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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力争争将将病病虫虫害害控控制制做做到到定定时时、、定定点点、、定定量量

马世骏科技创新突击队隶属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 在团队
带头人王宪辉研究员的带领下，
始终奋战在我国重大农业病虫害
治理领域科研一线， 攻关成果取
得了显著的社会和应用效益。团
队继承并发扬了以马世骏院士为
代表的几代老一辈科学家开拓创
新的精神，积极围绕国家战略，不
断学习和研究新业态、 新方向和
新成果，形成互帮互学、探索创新
的学术氛围，以重大农业害虫、入
侵害虫为对象， 结合模式化研究
和多学科交叉， 力争将病虫害控
制做到定时、定点、定量，在薪火
相传中续写时代新篇章。

赓续先辈荣光
成为第三代“治蝗人”

蝗灾与水灾、 旱灾是中国历
史上的三大自然灾害， 蝗灾的治
理是关乎农业生产、 农民生活和
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 新中国成
立后， 党和政府对蝗灾问题高度
重视 ， 治蝗工作呈现出新的面
貌。 从1952年开始， 中国科学院
动物研究所前身昆虫研究所便以
马世骏、 钦俊德等专家领导的昆
虫生态研究室和昆虫生理研究室
为主， 研究起了飞蝗的发生、 数
量消长及其种群预测。

老一辈科学家深入飞蝗发生
基地，生活在蝗虫的“老巢”，围起
实验地，埋好了大、中、小的养虫
笼，对飞蝗习性进行24小时观察。
连年的观察实验获得了许多宝贵
的第一手资料， 为改造我国东亚
飞蝗蝗区绘制了第一张蓝图。

作为第二代蝗虫研究的代表
性人物，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
研究员康乐开创性地将蝗虫研究
模型从过去的农业害虫研究模型
发展为现代的昆虫研究模型。 他
带领团队揭开了一个全新的局

面， 飞蝗型变和暴发成灾的内在
奥秘， 将蝗虫的研究拓展到生态
基因组、 表型可塑性、 行为遗传
和表观遗传调控等领域， 为世界
蝗虫生物学和控制作出了突出的
贡献。

科技不断进步 ， 科学家求
知 、 探索 、 创新的脚步永不停
歇。 时间转而来到21世纪， 以王
宪辉作为带头人的马世骏青年科
技突击团队成为了第三代 “治蝗
人”， 团队成员共有36人， 他们
长期从事昆虫学研究， 具有雄厚
扎实的专业背景与实战经验， 扛
起了治理研究国家重大农业害
虫、 入侵害虫的责任。

孜孜不倦钻研
破解蝗虫基因密码

“其实蝗虫很温顺， 憨头憨
脑， 不咬人。 只有群居型蝗虫在

特定情况下才会聚集从而形成蝗
灾。” 王宪辉站在养虫室里的飞
蝗前， 厚厚的镜片下透出笑意。
他说， 想要消除蝗灾， 研究清楚
蝗虫为何聚群是一大关键， 除了
温度、 气候等外部因素， 只有了
解外因背后的内因， 才能深刻透
彻地理解蝗灾的暴发机制。

因此， “飞蝗大规模聚群的
发生机制” 成为昆虫学领域最引
人注目的研究方向之一。 面对这
一世界性的难题， 王宪辉提出了
假设： 蝗虫聚群时靠嗅觉信号辨
别其他个体， 一旦群居型飞蝗的
嗅觉基因表达量变高， 就会非常
喜欢蝗虫聚群的气味， 继而形成
蝗灾。

蝗虫基因组大小是果蝇的30
倍， 比人类还大2-3倍。 从提出
假设到证明成立， 王宪辉与团队
成员一干就是4年。 4年间， 他们
只专注于这一件事。

蝗虫基因组学研究在当时还
是一片空白， 为此， 王宪辉和团
队成员开发了多种基因表达检测
和功能筛选方法。 最后派上用场
的是RNA干扰技术 ， 可以判断
筛选出的几百个基因 “谁是大领
导 （主效基因 ） ， 谁是小领导
（副效基因）”。

至此， 终于接近真相。 “我
们接下来要把这几百个基因的主
次关系搞清楚， 也就是蝗灾发生
的内因。” 王宪辉说。

为了尽早证实假设成立， 王
宪辉与团队成员连续3个春节在
实验室度过。 他回忆当时的工作
状态： 早上六七点来到实验室，
凌晨才回家， 除了睡觉都泡在实
验室。 在实验过程中， 由于长时
间接触蝗虫， 诱发了严重哮喘。
为了赶进度， 他不得不带着防毒
面具， 在温度高达32摄氏度的养
虫房内连续工作。

最终， 团队从1万多个基因
中找到两类与嗅觉相关的基因，
并发现其对蝗虫聚群行为有直接
影响。 2011年， 这一研究的相关
论文发表在学术期刊 《科学公共
图书馆———遗传学》 上， 得到国
际同行的认可。

如今， 团队在基因芯片、 基
因削减等领域的自主研发已成为
可推广应用的工具， 被国内外多
家实验室借鉴。

多点开花
护航绿色农业

培育国产商用熊蜂、 消除病
虫害……近年来， 以王宪辉作为
带头人的马世骏科技创新突击队
不断创新钻研， 将更多科研成果
运用到绿色农业发展中， 为科技
强国作出贡献。

俗话说 ： “要想果实长得
好， 最好蜂儿把花咬。” 可见蜜

蜂对植物的重要性。 在所有授粉
蜂群体中， 熊蜂在多数环境下被
证明能比普通蜜蜂更有效地进行
授粉。 为培育国产商用熊蜂， 王
宪辉带领着专家团队从野外筛选
了多个熊蜂品种开始进行生态适
应性及行为特征相关的基因性状
分析。 通过对野生熊蜂性状的驯
化、 改良， 培育出了国产熊蜂的
新品系———中科熊蜂。 经过 “定
制 ” 的新品系熊蜂具有个头更
大、 耐力更强、 飞行更远等优良
性状 ， 成为授粉蜂中的 “佼佼
者”。

草地贪夜蛾被国际CABI评
为世界十大植物害虫。 2019年草
地贪夜蛾入侵我国。 马世骏科技
创新突击队中从事昆虫嗅觉行为
研究的王琛柱连夜和另一位团队
成员杨科开展草地贪夜蛾性信息
素的研究， 鉴定了性信息素的3
种活性成分和6种信息素受体 ，
对设计和开发草地贪夜蛾性信息
素诱捕器奠定了科学基础 。 同
时， 团队中从事昆虫病毒杀虫剂
开发的孟茜， 与同组的张寰组建
草地贪夜蛾的病毒生物农药与生
物制品开发小组， 紧锣密鼓地开
展研究工作。 终于， 功夫不负有
心人， 新农药研制成功， 灾情得
以缓解。

理论与实践 “双加持” 下，
马世骏科技创新突击队早已成长
为一支专业素质过硬、 业务知识
专精、 协同作战高效的优秀科研
团队。 他们先后在东亚飞蝗、 非
洲蝗害入侵、 草地贪夜蛾暴发等
重大灾害发生期间为国家献言献
策， 奠定了治理上述虫害暴发的
重要理论基础。

科技强国之路任重道远。 队
员们表示， “作为一名科研工作
者， 一定要把科研工作做好， 为
国家粮食安全和农业绿色发展保
驾护航。”

———记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马世骏科技创新突击队
□本报记者 孙艳

2010年入职北京友谊医院以
来， 卢燚一直在重症医学科从事
重症护理工作。 13年来， “一切
以患者为中心” 是她始终秉承的
宗旨。 她用爱心、 耐心、 责任心
对待每一位患者。

临床中， 遇到大便失禁的患
者时， 卢燚会及时用清水为患者
清洗肛周皮肤。 她还会细心地为
患者涂上皮肤保护用品， 防止失
禁性皮炎的发生， 从而减轻患者
痛苦。 她参与急危重症孕产妇的
救治工作， 不仅将各项护理措施
落实到位， 还配合医生进行各项
治疗， 提供优质的护理服务， 最
终患者痊愈出院。 工作中， 她总
是沉着冷静、 迅速准确处理各种
突发情况。 她还会通过换位思考
为急危重患者解决心理问题， 帮

助他们改善疾病带来的痛苦， 缓
解他们的焦虑心理。

“基础知识扎实、 实操能力
强。” 这是大家对卢燚业务能力
的评价。 多年的工作让她积累了
丰富的护理和抢救经验。 虽然已
经熟练掌握科室各种仪器设备，
但是她一有空还会积极学习重症
护理操作各项新技术、 新方法。

2014年， 卢燚考取医院临床
带教资格。 2021年， 她取得北京
护理学会ICU专科护士证。 通过
学习， 她的业务知识不断积累、
水平得到了提高。 她还将这些知
识应用到工作中 ， 传授给更多
人 。 她承担重症医学科带教工
作， 包括实习学生、 规培护士、
高年资轮转护士等带教工作， 并
承担ICU专科护士培训工作。

卢燚立足临床， 寻找科研思
路、 不断创新。 她完成的 “具有
辅助开口功能的压舌装置” 等3
项设计获得了国家实用新型专利
授权， 充分展示了她在科研领域
的才华和实力。 此外， 她设计的
脑室引流悬挂装置能显著提高脑
外科患者留置脑室引流的护理安
全性， 实现精准化护理。

卢燚严谨的工作作风、 无私
奉献的敬业精神， 不仅赢得了患
者和家属的信赖， 也赢得了同事
的尊敬和领导的肯定。 “我将时
刻不忘 ‘健康所系， 性命相托’
的铮铮誓言。 立足岗位， 默默奉
献， 全心全意为患者服务。 在未
来的日子里， 我会继续努力用自
己的专业知识与爱心， 为更多的
患者送去希望和力量。”

为更多患者送去希望和力量
□本报记者 盛丽 通讯员 鲁雯

北京友谊医院重症医学科护师卢燚：

王宪辉（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