又派标本制作
员唐瑞玉赴吉林采集鸟 、兽 、鱼类等标本 ， 于 １０ 月底返所后 ， 又同技师寿振黄赴怀来
调查 ，采集了大量的脊椎动物标本 。 ８ 月 ， 又派何琦赴天津采集蚊蝇标本 ， 所获亦甚
丰富 。
［１］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 （南京） ， 枟静生生物调查所概况枠 ， 全宗号 ： ６０９ ， 案卷号 ： ００７ 。

［２］ 转引胡宗刚 ， 枟静生生物调查所史稿枠 ， 第 ８１ 页 ， 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研究丛书 ， ２００５ ， 山东教育出版社 。

［３］ 枟静生生物调查所概况枠 ， 枟科学枠 ， １７ （７） ， １１２７ — １１２８ 页 ， １９３３ 年 ７ 月 ， 中国科学社发行 。

１９３０ — １９３１年 　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研究成绩
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自 １９３０年 １ 月成立以来 ， 馆内外专家根据该馆动植物

材料研究的结果 ，先后发现颇多新奇种 ，计动物有 １个新亚科 ； ２个新属 ； ３个新亚属 ；
３４个新种 ； ７个新亚种 。植物有 ２个新科 ； １ 个新属 ； １０４ 个新种 ； １７ 个新亚种 ； ９ 个
中国新记录［１］ 。

１９３１年国立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在动植物的分类研究方面 ， 除在该馆丛刊
发表的新种 ，动物已有 ４０种 ，植物有 ７３种［２］ 。除此之外 ，植物技师秦仁昌在 １９３０年 ４
月赴欧研究蕨类植物时发现了中国蕨类植物之新科 ， 定名为 Sinopteridaceae 即中国蕨
类之意［２］ ；动物技师方炳文发现爬岩鱼新亚科 ， 定名为 Crossostominae ； 发现爬岩鱼 ３
个新属 ，分别定名为 ： Sinohomalop tera ， Sinogastromy zon ， Precrossostoma［２］ 。
［１］ 国立中央研究院 １９３１ 年度总报告 ， 枟国立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 １９３１ 年度报告枠 ， ３７１ — ３７３ 页 ， １９３１ 年 。

［２］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 （南京） ， 枟国立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 １９３１ 年度概况枠 ， 全宗号 ： ３９３ （２） ， 案

卷号 ： ８０ 。

１９３１年 　中研自然历史博物馆职员一览表

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职员一览表

（1931年度）

职 别 姓 名 别 号 籍 贯 年 龄 通信处

主 任 钱天鹤 安涛 浙江杭州 ４０ 杭州中皮市巷 １０８ 号

植物技师 秦仁昌 子农 江苏武进 ３４

动物技师 伍献文 浙江温州 ３６

动物技师 方炳文 质之 安徽歙县 ３０ 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

秘 　 书 林应时 孔儒 四川大竹 ３１ 本馆

助理员 蒋 　 英 菊川 江苏昆山 ３３ 江苏昆山紫玉街

动物采集员 常麟定 继先 河南开封 ３１ 本馆

植物采集员 陆博镰 静廉 江苏昆山 ３５ 昆山半山桥 １０１ 号

植物标本装置员 陈长年 篯龄 广西桂林 ３４ 南京三眼井 ５４ 号

动物标本剥制员 唐开品 福建福州 ３２ 本馆

动物标本剥制员 唐瑞金 福建福州 ２８ 本馆

庶务员 杨隆祜 饬吾 湖南长沙 ３２ 本馆

绘图员 杨志逸 寒松 江苏武进 ２５ 本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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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职 别 姓 名 别 号 籍 贯 年 龄 通信处

书记 刘勋卓 百恤 江苏武进 ２４ 本馆

植物标本装置练习生 邓世伟 伯斌 贵州清镇 ２０ 贵州清镇县东门

顾 　 问 秉 　 志 农山 河南开封 ４５ 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

顾 　 问 王家楫 仲济 江苏奉贤 ３４ 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

顾 　 问 钱崇澍 雨农 浙江宁海 ４８ 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

顾 　 问 李四光 仲搩 湖北 ４３ 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

顾 　 问 李 　 济 济之 湖北钟祥 ３６ 北平方砖厂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 （南京） ， 枟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 １９３１ 年度概况枠 ， 全宗号 ： ３９３ ， 案卷号 ： ８０ 。

１９３１年 　静生生物调查所研究成绩
１９３１年 ，秉志与闫敦建从事中国软体动物分类的研究 。 同时 ， 秉志还研究中国白

垩纪化石昆虫 、北方化石田螺 、鱼类 、爬虫及软体动物化石 ，发现了不少新种 。寿振黄
研究中国鸟类 、鱼类 、 两栖类 ， 成绩甚佳 。 张春霖研究中国蛇类 、 蜥蜴类及四川 、 云
南 、广东 、河北 、河南及长江流域各省的鱼类 。 １９２９ — １９３１ 年 ，发现 ２０ 余种新种 ， 并
纠正了欧 、美 、日研究人员的不少错误 。沈嘉瑞研究华北节足动物 ，对于蟹类已有详细
的调查 。何琦调查北平附近的蚊蝇 ，亦有相当的成绩 。他们的研究成绩已在该所及其他
研究刊物上发表 ，几年来共发表研究论文 ４９ 篇 。 其中 ： 秉志所著的 “中国白垩纪之化
石昆虫” ， “华北之化石田螺” ， “河南之化石田龟” ， “厦门沿海动物之一 ———斑虎脑之研
究” ， “哈尔滨螺类之新种” ， “河南安阳之龟壳” ， “蒙古螺类化石之二新种” ， “蒙古软体
动物化石之新种” ， “龟类化石之新种” ， “抚顺琥珀中拟蜚蠊类昆虫” ， “热河之新楯螺化
石” 等 １２篇 。秉志与闫敦建合著 “中国北方螺类之五新种” ， “中国沿海腹足类之调查”
２篇 。寿振黄著 “天津之一新弹涂鱼” ， “北平之两栖类” ， “浙江嘉兴及新昌之鱼类” ，
“苏州之鱼类” ， “烟台夏季鸟类之观察” ， “鳑鲏鱼之生活史” ， “四川鸟类报告 （上 、
下）” ， “河北省之刺鱼” 共 ９ 篇 。 寿振黄与张春霖合著 “河北省鳅类之调查” ， “河北鲤
科之调查” 论文 ２ 篇 。张春霖著 “长江鲤科之调查” ， “四川鲤科之调查” ， “中国蜥蜴类
之调查” ， “中国蛇类之调查” ， “浙江一新鳅” ， “吉林镜泊湖鱼类小志” ， “中国鱼类三新
种” ， “开封一新鱼” ， “中国鲤科正名录” ， “南京鱼类之调查” ， “中国鲤科之新种” ， “四
川一新鳅” ， “四川鲤科之新种” ， “中国鲤科之新属新种” ， “长江上游之鲤科鱼类” ， “白
鼠之生活史” 共 １６篇 。沈嘉瑞著 “等足类之一新种” ， “河北蟹类之一新种” ， “蟹类一
新种” ， “中国北部蟹类” ， “香港蟹类一 、二” 等学术论文共 ６篇以及何琦著 “北平蚊虫
之调查” ， “麻蝇分类纪要” ２篇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 （南京） ， 枟静生生物调查所概况枠 ， 全宗号 ：

６０９ ， 案卷号 ： ００７ 。

1932年

１月 　秉志辞静生生物调查所所长职
静生生物调查所所长秉志因 “南北奔走 ， 兼理两所 ， 辛卒少暇 ， 苦无治学之时” ，

辞所长职 ，专任静生生物调查所动物部教授 ，所长之职由胡先骕继任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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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 （南京） ， 枟静生生物调查所职员录及一览表枠 ， 全宗号 ： ６０９ ， 案卷号 ： ００４ 。

１月 　静生生物调查所职员一览表

静生生物调查所职员一览表 １９３２年元月

姓 名 别号 年龄 籍贯 经历 到所年月

胡先骕 步曾 ４０ 江西新建 美国哈佛大学博士 １７ 年本所成立

秉 　 志 农山 ４６ 河南开封 美国康奈尔大学博士 １７ 年本所成立

寿振黄 理初 ３３ 浙江诸暨 美国斯坦福大学硕士 １７ 年本所成立

张春霖 震东 ３５ 河南开封 法国巴黎大学 ２０ 年 ７ 月

蔡希陶 玄彭 ２２ 浙江东阳 光华大学肄业 １９ 年 ８ 月

周汉藩 勺泉 ４５ 湖南平江 湖南高等师范毕业 １８ 年 ９ 月

冯澄如 ３１ 江苏宜兴 １７ 年秋

沈嘉瑞 ２９ 浙江嘉兴 １７ 年秋

陈封怀 ３３ 江西修水 东南大学毕业 ２０ 年元月

唐 　 进 英如 ３２ 江苏吴县 农业大学 １７ 年本所成立

汪发缵 奕英 ３３ 安徽祁门 东南大学 １８ 年 ３ 月

何 　 琦 希韩 ３０ 江苏义乌 燕京大学 １８ 年 ９ 月

夏纬琨 玉峯 ２７ 河北柏乡 中法大学肄业 １８ 年 １０ 月

喻兆琦 慕韩 ３５ 江苏东台 法国巴黎大学及巴黎博物院研究员 ２３ 年 ３ 月

顾东岳 勋秀 ２７ 河北任丘 北京大学

潘次农 ２６ 安徽休宁 清华大学 ２２ 年 ８ 月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 （南京） ， 枟静生生物调查所职员录及一览表枠 ， 全宗号 ： ６０９ ， 案卷号 ： ００４ 。

１９３２年秋 　沈嘉瑞赴英留学
１９３２年秋 ，沈嘉瑞获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奖学金 ， 赴英国伦敦大学研究院专

研甲壳类动物的平衡器官和蟹类的发生史及生长规律 。 在 １９３４ 年底完成博士论文后 ，
到英国各地海洋生物研究所和博物院及欧陆有关机关进行考察 ， １９３５ 年夏回国 。 但未
重返静生生物调查所 ， 而任教于北京大学 。 枟科学新闻枠 ， 枟科学枠 ， １６ （７） ， １９３２ 年 ， 中国科学社

发行 。

１９３２年 　静生生物调查所研究工作进展
静生生物调查所动物部主任秉志继续研究 “中国之螺类” 及地质调查所葛拉普教授

所赠的螺类与三门系螺类化石 。技师寿振黄继续研究河北省及四川鸟类 。技师张春霖研
究四川 、广东 、福建等省鲤科鱼类 ，吉林 、河南鱼类及中国爬行类 。寿振黄 、张春霖共
同研究河北鲤科鱼类 。研究员沈嘉瑞研究华北及香港蟹类 。何琦研究北平蚊蝇类 。闫敦
建与秉志共同研究螺类及螺类化石 ，均有一定结果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 （南京） ， 枟静生生

物调查所 １９３２ 年工作报告 （１９３１畅 ７ — １９３２畅 ６）枠 ， 全宗号 ： ６０９ ， 案卷号 ： ００７ 。

１９３２年 　静生生物调查所动物部标本采集
据 枟静生生物调查所第四次年报枠 （１９３２ 年） 报道 ： ４ 月间由寿振黄 、 唐善康赴北

平附近的沙城采集鸟类标本 。 ５月至 ９月又赴西陵 、 涞水 、 塘沽 、 唐山 、 碑家店各处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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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标本和考察 。张春霖在北平附近采集爬虫类 、两栖类及鱼类 。何琦在北平附近采集昆
虫标本 ，得麻蝇约 ３０００号 。闫敦建于春季赴塘沽 、大沽 、北塘口等处采集螺类标本 。 ７
月又前往湖南 、福建 、厦门等处采集 ，采集标本非常丰富 。沈嘉瑞在夏 、秋两季赴中国
南部采集蟹类及鱼类标本 。南开大学教授熊大仕赴江西采集昆虫 、鱼类 、两栖类 。常麟
春等经四川入大小凉山进入云南 ，后至昆明 、建水 、石屏等地采集鱼类 、两栖类 、爬虫
类 、鸟类 、兽类标本 。春季 ，唐瑞玉在福建上游挂墪一带采集大量的鸟类 、哺乳类 、爬
虫类 、两栖类标本 。同年 ，该所还组织了 “云南生物采集团” ， 由该所最年轻的科研人
员蔡希陶带领 ，进行了长达 ２０年的采集活动 ， 是我国近代生物史上历时最长的一次采
集活动 。
［１］ 转引胡宗刚 ， 枟静生生物调查所史稿枠 ， 第 ８２ 页 ， 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研究丛书 ， ２００５ ， 山东教育出版社 。

［２］ 枟静生生物调查所概况枠 ， 枟科学枠 ， １７ （７） ， １１２７ — １１２８ 页 ， １９３３ 年 ７ 月 ， 中国科学社发行 。

［３］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 （南京） ， 枟静生生物调查所 １９３２ 年工作报告 （１９３１畅 ７ — １９３２畅 ６）枠 ， 全宗号 ： ６０９ ， 案

卷号 ： ００７ 。

１９３２年 　静生生物调查所动物标本概况
１９３２年 ，静生生物调查所获得其他机关或私人赠动物部的标本 ： 有英国伦敦博物

院所赠的甲壳类 ；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赠的甲壳类 、爬虫类 、两栖类 、鸟类 ；美国国
立博物馆赠的甲壳类 ； 法国巴黎博物馆赠的鱼类 ； 地质调查所赠的两栖类 。 私人赠送
有 ：拉普先生赠的蚌类 ；赫克劳博士赠的节足动物 ；金叔初赠的珊瑚及熊新华赠的江西
的鱼类等 。经统计 ，当时静生生物调查所保存动物标本共计 １１畅５ 万余号 。 其中 ： 多孔
类 ９０号 、腔肠类 １２００余号 、棘皮类 ３４００余号 、蠕形类 ９００余号 、苔藓虫类 ２００余号 、
软体动物 ２２ ７００余号 、甲壳类 ２２ １００余号 、蜘蛛及多足类 ６００余号 、昆虫类 ４３ ０００余
号 、鱼类 １２ ０００余号 、两栖爬虫类 １０００ 余号 、鸟类 ６４００ 余号 、哺乳类 ３００ 余号 。中国
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 （南京） ， 枟静生生物调查所概况枠枠 ， 全宗号 ： ６０９ ， 案卷号 ： ００７ 。

１９３２年 　静生生物调查所论文发表概况
静生生物调查所动物部主任秉志与金叔初合著 “香港软体动物报告” 论文由香港自

然杂志出版 。寿振黄著 “四川鸟类之调查” 以及名誉研究员熊大仕著 “羊瘤胃内之原生
动物” 与 “中国牛瘤胃内之原生动物” ２篇论文 ，名誉研究员喻兆琦著 “中国北部之虾
形歪尾类” 论文 ，喻兆琦与伍献文合著 “中国比目鱼上之寄生桡足类” 论文均由该所出
版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 （南京） ， 枟静生生物调查所 １９３２ 年工作报告 （１９３１畅 ７ — １９３２畅 ６）枠 ， 全宗号 ： ６０９ ，

案卷号 ： ００７ 。

１９３２年 　沈嘉瑞编著 枟华北蟹类志枠 出版
１９３２年沈嘉瑞出版 枟华北蟹类志枠 ，该书叙述华北蟹类 ６０ 余种 ，其中有不少新种 。

该书是我国动物学的首部专著 ，由静生生物调查所自行印刷发行 。郭郛 、 钱燕文 、 马建章等 ，

枟中国动物学发展史枠 ， 第 １５ 页 ， 东北林业大学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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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

１月 １７日 　静生生物调查所委员会召开第 １１ 、 １２次会议
１９３１年 “九一八” 事变后 ， 我国东北三省已陷入日寇铁蹄之下 ， 并威胁华北 ， 在

此严峻形势下 ， １９３３年 １月 １７日 ，静生生物调查所委员会在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
事务所召开了第 １１次会议 ，会议主要议题是 ： 是否转移静生生物调查所的所址 。 会议
主席任鸿隽首先报告 ，称 ： “刻下时局紧张 ， 各学术团体均有相当准备 ， 多将贵重物品
集中 ，如遇必要 ，即可移至安全地点保存 。但均认为迁移办公处所尚无必要 ，本调查所
应取如何政策 ，请合众讨论” 。丁文江谓 ： “本所为私立机关 ，危险性当属必更小 ，但不
妨将贵重物品装箱保存 ，以备万一” 。胡先骕也认为 “华北情势终难乐观” ，并提出在庐
山设分所的建议 。王文豹则认为迁所未至其时 ，并云 ： “本所系纪念范静生先生 ， 先生
常主张拨火当前 ，吾人研究学术之精神不可稍存退避 ， 至于分所事不妨先行筹划” 。 翁
文灏也同意在经费许可的范围内设立分所 。

１２月 ２２日 ，召开了第 １２ 次会议 ， 会议议题是 ： 会员会换届改选 。 会议议决 ： 委
员长 ：任鸿隽 ；书记 ：丁文江 ，会计 ：王文豹 ，执行委员 ：周诒春 、金绍荃［１ 、２］ 。
［１］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 （南京） ， 枟静生生物调查所委员会记录枠 ， 全宗号 ： ６０９ ， 案卷号 ： ００３ 。

［２］ 转引胡宗刚 枟静生生物调查所史稿枠 ， 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研究丛书 ， ２００５ ， 山东教育出版社 。

６月 ９日 　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赴云南采集标本
国立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组织云南采集团 ，职员常麟定 、蒋英 、唐瑞金 、林

应时 ，技工陈绍清共 ５人 ，出发前往云南采集动植物标本 。 １９３４ 年 ５ 月中旬采集结束 ，
６月返京 ，共采集动物标本 ４４００余种 ，植物标本 １０００余种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 （南京） ，

枟国立中央研究院工作报告枠 ， 全宗号 ： ３９３ ， 案卷号 ： ６６ 。

６月 　张春霖发表 “鲤科鳞片之研究”
静生生物调查所张春霖在 枟科学枠 上发表 “鲤科鳞片之研究” ， 论文阐述了鲤科鱼

类鳞片的构造为分类特性之一 。该篇论文是张春霖在长江流域采集百余种鲤科标本的基
础上撰写的 。 枟科学枠 １７ （６） ， ９４０ — ９４７ ， １９３３ 年 ６ 月 ， 中国科学社编辑 。

１９３３年 　静生生物调查所标本采集
据 枟静生生物调查所第五次年报枠 （１９３３年） 报道 ， １９３３年静生生物调查所唐善康

在夏秋两季赴河北省西部及南部进行采集 ，共得脊椎动物标本 ８００余号 ；张春霖在北平
附近采集鱼类 、两栖类标本 ； ５ — ７ 月 ， 何琦先后赴浙江 、 青岛 、 济南进行采集 ， 并获
得较多昆虫标本 。阎敦建 ５月中旬出发至浙江镇海 、 宁波 、 定海 、 普陀 、 象山 、 南田 、
玉环 、温州 、瑞安 、平阳 、 金乡 、 炎亭以及与福建交界之镇下关等处采集软体动物标
本 ，后转赴香港 、澳门和广东江门 、 阳江 、 水东以及广州湾 （今湛江） 等处采集 ， １０
月返所 ，采集标本也很多 。转引胡宗刚 ， 枟静生生物调查所史稿枠 ， 第 ８３ 页 ， 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研究

丛书 ， ２００５ ， 山东教育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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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

１月 １７日 　秉志发起组织 “海南生物采集团”
海南生物采集团由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秉志发起 ， 并联合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 、

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 、山东大学 、北京大学 、清华大学 ６所生物研究机构和大学
合组而成 。该次考察采集是新中国成立前规模最大 、参加单位最多的生物采集活动 。在
制定详细考察 、采集计划后 ，出发南下进行生物采集 ， 足迹踏遍全岛 ， １９３５ 年 １０ 月采
集结束 。

采集团由秉志总负责 ，分海陆两队同时采集 ，王以康 、伍献文负责海队 ，带领 ８名
队员在沿海地带以采集海产生物为主 ； 左景烈 、 何琦负责陆队 ， 带领 ６ 名队员深入黎
族 、苗族人境内 ，以采集陆产生物为主 。此次采集 ，两队共采获昆虫 １畅５万号 ；棘皮动
物 、环节动物 、贝类 、节肢动物 、海绵 、珊瑚等无脊椎动物 １ 万余号 ； 鱼类 、 两栖类 、
爬虫类等脊椎动物 ５０００号 。菌类及植物标本 ４０００余号［１ — ３］ 。
［１］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 （南京） ， 枟海南生物采集团枠 ， 全宗号 ： ３９３ ， 案卷号 ： ２５１ 。

［２］ 海南生物科学采集团 ， 枟科学枠 ， １８ （２） ， ２８４ 页 ， １９３４ 年 ２ 月 ， 中国科学社发行 。

［３］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 （南京） ， 枟国立中央研究院工作报告 （１９３５ 年 １１ 月）枠 ， 全宗号 ： ３９３ ， 案卷号 ： ６６ 。

１月 ２９日 — ２月 ８日 　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举办生物展览会
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举办生物展览会 。 展出的内容包括 ４ 个方面 ： １） 寄生动物

标本室 ： 从寄生在人体内的原生动物起 ， 到节肢动物 ， 共展出标本 ４７ 种 ， ６４ 瓶 ；
２） 动物分类陈列室 ：展出哺乳类 、爬虫类 、两栖类 、鱼类 、无脊椎动物等标本 ； ３） 植
物标本陈列室 ； ４） 中学动物教材陈列室 。 前来参观的人员达 １ 万余人 。 枟科学枠 ， １８ （４） ，

５５０ 页 ， １９３４ 年 ４ 月 ， 中国科学社发行 。

７月 　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改组与职员聘任
１９３０年 １月 ３０日成立的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改组成为动植物研究所 。 院长

蔡元培聘任王家楫为专任研究员兼动植物研究所所长 。 所长王家楫聘任邓叔群 、 伍献
文 、陈世骧 、方炳文为专任研究员 ；聘任裴鉴 、耿以礼为兼任研究员 ；聘任常麟定 、唐
世凤为助理研究员 。聘任 ：邓祥坤 、唐瑞金为采集员 ；杨志逸 、徐叔容为绘图员 ；杨培
纶为庶务 ；刘勋卓为书记 ；杨存德为事务员 。聘任钱天鹤 、秉志 、钱崇澍 、李四光 、李
济 、胡先骕 、徐韦曼为顾问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 （南京） ， 枟动植物研究所聘任卷二宗枠 ， 全宗号 ：

３９３ ， 案卷号 ： ４９９ 。

８月 ２３日 　中国动物学会成立
中国动物学会在江西庐山莲花谷宣告成立 。 该会由秉志 、 辛树帜 、 胡经甫 、 陈桢 、

刘崇乐 、张春霖 、寿振黄 、郑作新 、伍献文 、朱冼 、 喻兆琦 、 王家楫等动物学家 ３０ 人
共同发起 。会议通过了学会章程 ，选举产生首届理事 ：伍献文 、辛树帜 、王家楫 、经利
彬 、武兆发 、孙宗彭 。推选秉志为中国动物学会首届会长 ，胡经甫为副会长 。会址暂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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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内 。
８月 ２４日 ，召开了第一次理事会议 ， 会议决定创办 枟中国动物学杂志枠 （ The Chi唱

nese Journal o f Zoology） ，并推举了编辑部总编辑和编委人选 。
枟科学枠 ， １８ （７） ， １００２ 页 ， １９３４ 年 ７ 月 ， 中国科学社发行 。

１０月 　北平研究院动物学研究所新建生物楼竣工
北平研究院动物学研究所在广善寺北侧新建的生物楼 （即陆谟克堂） 竣工 ，研究室

一部迁入该楼工作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 （南京） ， 枟国立北平研究院概况 （１９２９畅 ９ — １９４８畅 ８）枠 ， 全宗

号 ： ３９３ ， 案卷号 ： ００１ 。

１０月 　杨惟义到静生生物调查所工作
杨惟义到静生生物调查所工作 ，曾任动物部技师兼秘书 。杨惟义早年从事昆虫学研

究 ，曾受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的资助 ，赴法 、英 、德等国博物馆专门研究半翅目昆
虫的分类 ，曾任江西省昆虫局局长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 （南京） ， 枟静生生物调查所职员录及一览

表 ——— 静生生物调查所概况枠 ， 全宗号 ： ６０９ ， 案卷号 ： ００４ 。

１９３４年 　静生生物调查所动物部标本采集
据 枟静生生物调查所第六次年报枠 （１９３４年） 报道 ， １９３４年静生生物调查所动物部

何琦等 ４人参加了海南生物采集团 ，何琦负责陆队 ，带领 ６名队员 ，在黎族境内进行动
物标本采集 。途径彦圣 、同甲 、毛尚岭 、保亭 、白魄 、新村港 、沙漠崛等地 ， １１ 月中 ，
率队北返 ，携回大批兽皮 、 鸟皮 、 爬虫类 、 软体动物 、 环形动物 、 寄生虫标本 、 甲壳
类 、蜘蛛 、百足等标本 。 ７ — ８月 ， 张春霖赴青岛进行沿海鱼类的标本采集 ， 共采集标
本千余号 。顾东岳在北平附近采得软体动物标本千余号 。赵安祥 、常麟春 、洪绍山又赴
涞源进行鱼类 、鸟类 、哺乳类 、蚌类标本的采集［１ — ３］ 。
［１］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 （南京） ， 枟静生生物调查所 （第 ６ 次年报） １９３４ 年年报枠 。

［２］ 转引胡宗刚 ， 枟静生生物调查所史稿枠 ， 第 ８２ 页 ， 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研究丛书 ， ２００５ ， 山东教育出版社 。

［３］ 枟科学枠 ， １８ （４） ， ５５０ 页 ， １９３４ 年 ４ 月 ， 中国科学社发行 。

１９３４年 　陈世骧博士论文获法国昆虫学会 １９３４年巴赛奖金
１９３４年陈世骧以 “中国和越南北部叶甲亚科的系统研究” 论文通过答辩 ， 并获法

国巴黎大学博士学位 ， 这是我国研究该类群的第一篇论文 。该篇论文获法国昆虫学会
１９３４年巴赛奖金 （Prix Passet） 。动物研究所人事档案 。

１９３４年 　陈桢发表 “金鱼蓝色和棕色的遗传” 论文
１９３４年陈桢发表 “金鱼蓝色和棕色的遗传” （ The Inheritance of Blue and Brown

Colours in the Goldfish ， Carassius auratus Jour ．） ，证明金鱼体色的蓝色决定于一对纯
合隐性基因 ，棕色则决定于四对独立的纯合隐性基因 。用蓝色鱼和棕色鱼杂交 ，他获得
了一个新的 、不分离的蓝棕色金鱼品种 。这样 ，他为金鱼的遗传育种开辟了一个杂交和
选择的新途径 ，并成为我国动物遗传学的主要创始人 。日本鱼类遗传学家松井佳一称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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