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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世骏教授对生态科学的重要贡献 

孙儒泳 陈永林 
(中国生态学会理事长、 (中国生态学会常务理事) 

马世骏教授是中国生态学会和《生态学报》的创始人。他的不幸逝世是我国生态学界的 

重大损失，也使我们失去了一位良师益友。马世骏教授是一位蜚声中外的科学家，他对薪中 

国成立 以来的生态学发展及其应用所催的贡献是巨大的。现在，让我们以十分沉痛的心情缅 

怀他不朽的业绩 

一

、 昆虫生态学 

他自1951年秋回国以来，致力于发展昆虫生态学，尤其是对飞蝗、粘虫和棉花害虫的研 

究。在他主持和亲自参加的东亚飞蝗种群生态学、蝗区的结构与转化、粘虫越冬迁飞规律和 

棉虫种群动态及综合防治理论等研究中，通过深入实地的系统考察、实验生态学和理论模型 

的研究，他创造性地把生态学原理应用于植物保护，并获得了国家第一届科学大会重要成果 

奖，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三等奖及国家进步奖。 

1． 改治培台 撮治蟪謇 

他在根治我国蝗害研究中，将发生蝗灾的蝗区视为一自然生态地理单位 “ 。蝗区 具 有 

自己的空间和时间结构，并磕条件变化而有动态变化。他把东亚飞蝗蝗区分为河泛、内涝、 

滨湖、沿海四种类型，并阐明其相互转化的关系。他把 害虫动态和猖獗问题，作为生物地理 

群落进行研究。这为2O年后才出现的生态系统管理水平对害虫综台防治奠定了基础 这在当 

时生态系统研究尚未充分发展的时嫔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创举，为我国昆虫生态学和植物保护 

学研究水平的提高起了重要作用，它可与苏联医学昆虫学家为一些人畜共患的传染病存在于 

一 定生物地理群落研究所创导的自然疫源地学说相媲美。应用在实践上，他提出的通过改造 

蝗区控制蝗虫发生基地的思想 ，正是建立在对蝗区结构和转化深入研究 的基础上的。 

他在东亚飞蝗种群动态和调节研究中，提出三种反馈途径，即①密度与生物学特 性之 

间，②密度与环境因素之间J@蝗群密度与天敌关系之问版 馈机制。他证明了飞蝗具有种 

群自然调节的机制”： 根据这种自动调节理论和大发生及其间隔的时间距离，他指出：单一 

农药防治仅能减少危害，而不能控制其再度发生，并预警可能出现连年危害，从而提出了必须 

采取农药防治与改造发生基地相结台的根治方针。。改 是因地制宜改造蝗区的自然面貌 ，以消 

灭适合蝗虫繁殖的环境条件}。治 是在蝗虫发生时采取施药和各种有效措施，及时扑灭，控 

制蝗虫蔓延以防止为害。对东亚飞蝗的中长期数量预测，他提出了三种预测方法：①根据种 

群动态趋势进行外推}②应用随机序列及周期方程预测}⑧多因素过滤的逐步回归预测 “ 。 

他还提出害虫自控系统理论 ，。种群动态及调节始终是动物生态学的核心问题。他在 研 究 

解决某种害虫危害问题时，始终注意发展生态学理论，是理论结台实践的典范。他在《昆虫 

种群的空间，数量、时间结构及其动态》一文中 ，把种群动态概括为空间、数量与时间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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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方面，辩证地论证三者关系和联合作用，并认为空间、数量、时间变化措一定 序 列 进 行 

着，这是预测种群动态的基础。他撰写的关于种群动态及其调蕴的诤多论文，虽发表于3O多 

年前，但至今l仍不失其理论和实践意义。此外，变境成长的概念，印种群在变动的环境中发 

展增长，也是他首先提出的” 。 

马世骏教授对东亚飞蝗的一系列研究成果是国际、国内公认的世界一流的生态学研究。他 

为中国生态学跻于世界先进行列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他于t954年提出了 根治洪泽湖和微山 

湖蝗灾的方案 ，1958--1959年在山东省金乡县做出了小范围的试验样板 J 1964--1965年 在 

河南省浚县进行了大面积节约治蝗试验，]965年出版了专著《中国东亚飞蝗蝗区的研究》。 ■ 
书中总结并阐明了我国东部东亚飞蝗蝗区的形成、自然地理特征及其演变规律。结合四种类 

型蝗区的飞蝗发生特点，论述了改造蝗区的理论及其实施的途径、措施与经验。这项系统研 

究成为我国治蝗方针 侬靠群众，勤俭治牲，改治并举，根除蝗害 的提出、贯彻和实施的主 

要科学依据。现在 已有 3／4的蝗区得到彻底改造，其中不少蝗区巳变成富庶的鱼米之乡，这 

为根治我国两千多年来持续发生的蝗灾作出了重大贡献。 

2． 《中曹蓖虫生奄地理溉谜》 

这本专著于1959年问世 ” 。这是他在 中国昆虫地理区划的原则与草案”的基础上，结 

合大量昆虫地理分布资料撰写的。他从生态学的观点着重讨论昆虫地理分布的基本 理 论 问 

题。该书概要地介绍了中国昆虫分布的自然地理环境，全面地论述了中国昆虫地理 区 的特 

征，并据此划分为 9区23省，还进一步分别介绍了各区的自然地理条件、重要害虫及昆虫区 

系成分。他对东洋区及旧北区在中国境内的分界线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西起喜马拉雅山向东 

经青藏高原的东南缘，穿过秦岭南麓山地转向东南，经九岭山，天目山而达浙阔山地，东部 

则位于北纬 28。附近。 《中国昆虫生态地理概述》是建国以来有关中国昆虫生态地理分布以 

及昆虫区划工作的第一本专著，它为我国这一领域研究的开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8．粘虫生奄掌研究 

粘虫曾被国内外琳为来无影去无踪的 神虫 他以粘虫发育与环境温度、湿度、生境类型 

与分布规律以及飞翔行为、能量代谢等生理生态学研究为根据，论证虫蛾体内能源对持续远 
．  

距离迁飞的能力，使我国迁飞昆虫生理生态学研究从此有了良好的开端，并在粘虫越冬与迁 ． 

飞规律全国大协作研究中取得了重大的突破，在迁飞昆虫的理论与应用方面，使中国粘虫生 J 

态学研究居于世界领先地位 ” 。 ' 

二、生态系统生态学和环境科学 

70年代初，正当环境、人 I：l、资源成为世界性重大社会问题时，他出于对社会高度的责 

任感(用马老自己的话说， 这是时代的呼声，是INfiX：给生态学家的任务 )，把自己的研究领 

域扩大到环境科学、生态学与社会科学交叉的领域。他不仅亲自担负起 三峡工程对生态环 

境影响的评价 、 滓地区生态系统特赶及污染综合防治研究 ，并一再强调生态学原理，尤 

其是生态系统理论在环境保护、工农业建设和经济持续发展中的重大作用。从7O年代初斟9O 

年代初，他相继提出了复合生态系统、经济生态学、生态工程等重要理论，使我国生态学， 

尤其是应用生态学上了一个新台阶，并在国内外赢得了高度的评价，他被赞誉为 中国 的 

Od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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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社会一经济一自然复合生意系统理论 “ 

他认为，。要使经济 环境同步发展，这是一个涉及社会一经济一自然资源与地区群众素质 

交织在一起的社会问题。要寻求解决这娄问题的途径，首先要找出社会，经济，自然(资源与 

环境)之间的连结点、共性，进而分折三者之问主要矛盾的焦点，方能纲举 目张，把问题化 

繁为简，进行一般系统原 Ⅱ处理。社会一经济一自然复合生态系统就是在此思想指 导 下 提 出 

的”。复合生态系统的研究是一个多目标的决策过程，应在经济生态学原则的指导下拟 定 具 

体的社会目标、经济目标和生态目标，使系统的复合效益最高、风险最小、存活机会最大。 

8O年代以来，我国城市生态学的发展，主要是在此思想指导下取得的。最近他又与其博士生 
一

起探讨从人、事、物三方面调控复合生态 系统以达到持续发展韵可能途径 。 

2． 经济生态学 

现代王农业建设应同时考虑两个目标；①提高人类物质生活水平，②建立适于工作租生 

活的优良环境 因此，对于任何大 的经济建设项 目，必须 同时考虑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从 

而促进了经济学与生态学相结合，这是经济学家和生态学家共同的观点。从经济学母体产生 

出生态经济学，从生态学母体产生了经济生态学 ，Clark(IY81)所提倡的生物经济学 

(Bioeconomics)，从可更新资源持续利用出发而发展的一般生产模型，也是经济学与生态 

学相笫台的产物。尽管学者们各自理解略有出入，但正如马世骏教授所指出的，在人 类进行 

生产活动和经济活动过程中，出现了许多有与损经济效益 以及违反经济学基本原 则 的 副 作 

用，促使经济学家⋯⋯接受生态学思想。经济学生态学的结合是科学发展必然趋势，亦是社 

会发展所促成的结果。同时，他还指出，经济生态学是一门尚未定型的科学，在理论和方法 

论方面都尚处 在探讨的阶段。 ， 

3． 生态工程 

生态工程是指应用生态系统中物种共生，物质循环再生和生物能多层次利用的原理，结 

台系统工程的最优化方法而设计的多层多级利用物质的生产工艺系统 生态工程的目标就是 

在促进 自然界 良性循环 的前提下，充分发挥资源的生产潜力，防止环境污染，达到经济效益 

与生态效益同步发展 它可以是纵向的层次结构，也可以发展为几个纵向工艺链索式横向联 

系而成的网状工艺系统 ““ 】。 

虽然生态工程的概念最初产生于国外(Odum，1962)，但马世骏教授在中国环境科学学 

会成立大会上所作的 《环境系统理论的发展和意义 》的学术报告中，提出了“生态系统工程 

(1979年)，并首次赋予明确的定义，精辟地提出生态工程的原 理是生 态 系 统 的 整体、协 

调、循环、再生 。生态工程的思想巳在我国工农业建设中普遍开花结果，其规模之大，其所 

获经济、生态和环境效果之巨，为国内外所瞩目。在实践巾，广大群众巳创造了 种多样、 

五彩缤纷的生态工程形式，尤其是在农业生态工程方面 “” 

据1 990年统计，全国生态农业试点~k7oe多个，除西藏、台湾外，在全国有29个 省、自 

治区、直辖市正在进行生态农业建设，覆盖面积 28．7万平方公里，其中农田面积 3138．5万 

亩'林地面积-29．2万亩，草场面积1636万亩，至1991年全国试 达2000多个。 

我国生态工程的发展巳引起国际上的重视 ，j989年马世骏教授参与的、美国 Matsch 

等台编的世界上第一本生态工程专著 “s 也 巳问世。 

最近，他又提出边际生态学的设想” 

，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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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世骏教授先后共发表 150多篇论文和5册专著 对他的学术贡献进行系统全面介绍，不 

是几个人在短期内所能完成的，以上只就我们有限的认识所作的初步介绍。为给《生蠢学报》 

书写本文，我们又重温他的部分著作，这使我们深深感到马世骏教授的学术思想是非常活跃 

的，并且随着年龄的增长、经验的积累，他的学术思想更加活跃，站得更高，看得更远。我们 

体会到，植在生态学研究与应用中有三个特点值得我们学习：①他把研究工作始终指向于生 

产建设或环境保护等实践领域，并一贯地去追求其实施。他曾说，‘从根治蝗害研究到生 态 

工程的提出，无不意识到要使设想成为实施⋯⋯ 。另一方面，·他始终不忘在研究中发 展 生 

态学理论。上面介绍的这些主要方面都是他在研究工作中提出和发展的。由此可见，他是理 

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典范。②在进行生态学研究中，他总是把实地调查、考察 田野生态学)、 

实验研究 (实验生态学)与模型研究 (理论生态学)三类方法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获得相互补 

充、相互促进，即动用各种手段去解决一个个具体问题。他是三类方法论紧密结合的典范。 

@他对新生事物一贯热臂支持、扶植，并以身作则，为发展生态学贡献了毕生的精力。他在 

最近发表的。促使我从事生态学工作妁动力 一文中说：假若问我是什么动力促使我从事生态 

学工作，可以把动力发展的过程概括为：好奇(由现象引起)、探新(找答案)、追根(寻机理)、 

好强(压力、责任)、民族感、事业心。他对我国生态学所作的重大贡献，说明他这种高尚的 

道德与高度追求科学真理的精神。马世骏先生去了，让我们沿着他在现代生态学领域为我们 

开拓的路，发扬他的精神，以加倍的努力来完_圊他未竟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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