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年 令 田 御 李 茂 院 刊 第 期

分类定位 务实求进

昆明植物研究所

昆明

摘要 文章介绍 了昆明植物所结合云 南地 区 生物学科发展的区域特色
,

进行研 究所

定位和结构调整的做 法与经验
。

关 锐 词 分类定位
,

植物资源

昆明植物研究所成立于 年
,

有近 年的发展历史
,

经过几代人的努力
,

已成为一个

在国内外有影响的研究所
。

年代以来
,

随着竞争机制在我国兴起
,

研究所的发展受到一定的

冲击
,

主要表现为传统的基础学科申请经费困难
,

人才出现断层
,

有的研究室由于学科调整滞

后而举步艰难 一些课题的申请追求
“ 短期效应

” ,

不重视学科的长远发展和建设 部分课题组

为了生存
,

出现了“
所内竟争

” ,

重复分散 研究所原有的综合学科优势
、

宏观调控能力有所下

降
。

年我所开始进行结构调整
,

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从我所划出
,

加之我所处于代际转移

之际
,

研究所的定位和结构调整势在必行
。

根据周光召院长在 年度院工作会议上提出的

云南地区生物 口进行结构调整的精神
,

陈宜瑜副院长当年在昆明分院干部会议上提出的生物

口总体战略以及昆明分院宏观生物学的布局
,

昆明植物研究所的研究重点应为物种多样性及

其可持续发展
,

并以此作为分类定位的基础
。

准确定位 明确目标

昆明植物所的学科发展和研究特色可概括为区域性
、

综合性
、

应用性三大特点
。

区域性
,

指研究所所处的地理位置
。

云南省是我国植物资源种类最丰富的地区
,

其物种种

类占全国 写以上
,

其中 的植物种类为云南特有种或中国特有种
,

体现了物种的多样

性和特殊性
。

此外
,

云南省作为科学院生物学的重要研究基地
,

有昆明动物所
、

西双版纳热带植

物园和昆明植物所
,

形成生物多样性研究不同层次的学科互补性
。

综合性
,

指研究所具有植物分类和植物地理学
、

植物化学
、

植物生理学
、

保护植物学
、

民族

植物学等多学科研究队伍
,

又有从事资源植物学
、

系统与演化植物学
、

结构植物学
、

植物化学等

不同层次的研究领域
,

有利于学科交叉及综合
,

形成新的学科生长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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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性
,

指昆明植物所数十年的工作始终围绕与国民经济发展相关的植物资源及其分类

的研究
,

为我国尤其是云南省的资源合理利用和保护作出了贡献
。

基于上述分析
,

我所提出了四个相结合的长远发展战略构想
,

即 植物物种水平与分子水

平的研究相结合 植物资源合理利用与有效保护相结合 植物学基础理论研究与社会经济发展

相结合 科学研究与科普教育相结合
。

明确我所战略定位与方向任务如下

战略定位 植物物种多样性及其可持续发展
。

研究区域 立足云南及西南
,

面向东南亚
。

重点学科 植物区系地理学
,

植物化学
。

基础研究及应用基础研究 植物分类区系地理及系统演化 植物次生代谢产物及其生物学

意义 保护植物学 引种驯化
、

种质保护
。

应用和发展研究 植物资源的合理利用 天然药物 生物技术与生物工程 花卉
。

根据战略构想及方向任务
,

提出了抓好
“
四室

、

一园
、

两基地 ”

的调整与建设的具体 目标
。

两

个开放室作为研究所基础和应用基础研究的主体
,

其它部分作为两翼
,

形成植物资源合理利用

与有效保护的总体格局
。

积极稳妥 分步实施

为建成中科院植物区系地理学开放实验空创造条件

植物分类和 区系地理作为昆明植物所的重点学科之一
,

研究室已 自费开放三年
,

在承担并

完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 目
、

研究生和青年科技人员培养
、

标本馆建设
、

植物分类
、

植物区

系地理
、

植物系统进化理论研究体系等方面已形成一定优势
。

为了把它建成院级开放实验室
,

院所进行了强化支持 添置了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将分散在各室的细胞学
、

胚胎学
、

花粉学研究

人员重组形成结构植物学研究组 通过科学院
“

百人计划 ”
分子植物地理学的招聘

,

组成青年科

学家小组
,

等等
。

争取建成植物化学国家贡点实验空

院植物化学开放实验室运行 年来
,

在基础和应用基础研究方面 已具备了参与国际竞

争
、

升格为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基本条件
,

并已通过了重点实验室建设的专家论证
。

根据学科发

展的需要
,

拟突出以下重点 生物活性筛选实验室与天然药物研究形成配套 组织开放室重点

项 目
、

院重大项 目和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 目等有显示度的研究 促进所内相关学科的交

叉
,

开展植物生物化学等探索性的研究
。

植物生理室调整为植物生物技术研究室

其主要研究领域调整为三个方面 植物酶和功能蛋白质资源的开发利用 以组培快繁为手

段
、

以花卉为对象的资源更新和持续利用 , 植物生物工程和植物生物转化技术
。

民族植物室的聚焦

作为我国第一个民族植物学研究机构
,

民族植物室是国内开展 民族植物学研究的牵头单



昆明植物研究所 分类定位 务实求进

位
,

根据
“

有限力量 有限 目标
,

突出重点
”

的原则
,

集中开展若干区域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

保护以及若干 民族地区资源可持续利用和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研究
。

把昆明植物园建设成为我国植物种质保护和科普教育的墓地

将建园与植物种质资源保存
、

迁地保护及科普教育结合
,

近期已正式作为云南省科普教育

基地
,

植物园面貌有了较大改观
,

并承担 了 年世界园艺博览会大温室的建设任务
。

天然药物中试墓地的建设

由于昆明植物所缺乏天然产物开发的中试基地
,

使研究室的研究开发成果和产业化脱节
。

所办药厂 目前仅有原料生产车间
。

为了配合国家计委在云南省建立国家天然药物工程研究中

心的设想
,

目前正在参与云南省工程研究中心的筹建
,

将药厂改建为中试基地
。

花卉资源选育研究墓地的组建

花卉产业是云南省的新兴产业
,

昆明植物所的花卉资源育种研究起步较早
,

在引进品种
、

改 良品种 脱毒
、

新品种的研究方面作了大量的工作
。

但研究力量分散
,

选育研究的各阶段工

作既重复又脱节
。

拟通过花卉资源选育研究基地的组建
,

将资源
、

引种驯化
、

组培
、

扦插等各环

节的研究统一管理
。

目前正在进行生理室各组的联合和调整及组培室的扩建
,

使快繁技术规模

化
。

人事与管理的配套改革

一是要组织落实
,

二是要按需设岗
、

按岗聘任
,

三是要管理制度规范化
。

我们的体会是 分类定位要依靠 自身优势
,

着眼于学科发展
,

立足国民经济建设的需求
,

才

能体现中科院
“

基础性
、

战略性
、

综合性
、

前瞻性
”

的发展构想 通过定位试点方案和初步的结构

调整
,

研究所形成了以植物资源研究为核心
、

以合理利用和有效保护为 目的
、

以植物区系地理

学
、

植物化学为重点的多学科综合优势
,

在以天然药物
、

花卉为主的植物资源合理利用方面形

成特色
,

使所内基础
、

应用与发展研究结合为集成体系
。

昆明植物所作为我国植物最丰富区域

的研究机构
,

作为面向东南亚的窗口
,

在我国植物资源合理利用和有效保护等研究领域中将具

有不可替代的地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