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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人生

扎根学术潜心研究，厚德泽人桃李芬芳
——纪念我国现代遗传学主要奠基人之一赵寿元教授

吴燕华 1，乔守怡 1，安锡培 2，卢大儒 1

1. 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上海 200433
2. 中国遗传学会，北京 100101

2021 年 9 月 21 日，我国著名的遗传学家赵寿

元先生因病在上海去世，享年 90 岁。赵寿元先生

1931 年出生于浙江杭州，是家中的长子。1936~1942
年先后就读于苏州平直小学、上海陈泾小学、杭州

英士小学。1942~1948 年先后就读于杭州市市立中

学、苏州市吴县县立中学。1948 年高中毕业后先后

进入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工

作，1956 年 7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6 年，已经担

任银行副科长的赵先生积极响应国家向科学进军的

号召，参加了高考，被复旦大学生物系录取。

1956~1961 年，赵寿元先生在复旦大学生物系

遗传学专业攻读本科。1961~1964 年在复旦大学生

物系遗传学研究所攻读研究生。研究生毕业后，赵

先生留在遗传学研究所担任助教，1979 年 7 月晋升

讲师，1980 年 5 月晋升副教授，1985 年 12 月晋升

教授，1990 年 12 月任博士生导师，1997 年聘为复

旦大学首席教授。此外，赵先生先后担任了复旦大

学遗传学研究所副所长、所长，遗传学和遗传工程

系主任，生物学博士后流动站站长、中国遗传学会

副秘书长、中国遗传学会第六届理事长、国际遗传

学联合会主席、原国家教委科技委员会生物学科组

副组长、原全国高校理科生物学教学指导委员会主

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科学

技术协会委员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人类遗传

资源管理委员会专家组成员，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

展规划——人口与健康领域咨询专家组成员，国家

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专家库专家等重要职务。

本文通过追忆赵先生在教书、研究、服务和育人中

的部分工作，深切缅怀先生为推动我国遗传学教学

与科研事业所做出的重要贡献！

1 踏实求学，不知疲倦

赵寿元先生进入复旦大学之前，已经在银行工

作了 8 年。作为一名调干生(当时对从工作岗位上下

来再到高校学习的人的称呼)，他对自己的评价是：

基础差，学习困难很大，但学习态度、对课堂知识

的理解、对知识的掌握、生活的自理、组织领导能

力都强，所以能够坚持。所以如果有心的话，可以

学到许多东西[1]。本科毕业的时候，果不其然，赵

先生的成绩在全班数一数二。这种源自内心的谦逊、

平和、恒心和毅力不仅出现在赵先生的学生时代，

而是贯穿了他的一生，即使是担任复旦首席教授之

后，每天中午的休息时间，赵先生定会出现在遗传

所的资料室。他每天最为享受的事情就是在资料室

阅读最新的学术期刊，写下阅读笔记。

1956 年毛主席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随后谈家桢先生首先在复旦大学开设了中国第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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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传学专业。赵寿元先生在大学第三年(1958 年)选
择了遗传学专业。赵先生后来多次回忆道：“谈先生

在科学上坚持的态度，以及他不随风倒的精神对我

们来说影响很大。……谈先生坚持了真理，对我们

来说不仅是学术上的问题，对我们的学风也有很大

的帮助”[1]。留校工作后，又是在谈先生的帮助下，

赵先生于 1981~1984 年、1988~1989 年两度赴美国

耶鲁大学，师从谈先生的老朋友——美国人类遗传

学协会主席、科学院院士 Frank Ruddle。1994~1995
年又赴美国华盛顿大学 Leroy Hood 实验室深造。留

学期间，他努力学习国外先进的分子遗传学理念与

技术，将所学知识全部带回复旦。

2 教书育人，笔耕不辍

赵寿元先生虽然在学术方面身兼数职，但每每

提起教学，他总是说“教学要全身心投入”[2]。1990
年开始，赵先生从刘祖洞先生手里接过了遗传学教

学的大旗，负责主讲本科生的“遗传学”课程。与

很多教授不同，赵先生很喜欢给本科生上课，他曾

在多次访谈中说道：“本科生思维非常活跃，经常提

些出乎我意料的问题，我还得回去查资料。不要看

他们是外行，有时候，外行是可以迫使内行动脑筋的。

另外，给本科生上课还可以把基础概念理清” [2]。

每学期的遗传学课程，赵先生都会重新写一遍课程

讲稿，写完就丢掉，下一学期重新写。他说这样做

的目的是让自己不受前一学期的知识束缚，总是给

学生最新的知识内容。课堂上，赵先生还会倾听学

生的问题，思考如何进一步改进自己的授课效果。

1992~1993 年，赵先生带领遗传学教学团队完成的

“改革发展中的遗传学基础课教学”先后荣获上海

市普通高校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全国普通高校优

秀教学成果二等奖。除了本科生的遗传学课程，赵

先生还主讲了研究生的多门课程，包括“发育遗传

学”、“发育生物学”、“医学分子遗传学进展”、“遗

传学进展”等课程。他多次获得复旦大学优秀教师、

优秀研究生导师、百花园园丁奖、优秀共产党员等

荣誉。除了面向复旦的学生，赵先生也会受邀到校

外给其他学校的学生作报告。每次赵先生的报告总

是座无虚席，许多学生干脆坐在地板上聆听。赵先

生缜密的思维，信手拈来的轶闻趣事，幽默的讲解

令参会的师生终身难忘。

1991 年，赵寿元先生在复旦大学给生命科学学院本科

生讲授“遗传学”课程

除了授课，赵寿元先生还对教材出版倾尽了心

血。他一生笔耕不辍，为遗传学课程撰写了多部经

典教材，还留下了 20 余部学术专(译)著。2002 年和

2008 年，赵先生将几十年遗传学科研教学经验进行

总结，站在学科发展的前沿，以崭新的视角看待遗

传学问题，另辟蹊径，从基因入手，先后出版了《现

代遗传学》第 1 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 年）和

第 2 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年）。该书以基因

的结构和功能为主线，阐述遗传学的基本概念、基

本理论、基本规律，同时反映国际上遗传学发展的

最新动态；凡涉及细胞生物学、生物化学等学科的

内容都从简从略，避免了不必要的重复。这本教材

既简明扼要又系统先进，内容安排紧凑合理，一经

出版就受到了广大师生的一致好评，先后被评选为

面向 21 世纪课程教材、上海普通高校优秀教材奖和

普通高等教育“九五”国家级重点教材。2013 年和

2020 年，赵先生仍然思维活跃，不知疲倦，他和遗

传学现任教师乔守怡、吴燕华一起完成了刘祖洞先

生的《遗传学》第 3 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 年)
和第 4 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21 年）的再版工作，

将复旦大学遗传学教学的宝贵财富不断发展下去。

赵寿元先生主编的其他教材还包括《分子细胞

生物学》(科学出版社，1990 年)、《医学遗传学》(人
民卫生出版社，1990 年)、《人类基因组》(上海科学

教育出版社，1993 年)、《人类遗传学概论》(复旦大

学出版社，1996 年)、《现代临床遗传学》(安徽科技

出版社，1996 年)和《肿瘤遗传学》(科学出版社，

1998 年)等；主编专著包括《混沌初开——地球和生

命的起源》(上海科技出版社，1979 年)、《英汉遗传

工程词典》(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 年第 1 版，1999
年第 2 版)、《面向 21 世纪生物学发展前沿》(广东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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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出版社，1996 年)和《自然科学学科发展战略调研

报告(遗传学)》(科学出版社，1997 年)等。参与编写

《普通生物学专题汇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 年)、
《李森科沉浮录》(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 年)等。

因为赵先生精通英文、俄文、德文，还翻译/校对了

多部国外经典教材和专著，如《辐射遗传学问题》(俄
文，上海科技出版社，1962 年)、《生命是什么》(英
文，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 年)、《遗传学史》(英文，

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1980 年)、《现代遗传学》(英
文，湖南科技出版社，1987 年)、《分子生物学基本

实验方法》(英文，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 年)、《遗

传学原理》(英文，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 年)等。

3 科学研究，独树一帜

赵寿元先生研究生学习期间，响应国家“为基

础服务”的号召，开始了射线对人体生殖系统影响

的研究。这项工作需要以高等哺乳动物猴子做实验

材料。在谈家祯先生的帮助下，复旦大学遗传所向

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购买了 8 只猴子，空运

到复旦。复旦遗传所也因“不惜工本”让学生接触

一线生物实验而出名[3]。研究生毕业后，赵先生留

校任教，并进一步推进了辐射遗传学研究的工作，

发表了题为“X 射线对猕猴(Macaca mulatta)精子发

生的效应”[4]、“X 射线的直接照射与间接照射对猕

猴(Macaca mulatta)生殖细胞的影响”[5]等多篇论文，

揭示了 X 射线对高等哺乳动物生殖系统的辐射效应，

这些科研成果在当时已接近国际先进水平。

1978 年全国教育秩序逐渐恢复正常后，谈家桢

先生提出：“复旦一定要把摩尔根遗传学搞上去，全

国只有复旦遗传所能担此重任” [3]。一方面，谈先

生将遗传所研究骨干送到国外培养，赵寿元先生因

此被派至美国耶鲁大学学习分子遗传学理论与技术；

另一方面，谈先生还邀请美国科学院院士、著名分

子遗传学家 James Bonner 教授及其夫人，加州大学

工学院高级研究员吴仲蓉博士和夫人汪黔生来复旦

开设分子遗传学讨论班。培训班成功吸引了全国几

乎所有遗传学方向的研究者前来参加，赵先生则是

负责讲课录音整理，讲义制作的核心助教。因为当

时既没有教材也没有中文的书，赵先生整理的材料

就是大家学习的第一手资料。

赵寿元先生是国内最早应用遗传工程技术开发

生物大分子新药的研究者，他围绕肿瘤坏死因子-α
(tumor necrosis factor-α, TNF-α)基因的制备和肿瘤

治疗开展了一系列的研究。TNF-α是一类主要由激活

的单核巨噬细胞分泌的多功能细胞因子，能够介导

免疫调节和抗肿瘤作用。为了提高 TNF-α对肿瘤治

疗的效果，降低毒副作用，赵先生和团队成员尝试

了各种衍生物，并利用基因工程技术成功实现了重

组人 TNF-α的合成与生产[6~8]。这项工作后获得上海

市科技成果奖三等奖、国家教委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和国家一类新药证书等多项荣誉。

4 服务社会，尽心竭力

赵寿元先生曾担任全国高校理科生物学教学指

导委员会主任、中国遗传学会第六届理事长，国际

遗传学联合会第十八届主席等多项重要的社会职务。

1995~2000 年，赵先生在担任全国高校理科生物学

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期间，全国多所高校向教育部

反映生物学专业设置过多不利于学科培养与综合能

力训练的问题。1997 年 7 月，赵先生在教育部的授

权下，组织生物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在山东威海召开

全国生物学本科专业调整与设置研讨会。会议上讨

论确定了将全国高校原有的生物学本科专业(包括

遗传、生物化学、微生物、生物物理等)调整为生物

科学、生物技术两个专业。最终经教育部审核批准

后，于 1998 年 9 月正式实施。这一专业设置的理念

一直延续至今，在全国生物学教育中具备里程碑式

的意义。

赵寿元先生在担任中国遗传学会第六届理事长

期间，积极推动学会的发展，身体力行，参与了许

多具体工作。在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遗

传学名词(第二版)”的审定工作中，他亲自担任审定

委员会主任。“名词”审定历时两年，在新收集到的

6000 余条名词中遴选了 1500 条，加上第一批名词

中的 1519 条，共计 3000 余条进行释义工作，最终

收录 2358 条，比第一版增加约 55%。整个工作赵先

生既是统筹领导者又是实践者，他的认真负责和严

谨作风给每一位老师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93 年，

中国遗传学界代表出席在英国召开的第十七届国际

遗传学大会期间，住在伯明翰一个小旅馆里，屋内

设施简陋，连个写字台也没有，当时我国要在此次

大会投标争取将于 1998 年召开的第十八届大会。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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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报告的任务全部落在赵先生身上，他就把床当成

写字桌，将中国的投标意向及优势逐字逐句地写在

了投影的胶片上。他的效率之高，英文之精准令人

佩服。最终，我国取得 1998 年在北京召开第十八届

国际遗传学大会的举办权。取得举办权后，赵先生

又担任会议筹备组核心成员，为会议的顺利举行尽

心竭力。谈家桢教授为第十八届大会提出的宗旨是

“Genetics：Better Life for All”(遗传学：让人民有

更好的生活)[9]，谈先生在大会的主旨报告也出于赵

先生之手。在长达 7000 字的文章中，他条理清晰地

列举了中国遗传学三个方面的发展：一、以基因为

基础的农业(建立种质资源库，发展被禁锢的遗传增

产潜力，发展和完善新的育种系统)；二、以基因为

基础的医药业(单基因与多基因病，基因与癌，基因

与寿命，基因与治疗)；三、以基因为基础的环境保

护。大会报告获得了与会代表的积极赞同。大会闭

幕式上，赵先生成功当选第十八届国际遗传学联合

会主席(1998~2003 年)。

5 言传身教，桃李芬芳

赵寿元先生在世时常说：良田万顷，日食一升；

大厦千间，夜眠七尺。赵先生的一生都在为中国遗

传学的发展而无私奉献，厚德泽人，如今桃李满天

下。在教学方面，乔守怡、卢大儒、林娟和吴燕华

在赵先生的指导下，传承有序，继往开来。复旦大

学的遗传学教材不断再版，始终发挥在全国兄弟院

校中的辐射带头作用，遗传学课程在 2004 年获得国

家精品课程称号，2005 年获得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二

等奖，2017 年获得上海市教学成果奖一等奖，2020
年获得国家一流课程称号。在科研方面，赵先生更

是培养了一大批活跃在国际和国内遗传学研究领域

的杰出人才，不断引领生物学的发展。

赵寿元先生一生与遗传学作伴，光明磊落、淡

泊名利。他科研与教学并重，严谨治学、无私奉献、

言传身教、辛勤育人。他为中国遗传学的发展和中

国生物学的人才培养作出了不可替代的历史贡献！

“看似平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这句出自北

宋王安石的诗文是赵先生写在自己案头的座右铭，

更是他一生脚踏实地、坚持不懈、全力以赴的真实

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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