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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建所七十周年《简史》的序言中，吴征镒老师从1938年4月随西南

联大步行入滇，至1958年调至昆明植物研究所，直至建所70周年的2008年的整个七十年漫长的历史

岁月中的全部回忆记录，很少谈及自己的科学成就，全篇序言，都在充分肯定与他一起共事的老师

吴韫珍、李继侗、张景钺及同事俞德浚、王启无、陈封怀、秦仁昌等，其中特别提到的是蔡希陶

（他称之为蔡老）在农林植物研究所、昆明工作站以及建立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中的丰功伟绩。吴

老对自己的成就很少提到，包括主编《中国植物志》及各地方植物志等重大成果，在这总结七十年

漫长历史的叙述中都未提及。全篇序言中仅有这样一段提到了与他有关的科研成果：“曲仲湘教授

在西双版纳开展人工多层多种经营模式研究的建议，我和冯耀宗通过‘人工胶茶群落’实践，在海

南岛进行验证，终得实现。” 这一简短的描述，说明了吴老对多层多种人工群落工作的关注和重

视。

正如吴老在上述序言中所述，他的终身志向是“立足云南，放眼中国和世界的宏图大愿”。 

本人有幸师从吴老数十年，对吴老的这一宏图大愿深有感受，并曾以“吴征镒院士的全球战略追

求”为题做了论述，并得到了吴老的认可。吴老这一大愿的中心思想，是在充分认识自然植被及其

群落结构功能规律基础上， 进行地球植被的人工多层多种群落的科学重建，以解决人与自然的合

谐发展问题。

吴老自1958年调至昆明植物研究所任所长起，就开始实践这一伟大心愿了。1958年春，亲自

在西双版纳选址，在景洪大勐龙小街（曼仰广龙山）建立起我国第一个群落定位研究站——云南热

带森林生物地理群落定位站，竺可桢、黄秉维、李庆逵、吕炯、曲仲湘等国内著名的生物学、生态

学、气候学、地理学科学家，都齐心协力帮助规划和指导群落定位研究站的工作，还有苏卡乔夫院

士为首的苏联科学家，加上一批青年科学工作者，组成了科研小组。群落定位研究站的植被组，主

要成员赵世祥（野外工作被洪水冲走牺牲）、吴佑优、向应海、赵锡璇（野外工作被洪水冲走牺

牲）；气候组主要成员张克映、鲁宗麟、吕德康；土壤组主要成员汪汇海、高梁、程仕文等，对西

双版纳热带雨林内部的自然结构及功能进行了长期定位观测研究。与此同时，吴老又在西双版纳热

带植物园，亲自担任课题组组长，与曲仲湘教授和我等组成研究组，开始了国际上首创的多层多种

人工群落的研究工作，把吴老有关自然与人工相结合的“宏图大愿”，具体落实到西双版纳这块热

土上实施。  

吴老在上述昆明植物研究所《简史》序言中，以胶茶群落的研究成果，作为追求这一理想的

“验证终得实现”，而语重心长地表述了自己的心愿。吴老的这一“终得实现”的胶茶人工群落，

充分“验证”了吴老有关自然群落与人工群落从结构及功能的自然规律高度结合的可能性。胶茶人

工群落通过下列重要结果，验证了吴老的“宏图心愿”。

1. 通过多层多种胶茶人工群落对光、热、水、土、气等自然资源的科学再分配，增加了立体空

胶茶群落—
人工生态系统的构建
——忆在吴征镒学术思想指导下的科学实践

冯耀宗

（1932～），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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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充分利用，提高了自然资源的利用率，进而增加了人工群落的生物生产力和经济生产力，达到

了高产。

2. 人工多层多种结构，改变了单一种群结构人工植被的不稳定性，提高了人工植被对自然灭害

的抵抗力。如胶茶群落减低了台风对海南岛橡胶树的危害，减低了低温对云南、广西等地的橡胶寒

害。

3. 通过多层多种人工群落结构中植物多样性的增加，促进了人工群落中生物多样性的增加，例

如人工群落中大量蜘蛛的种类及数量的增加，形成了“蜘蛛—小绿叶蝉—茶叶”的食物链关系，抑

制了茶叶主要害虫——小绿叶蝉的危害，达到生态防虫效果。  

4. 通过多层多种结构，对降雨进行了多次拦截而减低雨水对土壤的直接冲击而大大降低了水

土流失。高产的生物量不断进行着天然施肥过程而降低了化肥的施用。种间食物链等生态机制降低

了病虫害发生而减少了化学农药施用，种间作用降低了杂草种群数量，减少或免除化学除草剂的施

用。上述等等结果，达到了在提高土地生产力的同时充分保护好环境的目标，取得经济效益与生态

效益双丰收。

上述结果同时证实了蔡希陶先生“人工群落是解决人与自然矛盾的钥匙”这一重要论述。胶茶

人工群落成果，于1985年在中国科学院与中国人与生物圈MAB国家委员会共同主持的成果鉴定会

上获得“国际首创”的高度评价，并得到了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一等奖以及瑞士国际雄才大略奖。

目前，按人工群落的思想，云南省政府在云南热区以胶茶人工群落的思路，进行着“友好胶园”的

大力推广，促进了经济生态共同发展。 

吴老虽已仙逝，但他的学术思想、治学风范光照我们，让我们享用终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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