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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先贤

我国植物病理学科奠基人
——————朱凤美#

#本文主要参考了由王法明先生撰写的“我国植物病理学科的奠基人———朱凤美”（载《中国科学技术专家传略》农学编植保卷，并经朱凤

美女儿朱圣禾教授和外孙黄美先教授补充校阅，谨致谢忱。

朱凤美遗像（!"#$ % !#&’）

朱凤美，外文名 ()*+,-./ 012，!"#$
年 !! 月 3# 日 出 生 于 江 苏 省 宜 兴 县，

!#&’ 年 4 月 !! 日卒于南京。

朱凤美出生在高级知识分子家庭，

父亲朱香晚曾任教清华学校并参与创

办上海大同大学。他自幼热爱植物，喜

好采集标本并认真观察，这是他长大后

一生为我国植物保护事业发展不遗余

力的个性根源。他于 !#!! 年毕业于清

华学校中学部，!#!5 年考入南京第一农

业专门学校，!#!& 年毕业，作为该校第

一届毕业生留校任助教。!#!" 年赴日

本鹿儿岛高等农业学校学习，!#3! 年毕

业回国，在母校任教一段时间后，先后

于安徽第二农业学校、河北大学农科专

门部、武昌大学、北平农学院等学校任

教授。!#3& 年再次留学日本东京帝国

大学农学部，专攻植物病理学。!#5’ 年

回国，任浙江大学农学院教授，兼任浙

江省昆虫局技师。!#55 年任南京国民

政府农林部中央农业实验所技正，!#5&
年抗日战争爆发后，随所内迁，兼任农

林部贵州省推广繁殖站主任和贵州省

农业改进所病虫害系主任。抗日战争

胜利后于 !#6& 年任该所病虫害系主任。

!#$’ 年原中央农业实验所改组成华东

农业科学研究所，他在此继续工作并兼任华东农林水利部农林干部学校植保训练班和植物检疫训练班主

任。该机构的名称和归属几经变迁，成为现在的江苏省农业科学院，他在该院植物保护研究所一直工作到

逝世。!#$5 年初，朱凤美被农业部和中国科学院聘请为全国植物病理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年被农

业部聘任为中国农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

由于朱凤美在我国植病防治中的杰出贡献，!#$4 年被授予全国农业劳动模范光荣称号。他先后被选为

江苏省第二届人大代表和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曾被推选为中国植物病理学会副理事长，江苏省植物病理

学会理事长，中国植物保护学会副理事长。

上世纪 3’ 年代，朱凤美在日本学习期间，曾将在国内调查收集到的 36! 种植物病害标本整理成论文，以

“中国的植物病原菌”为题在《日本农学汇报》中发表。第一次从日本回国后在多所学校任教十余年，教学之

余曾采集植物标本 5’’’ 余份，并进行过分类研究。第二次留日归国后，在浙江昆虫局工作期间，他对植物的

菌核病进行了调查研究，!#53 年和 !#55 年先后用英文发表了“中国的菌核病”及“宫部核盘菌（789:;)<=*=.
-=/.>:.*.）于我国境内的发现及其与落花生核盘菌（7?@;.81=A=B）之比较研究”等研究论文。此后，将主要精力

都放在我国植物病害防治的实际工作中了。

朱凤美在稻麦等主要粮食作物病害的防治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5’ 年代小麦秆黑穗病、腥黑穗、燕麦

坚黑穗病在我国西部地区流行。当地农民多采用烧酒拌种防治，但效果不理想，更由于烧酒价格昂贵，难以

推广，而用温汤浸种，由于缺少温度计，温度无法掌握，也难推广。朱凤美根据欧、美学者的实验结果，采用

硫磺、红砒等硫制剂和砷制剂，根据不同土壤环境条件和不同播种期，找到拌种最适药量，又解决了药剂稀

释等一系列问题，制订出这两种药物安全有效的种子处理规范化技术，并在病区推广。据绥远省（现内蒙古

自治区）当时统计，用硫磺代替烧酒后，每年可节省酿酒用谷子 5’’ 余万斤。他又利用不同融点的石蜡，设计

出一套简易温度计，使群众很容易掌握水温，解决了缺少温度计的实际困难，使温汤浸种得以推广。但是小

麦种子的深层常带有散黑穗病菌等病原菌，一般温汤处理难以消除。苏联学者曾提出用排除空气的水浸种

的防治方法，这就要将浸种用水先煮沸，待其冷却后再用，而且长时间浸种过程中种子易腐败。朱凤美针对

以上问题，用加入 ’C$D % !C’D生石灰的方法使以上方法得以完善。石灰既可防腐，又由于石灰水与空气

接触而在液体表面生成碳酸钙膜可以隔绝空气，使病原菌难以生存。这种方法简便易行，花费很少，且防治

的病害种类多，可以用于防治稻、麦种子带菌的主要病害，3’ 世纪 4’ 年代在全国广泛推广，取得了较好效

果。

朱凤美从 3’ 世纪 $’ 年代开始，在进行麦病防治研究的同时，还开展了水稻病害的防治研究。对稻瘟

病、白叶枯病和稻纹枯病都有深入的研究，他根据这些病害的特点，制订了不同的防治途径，取得卓有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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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结果。从 !" 年代开始至 #" 年代，朱凤美先后主持华东与全国稻瘟病的防治协作研究，决定主要以抗病育

种和栽培技术为主进行防治。他鉴定了全国各地保存和新选育的品种达万余，选出了一批抗稻瘟病而又高

产的品种，直接投入生产使用；在栽培方面，他们从丰产经验着手，通过调控水稻高产需多肥足水与稻瘟病

发生之间的矛盾，控制稻瘟病发生。还根据品种的特性施肥，以提高和稳定品种的抗性，发挥品种抗性与高

产的潜力。朱凤美与王法明、陈毓苓共同在《江苏农学报》上发表的的“运用水稻高产肥水管理技术防治稻

瘟病的实效观察”一文，比较系统地阐述了水稻生长规律与稻瘟病菌侵染为害之间的关系，具有很高的学术

价值，受到国内外学者的赞赏。

水稻白叶枯病是长期难以防治的危害严重的病害。在 $" 世纪 #" 代初，对水稻白叶枯病的传布规律尚

不清楚，且无可用的高产抗病的品种和有效的药剂进行防治，形势非常严峻。朱凤美在总结对种子带病研

究结果的基础上，深入发病区调查研究，同时开展室内试验工作，经过 ! 年集体努力，探明病区的带菌稻草是

白叶枯病菌的主要来源，水是传病的媒介，秧田期是初次侵染的关键时期。由此提出以杜绝菌源为中心、秧

田期防治为重点的综合防治策略，并在病区进行大面积示范防治。经过反复验证，有效地控制白叶枯病的

发生与发展，为后来继续深入开展白叶枯病的综合防治研究创造了条件。

随着水稻早栽、多肥、密植等高产栽培技术的推广，水稻纹枯病发生日益加重，并逐渐成为影响水稻持

续高产的重要因素。朱凤美根据农业生产发展的需要，试验了 %" 余种化学杀菌剂，确定有机砷剂是防治稻

纹枯病的特效药剂，并制订出有机砷剂在水稻上的安全施药期和有效剂量。虽然现在化学防治已被淘汰，

但当时对水稻增产的作用不小。$" 世纪 !" 年代初，山东小麦腥黑穗病大流行。朱凤美深入疫区考察时，发

现小麦腥黑穗病与使用土粪有密切联系。又从农民大面积采用粪种隔离（麦种与粪肥隔犁下地）与施用油

粕控制小麦腥黑穗病发生为害的经验中，通过科学实验，证明小麦腥黑穗病菌（腥黑粉菌）可以通过牛马肠

胃而继续存活，证明厩肥也是小麦腥黑穗病的传染源。这一发现，纠正了国外学者的错误结论。他还发现，

农民用油粕防治小麦腥黑穗病的原因，是由于油粕施入田间后能在土壤中富集多种能与腥黑穗病菌相拮抗

的微生物，它们可抑制腥黑粉菌孢子的萌发。随后他曾分离过对病原菌有较高拮抗作用的多种微生物。这

是我国较早利用拮抗微生物防治植物病害的研究工作。&’#( 年，朱凤美的麦类黑穗病防治研究工作被拍成

科教电影。同年，外文版《人民中国》介绍了他在防治稻麦病害方面的杰出贡献。

此外，他对推动水稻病毒病的研究和防治工作，也作出了贡献。&’#) 年，浙江东部稻区水稻新病害突然

爆发，上海市郊县亦相继发病，朱凤美率先响应华东科学技术委员会号召，会同王鸣岐、陈鸿逵（分别参见

《微生物学报》(% 卷第 * 期和 (’ 卷第 & 期）等进行了合作研究。他深入浙江重病区余姚一带调查研究，认为

这一病害与当时日本当时报道的黑条矮缩病相似，应是病毒病害。后来通过江、浙、沪有关科学家合作研

究，证实了他的判断，并确定了传毒介体为灰稻虱。为有效控制这一病害的蔓延，朱凤美曾参与组织了现场

防治讨论会和全国性的防治讲习班。此外，他还指导过棉花和柑桔病害的研究工作。

线虫汰除器，是朱凤美的重要发明。线虫不是微生物而是蠕形动物，但它们对植物的危害程度很高，是

植物病害工作者的关注对象。抗日战争期间，朱凤美曾对线虫病开展比较系统的研究。其结果于 $" 世纪

(" 年代以连续 * 篇论文发表在《中华农学会报》和《农业推广通讯》上，而在美国《植物病理学》杂志上用英文

发表的“中国小麦线虫之传播及其防治”（+,- ./-012-34- 56 7,- 8,-17 3-9175:- ;3 <,;31 13: ;7= 4537/52）一文，说明

其水平在当时受到国际同行重视。他在调研了我国线虫病的分布及为害情况后，绘制了全国线虫病害分布

图，为当时制订防治策略提供了有用的资料。由于，他利用线虫侵染后的麦种（麦瘿）个小质轻的特性，联合

机械专家，用木材制作成线虫汰除器，通过浮选等方法，去除大部分麦瘿，大大减轻了线虫病的发生。新中

国成立后，经他改进后的线虫汰除器，汰除虫瘿率达 ’’ >’?以上，由木质改为铁质，每小时可处理麦种 $!" @
!"" 千克，且可汰除大部分发育不良麦粒以及杂草种子，增产效果明显。

朱凤美的贡献受到国家的高度重视，&’!" 年因发明线虫汰除器获得农业部授予的发明奖和爱国丰产奖

状。由于在白叶枯病的防治上的突破，&’*% 年他被追授全国科学大会奖状。他曾编写过《植病诊断》、《真菌

分类学提纲》、《真菌分类图册》等著作。

朱凤美的一生勤奋严谨，数十年如一日。研制线虫汰除器时，曾连续工作 * 昼夜，直至完工。他善于吸

取广大群众的经验加以提高，采用多学科的综合手段有效解决实际问题；他不仅在本单位组建立了一支精

干的科研队伍，还十分重视与兄弟单位和高等院校协作。即使在十年浩劫受到迫害的岁月中，他依旧努力

工作，&’#’ 年新疆发生严重稻麦病虫害，当地派专人向他求助，身处”牛棚”的朱凤美甘冒风险，无保留地提

出防治意见，对解决问题起了重要作用。在他逝世前的 )" 分钟仍在读书，逝世后钢笔尖上还留着未干的墨

水。

$""* 年 && 月 && 日，江苏省农科院曾举办“纪念朱凤美先生暨植物病理高级学术研讨会”，作为庆祝该院

成立 *! 周年的活动之一。

（青宁生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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