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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钱迎倩先生 1954 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后又到南京大学读研究生，1957 年毕业。自

1959年起在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工作，1987年起到中国科学院生物科学与生物技术局

工作，1993年起调到广西壮族自治区科学院工作，1994年底又回到植物研究所工作直至

1999 年退休。从研究生毕业到退休的 42 年间，钱迎倩先生在科学研究和科技领导工作

中都作出了出色的贡献。 

他在原生质体培养和细胞融合研究领域做出了不少开创性的工作。他不仅成功地对

大豆和烟草原生质体进行了分离和纯化，而且将这两种不同科植物的原生质体进行了融

合，得到了异科原生质体融合后的异核体。他所带领的研究组率先在国际上成功地获得

了攻关多年未能突破的玉米原生质体再生植株，成为当年该学科领域的重大新闻，受到

了国内外同行的好评。在后来的水稻原生质体的游离和培养、美味猕猴桃原生质体再生

植株和无性系变异以及多种植物原生质体的超低温保存上都获得不少重要的研究成果。 

在科技领导方面，他历任植物研究所植物细胞学研究室副主任、主任，植物研究所

副所长、所长。1987 年 2 月任中国科学院生物科学与生物技术局局长，1993 年 2 月至

1994 年 12 月任广西壮族自治区科学院院长。在任所长期间，他充分发挥老一辈科学家

在学科建设方面的作用，鼓励研究人员开展国际前沿和与国民经济密切相关的研究课题；

落实党和国家的知识分子政策，采取多种措施调动职工积极性；为适应研究所领导体制

改革的要求，积极探索所长负责制条件下的研究所运行机制改革；恢复和健全学位工作

制度，选送青年研究人员出国深造，以加强研究所的队伍建设。在任局长期间，他十分

关注前沿学科领域动向，积极推动中国科学院生物多样性、全球变化、细胞分子进化以

及系统生物学等领域的研究。同时，在当时科研经费困难的情况下，关心和支持分类区

系研究、“三志”编研、标本馆和植物园建设等基础性工作。他还积极支持华西亚高山植

物园和神农架生物多样性定位研究站的建立和发展。钱迎倩先生是个有强烈社会责任感

的人，退休以后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科学普及工作中，2000年 9月至 2008年 5月期间，

作为中国科学院科学家演讲团成员，他走遍了全国 10个省、2个直辖市，演讲 320场，

听众达 8万多人，他的演讲受到各地听众的广泛好评。他所在的老科学家科普演讲团获

得由中宣部、教育部、科技部等部委颁发的“第二届中国青少年社会教育银杏奖”。从上

可见，钱先生无论在研究上、管理上，还是社会事业上，都为我们树立了良好的榜样。 

印象中，我第一次认识钱迎倩先生是在“文革”结束后不久，上海植生所成立细胞

生理研究室，罗士韦先生带我和几位同事到植物所访问吴素萱先生和细胞室。随后，1978

年夏，我俩一起参加由胡含先生带队的中国科学院代表团参加在加拿大卡尔加里召开的

国际植物组织培养会议。以后，由于我们在同一研究领域工作，后他又调院里工作，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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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颇多。他去广西参加组建广西科学院的工作并担任首任院长时，我已到院里担任副院

长，期间到广西去看过他，也为他的开拓精神所感动。钱迎倩先生在做人方面给我留下

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可以简单地概括为正直、谦和、大度、关爱、担当。这是我三十多

年来与他相处的切身体会。 

钱迎倩先生离开我们一年了，他的音容笑貌不时浮现在我的脑海中。他的一生几乎

全部奉献给了中国科学院的生命科学事业，不仅为我们留下了具有标志性的研究成果和

科学事业发展的成就，更为我们，特别是年青一代，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他将永远

活在我们的心里。值此《钱迎倩论文集》即将出版之际，谨以此文寄托对钱先生的敬佩

和怀念之情。最后，感谢编辑小组同仁们的善意和辛苦。 

是为序。 

 

      

2011 年 4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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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提时代和青年求学

幼儿钱迎倩

1953年，复旦大学大学实习

大学时代钱迎倩1954年，复旦大学生物系低等植物专业组同学合影

儿童钱迎倩(右一)与哥哥钱岳倩

1947年，省立上海中学初三16班毕业照(后二排右一)



钱
迎
倩
一
生
经
历

毕业成家和出国留学

1959年，与妻子陈灵芝的结婚照(上海) 1960年，与妻子陈灵芝的婚后合影(北京)

1982年，与加拿大植物生物技术研究所国际同行合影



科学研究

1978年，与吴素萱教授，同事周云罗、蔡起贵(从左至右)在实验室

1983年，参加全国植物细胞融合工作会议(二排右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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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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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生
经
历

国际交流

1. 1991年，参加第二届猕猴桃国际研讨会
(新西兰)
2. 1992年，参加濒危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
缔约方大会(CITES，日本京都)
3. 1995年，参加印度-马来半岛生物多样性
保护会议(泰国)
4. 2005年，参加生物安全国际研讨会(中国
南京，一排右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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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长工作

1983年，为汤佩松先生80寿辰祝寿 1983年，春节看望研究所老领导杨森同志

1983年，接待来访外宾

1984年，接待国家领导人陈幕华视察中科院植物所植物园

1985年，参加植物学会秘书长会议 
(重庆，照片为钱迎倩先生笔迹)



钱
迎
倩
一
生
经
历

局长工作

1990年，参加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常委会(后排右四)

1989年，参加昆明动物所建所30周年纪念活动

1990年，在西双版纳植物园调研（中间为时任副院
长李振声，左一为时任院办公厅主任栾中新）

1990年，参加昆明动物所细胞与分子进化开放实验室
论证会

1994年，与中科院生物局王贵海(左一)、孟广震(右一)
副局长合影



局长工作和院长工作

1990年，参加中国动物志第三届编委会

1994年，与妻子和中科院生物局同事合影

1993年，考察广西山口红树林保护区 

1996年，考察广西科学院植物所



钱
迎
倩
一
生
经
历

科普演讲

2005年，为小学生讲科普知识

2007年，科普演讲

2007年，山东诸城与学生合影



同学师长情

1987年，与妻子、同事和博士研究生合影

1991年，与妻子、同事和研究生共渡元旦新年

2005年，复旦大学百年校庆期间看望谈家桢教授

1995年，与博士研究生恽锐(左一)和魏伟(右一)于昆明



钱
迎
倩
一
生
经
历

1992年，60寿辰纪念

1990年，与妈妈、妹妹合影

美满家庭

2009年，钱迎倩夫妇金婚纪念日合影1992年，与妻子陈灵芝、女儿钱云杉、儿子钱雪松合影



美满家庭

2002年，70寿辰纪念

2008年春节，与全家和哥哥家人的全家福

2008年，与哥哥钱岳倩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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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花粉的人工萌发 

钱迎倩  吴素萱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为了解决植物杂交育种、遗传学、生理学及细胞学上的问题，很多学者对花粉进行

了研究。人工萌发对研究花粉的问题提供有利的条件，但是不同植物的花粉要求在适宜

的环境条件下才能正常萌发和生长。禾本科植物的花粉一般在人工萌发条件下得到的结

果都是不够理想的。对玉米花粉的人工萌发，则不易掌握其要求的湿度，一般培养基的

湿度较高，花粉容易破裂，较低则不易萌发。除 Kubo(1958)的工作报导外，玉米正常萌

发的萌发率都在 30%以下。据 Kubo的报导，在十月份玉米萌发率可达到 100%。但在我

国北方十月份已不是玉米正常的生长季节。我们在 7月份，亦即玉米盛花期进行了玉米

人工萌发的实验。 

实验材料是玉米品种华 53自交系。所用的培养基是 2%琼脂、10%~20%明胶、15%~20%

蔗糖的混合胶体，其中尤以 2%琼脂、15%明胶、15%蔗糖的浓度为佳。取混合胶体一滴

(约 0.1ml)用玻璃棒均匀地涂在载玻片上(约占面积 24mm×24mm)。在室温(28°~29℃)下

播种花粉，然后将载玻片放在直径为 12cm 并具有湿润滤纸的培养皿内。每培养皿内以

1.3ml的水润湿滤纸。 

玉米花粉萌发率的高低及花粉管生长的长度除决定于适宜的培养基外，还决定于载

玻片上所涂培养基的厚度以及花粉采得后插入培养基的时间及密度。Gotch(1931)在播入

培养基前将花粉曝露在空气中一个半小时。Conger(1953)认为鸭跖草花粉在播种前必须

不能潮湿。他将收集的花粉保存在干燥器内。我们对放在干燥器内及曝露在空气中的花

粉作了对比实验。早晨 9时采集花粉，在一般情况下不管曝露在空气中或放在干燥器中

1~2h后播种，都可得到满意的结果。其中尤以放在干燥器中的结果较佳。播种的密度过

低一般花粉不能萌发，甚至破裂了。即使花粉能够萌发，花粉管亦生长不良。密度过高

花粉亦不易萌发，花粉管生长不正常。一般在×10×10的视野内均匀地播入 150~180粒

花粉则可得到良好的结果。 

本实验按上述条件进行人工萌发，萌发率最高可达到 91.5%。花粉管长度在四个半

小时内最长为 1600µm，平均长度为 1352µm。在其中能观察到动态的精子，这一点可说

明花粉管的萌发是正常的。 

 

本文原载：中国植物学会三十周年年会论文摘要汇编. 1963. 中国植物学会编. 北京：中国科学技

术情报研究所，182-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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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黑麦叶片细胞全能性的探讨 

钱迎倩  周云罗  马诚  蔡起贵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由于对禾谷类叶片细胞及原生质体培养的失败，有人怀疑禾谷类叶片细胞是否具有

全能性。我们用小黑麦幼叶作材料，对此课题进行了探讨。取 4cm左右的第一片无菌幼

叶，从基部 3mm以上开始，每隔 3mm切断，叶段顺序在附加有 2mg/L 2，4-D，500mg/L

水解乳蛋白及 1000mg/L 酵母提取物的 MS 基本培养(简称 MS-a)上进行暗培养，4、5d

后，开始有愈伤组织出现，基部 3mm 往上到 12mm 的各切段可诱导出大量愈伤组织，

频率分别为 96%、79%及 45%。个别情况下 15~18mm 的切段也有愈伤组织，培养 12d

后逐步分化出大量的根。出现愈伤组织 10d后的材料，当转移到 1200Lux光照下培养，

50天左右在原培养基(MS-a)上分化了苗。已获 8棵形态正常的小植株，并已种入土壤中。

在幼叶上用墨水作标记实验，证明即使 3~6mm的叶段在今后分化了叶鞘的成熟叶子上，

这部位还是处于叶片的位置。用第一片幼叶在各种不同培养基，不同光照及萌发条件下

作了诱导愈伤组织及分化的实验。结果说明小黑麦幼叶愈伤组织的诱导对培养基及外界

条件的要求并不苛刻。但愈伤组织的质地及分化机能有异，在 PRL-4培养基上，色白、

质松，在原有培养基上不易分化，而在 MS-a 及 MS-P 培养基上，色淡黄、质致密，易

分化大量根，光照对愈伤组织的诱导稍有抑制作用，用不同组合的生长素和细胞分裂素

作了分化苗的实验，在具 0.04mg/L NAA，0.5mg/L GA3及 2mg/L 6BA的MS分化培养基

上得一棵绿苗，在 0.2mg/L玉米素，0.2mg/L 2，4-D，0.5mg/L GA3及 3.5mg/L IAA培养

基上得多棵形态不正常的白苗。用第二片幼叶做实验，说明只在叶子基部 3mm 向上到

12mm处可诱导出愈伤组织及分化根。并对幼叶分上(18mm以上的幼叶，不能诱导出愈

伤组织)、中(12~15mm，能诱导愈伤组织，但量少，不易长大)，下(3~12mm叶段，可大

量诱导出愈伤组织)，三部分用聚丙烯酰胺凝胶电泳进行可溶性蛋白的分析表明。上部只

有 2、4、7三条带明显，6带隐约可见，中部比下部少 1、5两条带，下部共有 12条带，

量比中部带要多。实验证明：小黑麦幼叶下部细胞具全能性。 

本文原载：实验生物学报. 1980. 13(4): 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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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黑麦幼叶外植体的植株再生 

钱迎倩  周云罗  蔡起贵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通过细胞诱变及细胞杂交等遗传操作的途径，改良谷物的性状是国际上普遍关注的

一个重要研究课题，其中从原生质体起源的细胞能够再生植株又是高等植物遗传操作的

先决条件。但是禾谷类作物的原生质体培养当前存在很多困难，培养成植株的例子还很

少。主要原因是叶肉原生质体再生细胞后未能进行有规则的连续分裂，因此，曾有人提

出过禾谷类叶细胞是否有全能性的问题[1,2]。 

这几年已有少量从禾谷类幼叶诱导得愈伤组织及再生植株的报道[3-5]。可是对禾谷类

叶片细胞全能性的基础研究还是比较缺乏。为此，我们以小黑麦叶片为材料着手开展这

方面研究。本文仅报道以小黑麦幼叶诱导出愈伤组织及其植株的再生。 

材料与方法 

八倍体小黑麦种子由中国农业科学院供给。种子在 0.1%硫酸十二烷基钠(SLS)溶液

中洗涤 10min，用清水冲洗后在无菌条件下浸入 70%的酒精 15s，再转到 0.1%HgCl2溶

液中灭菌 10~15min，最后用无菌水冲洗 3次。灭菌的种子放在无菌培养皿中的湿润滤

纸上，25℃黑暗条件下萌发。取长 1~4cm的幼叶作为实验材料。剥去胚芽鞘，取出第

一片幼叶。从叶子基部开始顺序每隔 3mm 切下一叶段。由于最基部的 3mm 长的叶段

里面包有生长锥及第二片叶的叶原基，所以弃去不用。而取 3mm以上的 5个叶段顺序

地往下列培养基中 25℃黑暗下或光照条件下诱导愈伤组织。培养基的组成是 MS
[6]基本

培养基，并附加水解乳蛋白 500mg/L，酵母提取物 1000mg/L，2，4-D 2mg/L 及蔗糖

40g/L。 

此外，还在幼叶上做了标记实验。采用不同苗龄正常条件下生长的幼苗，分别

剥去胚芽鞘。在叶子基部向上 3~6mm的位置上用碳素墨水作标记，并让其在土壤中

继续生长。待第一片叶分化出叶鞘和叶舌后，即可查明所接种的叶段在叶子上所处

的位置。 

 

 

本文原载：科学通报. 1980. (22): 1045-1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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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与讨论 

1. 愈伤组织的诱导 

在上述培养条件(见材料与方法)下 3d 左右，有的叶段开始膨大，培养 4~5d 后，就

开始有肉眼可见的愈伤组织出现。愈伤组织多数发生在切段向叶基部的一端(图 1a)。但

有的愈伤组织也可能在切段向叶尖的一端或在切段的中部产生(图 1b)。 

不同的叶段愈伤组织发生的情况是很不一样的。对 24个幼叶的 120个叶段进行统计

的结果说明从幼叶基部开始到 12~15mm 的切段，在一定的培养条件下都可以诱导出愈

伤组织。其中尤以 3~6、6~9、9~12mm的三种切段为多。诱导频率分别为 96%、79%及

45%。在个别的情况下，培养 15d左右后，在 15~18mm的切段上也可以见到有愈伤组织

的发生(表 1)。此外，当用 1cm 左右的幼叶作材料时，甚至在叶尖部切段的切口处也诱

导出愈伤组织(图 1c)，有关愈伤组织的生长势，3~12mm 的切段都是比较旺盛的，其中

尤以 6~12mm的切段为最旺。 

表 1  幼叶不同叶段愈伤组织的诱导致
* 

培养时间 

愈伤组织数      /d 

叶段/mm 

6 9 12 15 

3~6 19 23 23 23 

6~9 16 17 18 19 

9~12 8 11 11 11 

12~15 1 5 5 5 

15~18 0 0 0 1 

* 24片幼叶各叶段的统计数。叶段是从幼叶基部向上计算。 

 

2. 愈伤组织器官的建成 

在小黑麦幼叶愈伤组织上形成根是很容易的。将叶段接种在上述的培养基上，即可

产生愈伤组织，随着愈伤组织的长大，12d左右开始有根的发生(图 1d)。 

在不同叶段的愈伤组织上根的分化与愈伤组织的发生和生长势有密切的联系。表 2

说明在 3~12mm 叶段的愈伤组织上都可有大量根的发生，而在 12~15mm 叶段上的愈伤

组织偶尔也有根的分化。 

在原来的培养基上，我们还得到了苗的分化。有一组实验是先把叶段置于黑暗条件

下培养，当愈伤组织出现 10d左右后，再把培养物转放到白天为 28℃，1200勒克司 10h

光照条件，晚上为 25℃黑暗条件下培养。愈伤组织上不断地形成大量的根。40d后将长

有大量根的愈伤组织分成若干块，再移回原来培养基上并在上述光照条件下继续培养。

10d 左右出现了苗的分化(图 1e)。目前已得到 8 棵小植株，这些小植株在形态上基本上

是正常的。另外，愈伤组织上还出现不少具有绿色的小点和小块，但这些绿色点或绿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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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在很长时间内一直还保持原状，没有见到有苗的分化。在一系列有生长素和细胞分裂

素不同组合的分化培养基上我们也试验了苗的分化，结果将另文报道。 

a

c d

b

e 
 

图 1 

a. 愈伤组织多数发生在小黑麦幼叶切段的下端切割面上；b. 在叶段的中部也可以有愈伤组织的发生；c. 用 1cm长的幼叶

作材料，由叶尖切段起源的愈伤组织；d. 叶段培养 12d左右就开始有根的发生；e. 小黑麦幼叶再生的小植株 

表 2  不同叶段愈伤组织上根的分化
* 

  分化根的      叶段 

  愈伤组织数      /mm 

培养时间/d 

3~6 6~9 9~12 12~15 

12 5 8 2 0 

15 5 8 5 1 

* 24片幼叶上各叶段的统计数。 

 

3. 幼叶上的标记实验 

8片不同长度的幼叶(图 2，I-VIII)，用炭素墨水在基部向上 3~6mm位置上作标记，

来鉴定在今后分化出叶鞘的叶子中标记所处的位置，其中 5个幼叶长 1~2cm，另外 3个

幼叶都已分别伸出胚芽鞘 2~4.5cm。最长的一个幼苗作标记时全长已达 7.5cm 左右。作

标记后的植株在土壤中自然生长。5d后，所有 8片叶子都已分化出叶鞘和叶舌，并且第

二片叶子已经抽出。图 2说明当叶子继续长大后，所有 8个幼叶上标记的黑点全部位于

叶片的部分，而不在叶鞘上。至于黑点所处的位置，则随当时作标记时的苗龄而异。作

标记时的叶子越小，今后黑点在叶片上的部位越高，反之越低。这就证实了在诱导愈伤

组织实验时所用的最低的一个叶段，即 3~6mm 叶段，已确实是处于叶片部位。实验所

得的一切愈伤组织是由叶片来源而不是叶鞘诱导而得。这就是说，小黑麦幼叶基部 15mm

甚至 18mm长叶段的细胞确实是具有全能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