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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源远流长的华夏文化植根于发达的农业经济。
在种植业和畜牧业的发展过程中，产生了生物遗传和变异以及动植物育种的初步概念。
1973年开始在浙江省余姚县河姆渡村东北发掘的河姆渡遗址，是我国长江中下游新石器时代的一种早
期文化，距今已有6800多年。
在该遗址中发现了大量稻谷种子遗迹，表明农业已成为当时的主要经济部门，同时还发现了家养的猪
、狗和水牛的遗迹。
又如，北魏科学家贾思勰在1500年前出版的中就记述了大豆的移栽、猪的选育和驴马杂交等技术。
一直到明代，中国的科学技术仍然领先于世界。
然而，到了清朝，特别是清朝后期的腐朽统治和闭关锁国的政策，导致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的停滞
。
而当时的西方国家正处于文艺复兴和资产阶级革命的高潮之中。
中西方之间的隔阂最终是被炮舰在19世纪中叶打破的。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遗传学史>>

内容概要

　　遗传学在中国的发生和发展，记载了中国遗传学家推动中国遗传学发展的艰难历程，介绍了他们
所获得的成就及他们的学术思想、研究方法和哲学观。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遗传学史>>

书籍目录

发展中的中国遗传学（代序）谈家桢前言赵功民第一篇 遗传学在中国的发生和发展第一章 世纪上半
叶的中国遗传学（1904-1949）一、遗传学在中国的发生与早期传播遗传学由西方引入中国遗传学在中
国的广泛传播二、留学欧美的中国第一代遗传学家师从摩尔根的中国弟子其他留学海外的中国遗传学
家三、遗传学研究人才的早期培养生物学系在国内高校的建立遗传学教学在国内大学的陆续开展中国
学者使用和编写遗传学教材的情况．国内中学的遗传学教学四、中国遗传学家的早期研究生物学研究
机构的建立遗传学的基础理论研究遗传育种的研究第二章 建国以来的中国遗传学（1949-1965）一、建
国初期的遗传学遗传学与“全盘学苏”热潮李森科与李森科事件苏联专家来华宣传、传播米丘林生物
学乐天宇其人与“中国的米丘林学派”遗传学家违心检查“全面学苏”对中国遗传学界产生的后果二
、青岛遗传学座谈会召开座谈会的背景成功地召开了座谈会建立遗传学研究机构“双百方针”在遗传
学界贯彻中受阻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和极左思潮的干扰回潮有源头“脱帽加冕”的广州会议遗传学问
题的全国大讨论附件1 出席青岛遗传学座谈会发言人姓名、工作机关及职务一览表附件2 遗传学问题讨
论集（第一册）目录附件3 遗传学问题讨论集（第二册）目录附件4 遗传学问题讨论集（第三册）目录
第三章 文化大革命及拨乱反正时期的中国遗传学（1966-1978）一、遗传学教学与研究的停顿二、创痛
愈合的初始时期三、艰难的恢复时期四、伟大的转折以及全国科学大会的召开五、历史的启迪和遗传
学问题的哲学“思考”六、国际遗传学的飞速发展第四章 中国遗传学会的成立和发展（1976-2000）一
、中国遗传学会的成立二、中国遗传学会历届代表大会中国遗传学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中国遗传学会第
三次代表大会中国遗传学会第四次代表大会中国遗传学会第五次代表大会中国遗传学会第六次代表大
会三、中国遗传学会的科普与教育工作遗传学教学工作中国遗传学会的科普工作四、中国遗传学会和
国际遗传学联合会加入国际遗传学联合会争取举办国际遗传学大会的努力第十八届国际遗传学大会在
北京召开五、中国遗传学会举办的国际会议六、中国遗传学会的“遗传学名词审定”工作第五章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与中国遗传学（1986-2000）一、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生命科学部遗传学学科二、第
一阶段（1986-1990）成立评审组⋯⋯第二篇 历史的回忆第三篇 百年人物志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遗传学史>>

章节摘录

　　1921年，由中国生物学家自己创办的以“生物学系”为名称的大学生物学教学机构，在当时的国
立东南大学（前身是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农业专修科内诞生。
该系也是在国立大学中设立的第一个生物学系，第一任系主任为秉志。
东南大学生物学系在当时是最有影响的一个科系。
我国现代生物学的许多老前辈，如秉志、胡先辅、陈桢、钱崇澍、陈焕镛、胡经甫、戴芳澜等，都在
那里执教过。
知名生物学家王家楫、寿振黄、张春霖、张孟闻、方炳文、喻兆琦、沈家瑞、耿以礼、方文培、崔芝
兰、刘咸、郑集等20多人。
都是1928年东南大学改组为国立中央大学之前，先后从该系毕业的。
　　从20世纪20年代起，我国留学北美、西欧和日本等地的海外学子陆续学成回国，为生物学系的建
立和发展创造了条件。
　　1922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公布了仿效美国学制的“学校系统改革案”，出现了多数高等师范学校
纷纷改成普通大学，博物部改组为生物学系等一系列变化。
除了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在这之前已改成东南大学外，北平高等师范学校改成北平师范大学（1923），
而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广东高等师范学校、成都高等师范学校和沈阳高等师范学校等学校，则经过几
次改组，分别成为武汉大学（1928）、中山大学（1926）、四川大学（1931）、东北大学（1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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