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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怀念·

我的恩师——陈培元先生是我国著名植物生

理生态与旱地农业专家、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水土

保持研究所研究员，他于2005年 7月在陕西杨凌

去 世 。

恩师于 1933 年 7 月 11 日生于上海，祖籍为

浙江省鄞县。1950 年从上海市立格致中学毕业，

考入当时的南通学院农科(后来先后改名为苏北和

江苏农学院，现在的扬州大学农学院)学习，1954

年毕业。他积极响应党的号召，支援大西北，在

中国科学院院部集中学习后转分到陕西杨凌中国科

学院西北农业生物研究所参加筹建工作，作为第

一批分配到水土保持研究所的大学生，恩师是建

所元老之一。1955年，恩师参加中国科学院黄河

中游水土保持综考队。1955~1959 年，参加小麦

远缘杂交研究，负责杂交亲本的收集、研究和选

择。1959~1961 年，参加中国科学院治沙队组织

的沙漠考察，任综合试验站秘书组组长，并主持

沙荒地农业利用和新技术应用两个课题组的工作。

1961~1965 年间，在水保所主要从事植物水分与

抗旱生理研究，任专题组组长。1966~1977 年

间，先后在山西省五寨县，陕西省米脂县、安

塞县、宝鸡县等地蹲点并参加社教活动。1977年

后，在水保所从事小麦生态生理、光合生理、水

分和抗性生理的研究工作。1984~1990 年，参加

筹建长武农业生态试验站，主持黄土高原沟壑区

综合治理发展农业生产综合技术的研究工作，为

该站的建立做出了重要贡献。1990年起，他参与

筹建黄土高原土壤侵蚀与旱地农业国家重点实验

室，并任实验室副主任，主要承担实验室科研设

备的采购与设备的研发工作，为我国土壤侵蚀与

旱地农业科研平台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

恩师治学严谨、思路清晰，在研究工作中善

于采用新技术、新方法，重视学科交叉，积极

开展学科前沿性课题综合研究。先后与其他同志

一起对小麦远缘亲本——偃麦草、鹅观草性状的

研究为小麦远缘杂交提供了优良的亲本。负责的

沙漠综合考察沙地农业利用工作，在棉花分布区

北界以北的内蒙沙荒地特殊条件下进行的棉花引种

和适应性试验取得成功，这一工作曾在1961年10

月《人民日报》头版作了报道。在作物抗旱生

理生态研究中，恩师对我国著名小麦品种“碧蚂

1 号”的广泛适应旱地的能力进行了综合研究，

在小麦抗旱生理指标、抗旱性鉴定、小麦根系发

育与分布特点、旱地小麦品种生态型等方面提出

了一系列新见解，对旱地小麦高产育种与高效栽

培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他对旱地小麦产量形成

过程及其抗旱增产措施做了一系列深入系统的工

作，创造性地提出了黄土旱塬反应型小麦丰产技

术体系，研发了旱地小麦综合生产管理决策支持

系统，并在渭北旱塬地区得到大面积的推广应

用。他还在以往工作的基础上，摸索出一种模拟

田间条件的根系研究法，并在国内外最早获得深

度达 3 米以上、完整无损的单株小麦根系，已经

推广应用于黑麦、大麦、油菜、豌豆、蚕豆等

小株作物中，现仍保存标本若干份，这一工作在

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恩师一生主持承担了20多项科研任务，勤奋

工作，勇于创新，在科研中取得了一系列的成

果，先后在《植物生理学报》、《植物学报》、

《植物生态学与地植物学报》等学术期刊上发表

论文 120 多篇，出版《旱地农业生理生态基础》

等学术著作 3 部，曾获陕西省科技进步一等奖 1

项、二等奖 2 项。他曾应邀承担了中国大百科全

书的撰写任务，具体负责撰写植物生理学卷中

“植物水分生理”一章及“水势”、“气孔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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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蒸腾作用”等条目，并受中国大百科

全书出版社编辑部邀请参加“植物生理学卷”审

稿小组的审稿工作。

恩师先后培养了 5 名研究生，他言传身教，

严格要求，既重授业，也重育人。他的学生已

在各个单位成为我国植物生理生态理论研究队伍中

的科研骨干和学术带头人。他还于1987年担任来

我所进修的日本东京大学青年博士研究生的指导导

师。先生也因此被评为中国科学院优秀研究生导师。

恩师还长期担任中国植物生理学会环境生理

专业委员会委员，陕西省植物生理专业委员会委

员，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水土保持研究所学位委员

会委员和学术委员会委员等职务，并主持召开了

3 次全国植物抗旱生理方面的学术研讨会。曾担

任《植物生理学通讯》、《西北植物学报》、

《中国科学院西北水土保持研究所集刊》等学术

刊物的编委，为促进学术交流做了大量的富有成

效的工作。不论是水土保持研究所还是海内外从

事植物水分生理生态学研究的学者、学生，都曾

在许多方面蒙受先生的教诲和指导。恩师从事学

术研究多年，不但是我国植物生理学界和旱地农

业界公认学者，而且多次赴美国、德国、加拿

大等国参加学术交流，在旱地农业生理生态领域

享有较高的学术声誉。

恩师一生德高望重，为人师表，仁慈宽厚，

谦和达观，学品精湛，诲人不倦。甘愿放弃江

南繁华大都市，扎根大西北，辛勤耕耘，为推

进植物水分与抗旱生理、旱地农业生理生态学科

的发展，提高黄土高原旱地农业生产力做出了自

己毕生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