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黎尚豪淡水藻类学家
(1917. 3.09～1993.1.24) 

1980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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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要小小的藻类为社会主义

建设做贡献

一－i己我国藻类实验生态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黎尚豪

生于读书习医之家

�扑 黎尚豪（ 1917-1993），藻类学、生理生

阳
态学湖由叫时出生于广东

，因梅县城区黎屋巷的书香中医世家。祖父惠

谦，宇叔瞻，清优廉贡生，困乡试不中，转

学祖传中医眼科，并注诗文，著有《余庆书

屋诗存》6卷，及眼科专著《睹青类志》。父

茂先，字璇璜，清优康贡生，常研习经史百

家之书，旁涉篆隶雕刻。后继承祖业，专攻

眼科，以中医眼科闻名于时，同时兼任省立

梅州中学、东山中学教员，参与编辑《续梅

水诗传》三卷、《梅水诗传再续集》二卷，

著有《茂先诗存》（ 1957年再版，由广东著

名学者古直、女诗人叶璧华题辞，中国画坛

叶 田……－咽… l t·IR1 一代宗师林风眠作序）。黎尚豪有兄弟姐妹
?;q I 毕生致力于微藻和荒漠藻的研究 7人，父早逝，全赖长兄志宁行医维持生计。
' ":: 黎尚豪5岁时进入本乡崇德初级小学，1927年考入梅县县立高级小学，1929年

t� －， 考入省立梅州中学。也许生活的艰难困苦她是他求知和进取的加速器，黎尚豪在

学期间，刻苦认真。他二哥每周必定检查他读了多少书，并以古语告诫他：取法乎

124 上，得乎其中；取法乎中，仅得其下。中学的生物老师讲达尔文的进化论，把他带

飞-er . -0-
旷 进了科学之门。在高中时，黎尚豪还利用课余时间为梅县一家日报的文艺副刊兼任

了两年编辑。

1935年，黎尚豪以优异成绩毕业于梅州中学，同年考取中山大学理学院生物



系。 大学期间，他选修地质学、化学等多门课程，低年级修高年级课程。 回家体假

要路费，他没钱，就留在学校读书。 为了能阅读各国科学著作和资料，他学英语、

法语、拉丁语，毕业后又攻德语，建国后又学俄语。 因学习成绩优异，一直获奖学

金资助，并在1939年毕业，获理学学士，同时获得中山大学颁发的金质奖章。

致力于藻类学研究

1939年9月，黎尚豪毕业后受聘担任中山大学生

物系助教，在董爽秋教授的指导下开始了藻类学的研

究。 日军侵华战争爆发，广州沦陷后，中山大学被迫

迁移，黎尚豪随校迁往云南澄江。 以
“

生物王国
”

著

称的云南是我国生物物种最丰富的地区，这对黎尚豪

开展藻类学研究提供了自然资源方面的有利条件。
1940年秋，中山大学从云南澄江迁回广东坪石镇

时，黎尚豪应当时在昆明的同济大学石声汉教授之

约，暂留在昆明的同济大学任生物系助教，开展苔薛 3生

抱子萌发生理研究。阳年初，同济大学迁往四川， 磊
黎尚豪才回到中山大学，并接替董爽秋教授走上讲

‘

ι
－ 

1940年摄于云南澄江新建实验室前。
台，挑起教学重担，同时仍

从事藻类学研究。

广东坪石镇地处南岭山

脉南部， 地貌类型非常复

杂，生态环境多种多样，藻

类种类极为丰富。 黎尚豪在

多样化的生态环境中采集了

大量藻类标本，既增加了教

学内容，也为藻类学研究提

供了材料，其间发现了一些

藻类新种。 这时他开始和国…

内藻类分类学家以及印度的

藻类学家取得联系。
1948年摄于办公室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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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3月，黎尚豪应王家椅所长的邀请，来到四川北暗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

究所任职，在饶钦止教授的指导下专门从事淡水藻类分类学的研究。1944年5月，

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划分为动物研究所和植物研究所，黎尚豪在植物研究所继

续进行藻类学研究。

1945年，黎尚豪与黄淑仪结婚，生有四子一女。

在此期间，他曾西到四川、西康，南到海南岛、西沙群岛，东到上海、台湾等

地进行了大量的藻类及群落组成的调查和采集工作，先后发现了在藻类系统分类中

有重要意义的大雄毛蹦藻及许多淡水藻类新种，并于1948年开始进行藻类的培养试

验。为了深入研究工作和了解国际进展，黎尚豪早在40年代初参加了中国植物学

会，后来为美国藻类学会的第一批会员，与国际藻类学界建立了广泛的联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黎尚豪在新组建的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随饶

钦止教授一道，在继续进行藻类学研究工作的基础上，将研究领域扩大到湖泊学，

先后参加了菱湖等湖泊的鱼病、养殖调查，特别对湖北、浙江、安徽、云南、青海

等省的湖泊的藻类进行了全面的调查，对湖泊的类型划分和生产力评价提出藻类学

的标准，为淡水渔业生产提供科学依据和增产措施。在广泛的湖泊调查中，他总结

了一套湖泊调查技术，该技术长时间为国内水产界广泛应用。同时，发展了湖沼学

和藻类学学科，并进一步完善了湖泊调查方法。

“定要小小的藻类为社会主义建设作贡献
”

开创藻类实验生态学。 20世纪50年代初始，

在广泛进行湖泊调查和已奠定的扎实的藻类分类

学基础上，黎尚豪开创性地提出并展开了（淡

水）藻类实验生态学的研究工作，通过大量野外

采集与室内分离、培养等实验技术相结合，逐步

－� 提出了 一系列微藻培养基配方（如HB4, 105, 

导 111号等），成功地建立了一套从试管到公斤级规

模的微藻培养技术，为藻类的应用和理论研究打

126 下了坚实的基础。
飞可平／旷 60年代初，中科院水生所开始组建研究室，

黎尚豪受聘担任我国第一个
“

藻类学研究室
”

主

任，研究室确定以实验生态为主攻方向，以将藻



类应用于国民经济建设为主要目的，大力开展以单细胞绿藻（主要是栅藻、小球

藻）、固氮蓝藻（鱼腥藻为主）和部分硅藻为代表的藻类生理生态学研究。在黎尚豪的

组织和指导下，藻类学研究室在绿藻作为高蛋白食品和饲料添加剂、作为治愈烫伤

和顽固性愤殇的辅助药品，固氮蓝藻作为水稻肥源等研究方面，相继取得了一批可

喜的成果；同时发表了一系列在国内外颇具影响的学术论文。

倾注固氮蓝藻的研究。藻是很小的低等生物，种类多达几万种。30多亿年前就

有的蓝藻，它进行光合作用放出氧气，这才有了靠氧呼吸的动物。动物自身不能合

成蛋白质，只能直接或间接从植物获得。在大气含量高达79%的氮是一种惰性气

体，一般植物只能利用化合氮，这就是化肥厂在500℃高温加500个大气压将氮和氢

合成氨，成为化肥，为植物所利用，再合成蛋白质。但有一批低等植物能够直接利

用氮气合成氨一一固氮作用。固氮蓝藻就是其中一大类。19世纪末，人们发现在十

分贫婿的土地上，有些蓝藻却生长得异常繁茂，深究其故，世界开始了对固氮蓝藻

的研究。

黎尚豪对蓝藻特别是固氮蓝藻倾注了大半生的精力。他带领科研人员，对固氮

蓝藻从理论到应用，从分类到生态、生理生化直至分子生物学，进行了系统的系列

研究。

发状念珠藻又称发菜，是蓝菌门念珠藻目的细菌，固氮蓝藻的一种，广泛分布

于世界各地（如中国、俄罗斯、索马里、美国等）的沙漠和贫婿土壤中，因其色黑

而细长，如人的头发

而得名。为此，黎尚

豪曾经专程或派学生

赴西北荒漠地区调查

发菜在固水、固沙中

的作用及其人工培养

的可行性。

湖北鄂西山区鹤

峰县一个叫走马坪的

小山村，出产一种稀

世山珍葛仙米。每年

仲春，当地男女老少

不顾春寒冷冻，成群

结队挽着裤管，赤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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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脚下到腊水田（冬泡田）里，用吓箍（一种漏水蔑器）采捞一种沉在水底、色墨

绿、形似珍珠的葛仙米。 葛仙米，古名天仙菜、天仙米，俗称田木耳或水木耳，属

藻类蓝藻纲、念珠科。 因葛仙米生长对其自然条件（如气候、土壤、阳光、经纬

度、海拔等）要求极高，当今世界上仅非洲有极少量发现。而鄂西山区是世界上最

大的葛仙米产区，这里适宜

:1 葛仙米生长的水田、池沼达

1万多亩 。 为此，黎尚豪多

次在大雪封山的季节，到鄂

西调查当地群众习作食品的

葛仙米的生态习性，寻找蓝

藻的耐寒标本。

针对我国农田普遍氮肥

不足的状况，黎尚豪提出在

稻田放养固氮蓝藻为 晚稻补

充肥料的设想。 黎尚豪和他

的同事们采集大量蓝藻样

品，通过分离培养和固氮能

力测定， 找到4种固 氮 蓝

藻 ， 其中固氮鱼腥藻 水生

686固氮能力最高 。 1971年

他又和同事们到广东采集回
一 批藻 种 ， 筛选出水生

1017、1042、1058、 1104等

优良品种，与水生686混合

培养成为 广泛应用的藻种。

通过对这些藻种进行系列的

生理生态学研究，建立了 一

整套大量培养固氮蓝藻技
1983年在黄梅固氮蓝藻基地现场指导工作

128 术。 多年的研究和实践，终
飞可平／旷于在晚稻田放养固氮蓝藻获得成功，使晚稻田增肥、提高产量，又起到了改土的作

用。 一般利用固氮蓝藻作为肥源，提高水稻产量可达15%。 该研究迅速在大江南北

得以推广，1977年施用近10万亩，产 生了明显的经济和生态效益。 该项研究1978年

与同事在四会县芙蓉村采集藻类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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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讨论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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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尚豪与俞敏娟（左）、 千原光雄教授（右）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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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上首次获得蓝藻和棕
色固氮菌固氮酶组分交
叉重组，且具有活性，
说明它们在结构和功能
上相似。固氮酶对氧十
分敏感，而蓝藻尤甚，
但蓝藻又是光合放氧的
生物。如何保护固氮酶
不失活，国外有几种学
说，主要认为 是在异形
胞中固氮有机械防氧和
强呼吸去氧。黎尚豪提

出，空气中能固氮的蓝藻应有一个防氧的保护系统来清除氧。这个设想为他的同事
通过诱变技术所获取的具有异形胞的氧敏感鱼腥藻突变种的试验而部分地证实。

推动我国微藻产业发展。上世纪80年代初期，黎尚豪参照国外有关动态，根据
自己掌握的数据和资料，与曾呈奎院士等一道积极建议开发我国微藻产业，并被推
为国家攻关的藻类饲料蛋白项目的起草人和负责人，从此，我国以螺旋藻（也是一种
蓝藻）为代表的微藻产业才逐步形成规模，鱼腥藻作为饲料的研究也同样取得了多项
成果。

“定要小小的藻类为社会主义建设做贡献” 是黎尚豪的信念，他也为之奋斗了
一生。

将 黎尚豪于阳年被聘为副研究员叫为研究员。1980年划中即院
学部委员。1989年黎尚豪获得 “全国先进教育工作者” 奖章。曾任中国科学院水生

叶． 生物研究所副所长、学术委员会主任，担任中国科学院《中国抱子植物志》副主
IJ!J' 编，也是《植物学报》、《植物分类学报》、《海洋与湖沼》、《水生生物学
－ �报》、《海洋湖沼学报》（外文版）、《武汉植物学研究》等学术刊物的副主编或编

：�－， 辑委员，曾先后在复旦大学、武汉大学、暨南大学兼课。是淡水生态和生物技术国
家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海洋湖泊学会常务理事，中国藻类学会理事

130 长、名誉理事长。先后应邀到苏联、古巴、捷克、埃及科学院、英国皇家学会作学
飞可平／旷术访问；参加国际植物学大会、国际固氮学术会议、国际藻类学会、国际应用藻类

学术会议、国际海洋学等学术会议。曾任国际藻类学大会第一、二、三届组织委员
会委员。



黎尚豪于1950年加入九三学社， 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曾任中共十二大代表

和湖北省数届人大代表。

为了表彰黎尚豪对中国科学事业做出的贡献， 1989年11月中国科学院向他颁发

了荣誉奖章一一感谢他对中国科学事业做出的贡献。 2001年武汉市政府在武汉高新

技术集中地段一一鲁巷广场， 为包括黎尚豪在内的十多位在武汉工作多年的中科院

院士建立了雕像。

（编者据黎氏家族提供的素材及其他相关资料综合而成）

赴澳大利亚参加国际学术会议（ 1981年）。

1980年， 黎

尚豪在澳 大 利 亚

悉尼参 加第十三

届国际植物学 术

大会时， 与国际

藻类学会主席、

美国加州大学巴

朋福斯教授（中）及

美国科学院院士

德州大学斯塔教

授（左）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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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在泰国曼谷与兄黎尚任合影。

黎尚豪与家人（ 1991年春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