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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中美大豆科学讨论会双方部
分成员合影（左九为马育华，左八为美国
伊利诺伊大学农学院院长奥维尔·G.本特
利，右一为当时在美国爱荷华州立大学进
修的盖钧镒）。

数量遗传学提供理论指导、生物统计与田间试验为方法路径、大豆遗传育种做实践载体，这三个方面相互联系、相互
促进，贯穿了马育华整个学术人生。它们既是马育华学术生涯的系统支撑，也是他为国家作出重要贡献的三个领域。

1936年马育华（前排右二）与老师王绶
（前排左二）等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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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育华（1912—1996）

广东海丰人。作物遗传
育种学家、数量遗传学家和
农业教育家。金陵大学学士，
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硕士、博
士。曾任北京大学农学院农
艺系代主任、金陵大学农艺
系主任、南京农学院农学系
主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农
学学科评议组第一届召集
人、组长，第二、三届成员。

他创建的南京农学院大
豆研究所是当时我国南方大
豆研究的一个中心；他的《植
物育种的数量遗传学基础》
是我国该领域首部专著；《田
间试验和统计方法》是该领
域首部统编教材；他指导的
研究成果“中国南方大豆地
方品种群体特点和优异种质
的发掘、遗传与选育”获国家
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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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育华不仅是一位农业科学家，还是一位农
业教育家。1952年院系调整后，他任金陵大学农学
院与南京大学农学院合并成立的南京农学院农学
系首任主任、教授。他在回国之初，就对于办好新
中国的农学系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一是把教学和
科学研究搞上去，另一个是把全体教师的能力充
分发挥出来。
马育华明确表示，在农业教育中教学与科学研

究息息相关。他对教学工作异常认真负责。研究生制
度恢复前，他承担过农学专业的作物育种学、田间试
验设计和统计方法、土壤农化专业的生物统计方法
以及各种训练班等多种课程。研究生制度恢复后，他
承担了研究生的数量遗传学、高级作物育种学，以及
作物遗传育种专题研讨等课程。

每承担一门新课，马育华事先必写好一本讲义。
每上一堂课，他事先必做好准备，熟记内容，在课堂
上抑扬顿挫地讲述，从不照本宣科，即便教龄已经数
十年，同一课程已经反复教过多少遍，亦复如此。

1979年南京农学院恢复教学后，学校请马育
华出任研究生部主任。他对于研究生培养工作胸
有成竹，因为不仅有求学的亲身经历，而且在北京
大学、萨斯喀彻温大学都曾指导过研究生。

20 世纪 60 年代我国初建研究生制度时，马
育华招收培养过 3名研究生，后来他们都很有成
就。1963 年招收的承泓良是我国知名棉花育种
专家，1964 年招收的陆作楣现在是中国种子学
会副理事长，同年招收的盖钧镒是我国著名的大

豆育种专家、数量
遗传学家和农业
教育家。

成为研究生部
主任后，马育华领
导制定了南京农学
院研究生招生、考
试、培养、管理等一
系列制度，使研究
生教育迅速正规
化。1981年，马育
华被国务院学位委
员会聘为第一届农
学学科评议组成员
兼召集人，1984年任组长。

1982年受教育部、农业部的委托，马育华主持制
定了《作物遗传育种专业硕士生培养方案》，该方案
对我国农科研究生的培养起了指导和示范作用；在
1987年修订会议上，他还起草了《作物遗传育种专业
博士研究生培养的基本要求》。制定农学专业硕、博
士培养标准，是马育华对我国农学研究生教育制度
建设的重要贡献。

或许和自己的经历有关，马育华很重视在国
际合作中培养人才，送出去、请进来，组会参会是
主要的实现方式。只要有机会，他都推荐学生及后
辈出去学习国外先进的经验和技术。1954年，新疆
八一农学院举办全国性的苏联专家讲习班，马育

华宁可自己缺少人手，也要派教学秘
书鲍世问去学习耕作学；1956年又推
荐时任教学秘书的刘大钧留学苏联。

1980 年，因马育华推荐，盖钧镒
到美国爱荷华州立大学农艺系留学，
学习大豆遗传育种和数量遗传。马育
华在“文革”后招收的第一名硕士研
究生翟虎渠 1982 年毕业后留校任
教；1984年马育华推荐他到英国伯明
翰大学遗传系应用遗传学专业学习，
师从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数量遗传
学家 J.L. 金克斯教授；1987年翟虎渠
获得博士学位后回到学校。

马育华的学生和大豆研究所的
同事大多数都有海外学习的经历，
这在刚刚对外开放的上世纪 80 年

代是非常难得的。
1982年 7月 26日至 30日，在时任农业部部长

何康和美国众议员保罗·范德利的倡议下，第一次中
美大豆科学讨论会在美国伊利诺伊大学举行，马育
华任中方代表团顾问、主报告人。中美双方交流了大
豆遗传育种、栽培生理、植物保护和加工利用等方面
的研究。1983年在中国吉林长春召开的第二次中美
大豆科学讨论会，马育华也是中方主报告人。盖钧镒
说，通过这两个会，国内科学家结识了全美主要的大
豆方面的科学家，为此后中美两国大豆界的科研交
流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1984年，马育华组织“全国统计遗传研讨班”时，
邀请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农艺及草原

科学系教授耿旭来华讲授《遗传型与环境互作及
品种稳定性测定》等课程。他还多次邀请英国等国
专家来华讲学，先后与美国、日本等国的大豆研究
单位和国际原子能机构等建立合作研究关系，获
得多项成果并多次应邀出席国际会议，宣传我国
大豆研究成果，在国内外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鼓励学生及年轻后辈并给他们创造走出去
的机会的同时，马育华也很注意培养他们热爱祖
国、献身科学的事业心。

学生承泓良说，马育华给他立下三条规矩：一
是要亲临第一线。要多下地、多看，认真观察、认真
记；二是老老实实，不能弄虚作假，不能偷改数据；
三要搞好同事关系，尊重前辈、长者，爱护、帮助小
辈。毕业时，马育华又交代他三句话：要听党的话，
跟党走；要认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好好工作；
专业不能丢。

马育华对招收的每一名研究生的要求是，德
才兼备、品学兼优、勇于田间实践。他关心学生们
的选课及选题，并亲自指定阅读文献。他对学生充
满爱心，这也是学生们的共识。翟虎渠说，马老师
就像是一支点燃的红烛。

在马育华铜像座碑的一侧镌刻着他的“回首
当年，师恩师德，永世难忘”，提示后人牢记师恩；
另一侧镌刻着他的“尊敬前辈，团结同辈，提携后
辈”，提示后人牢记为人的准则。马育华的精神继
续泽被着后人。

（作者单位：江苏电子信息职业学院）

马育华出生于 1912年 10月 12日。1917年 5
岁开始在广东省海丰县第七初级小学校学习，
1930年 1月从上海浦东中学高中部毕业，因成绩
优异被推荐进入南京金陵大学农学院，主系读作
物遗传育种，副系读植物病理。

上大学期间遭遇九一八事变。1931年 9月，马
育华因精神衰弱休学 4个月。非常不幸的是，1932
年他的父亲被国民党军阀杀害，让他的生活遇到
很大困难；幸运的是，他的多位老师向他伸出了援
手，森林系教授陈嵘（陈宗一）代为申请“黄河水利
基金”作为学费，农艺系教授沈宗瀚给他提供零工
工作的机会以补助生活，农艺系教授王绶、植物病
理系教授俞大绂和戴芳澜等都给予他多方面的关
心和帮助。加上自己的努力，马育华获得了两年奖
学金，且免交学费，才得以顺利完成学业。

1935年 1月，马育华大学毕业，2月开始任王
绶的助教，从事生物统计及大豆、大麦育种工作。
助教工作一切都需从实践做起。马育华夏天做大
豆育种，冬天做大麦研究，从田间到温室，从校部
到试验农场，年复一年的工作为他后来的育种学
研究打下了扎实的实践基础。他还参与了当时农
艺系学生认为最难的两门课《生物统计》与《田间
试验设计》的教学，王绶出版的《实用生物统计法》
一书中也有他的付出。良好的开端为他日后在试
验统计和数量遗传学方面的造诣奠定了基础。

马育华回忆说，王绶老师经常提及作为一个
教书人有“三乐”：得天下的英才而教育之，一乐
也；集思广益，钻研作物的某些问题，另一乐也；博
览群书，写出心得和特点，写书又是一种乐事。这
都深深地影响了马育华。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金陵大学西迁成都，
1939年 9月马育华任金陵大学农艺系讲师，1942
年 6月被聘为农学院农艺系副教授。

1937至 1942年间，马育华与叶和才、高立
民、王绶等在《金陵大学学报》《试验农业》《中华
农学会报》等刊物上发表了《相倚不依试验之研
究》《水稻因子式试验》《田间析因实验设计要点》
《大豆栽培之研究》和《大麦光芒品种之产量与品
质》5篇论文，在学术研究上初展才华，学术水平
为同行所推崇。

1944年 12月，马育华参加国民政府“派遣国
外实习农工矿业技术人员考试”，他还同时报名
参加了国民政府考试院的出国考试，因成绩优秀
成为第一批赴美人员，并担任第一批的领队，于
1945年 3月由重庆经印度赴美留学。

到美后，马育华被派到伊利诺伊大学学习，师
从大豆权威专家 C.M.伍德沃斯教授。学习和工作
是很辛苦的，但马育华抱定信念：为了祖国抗战，
再苦也得去干。

在伍德沃斯的指导下，马育华参观和学习了美
国研究大豆生产的 12个州的大学和试验场，以及华
府总场和美国农业部。与此同时，马育华还在伍德沃
斯帮助下在伊利诺伊大学注册上课，成为该校学生，
于 1946年完成论文《大豆产量因子的分析》，获得硕
士学位。之后伍德沃斯介绍他加入美国大豆学会。其
间，他还在康奈尔大学农学院学习了一学期。与马育
华同时赴美学习的有卜慕华、蔡旭、丁振麟、史瑞和、
梅藉芳、庄巧生等，他们后来都成为中国农业科技领
域的著名科学家。

1946年 8月，马育华回国后经俞大绂介绍到

北京大学任农学院农艺系副教授兼代系主任，负
责接收、整理北大农学院之仪器、书籍及各种教学
设备，教授生物统计、田间技术、农艺讨论及毕业
论文等课程，主持大豆育种试验。

1947年 9月，经俞大绂的推荐，应加拿大萨斯喀
彻温大学教授 J.B.哈林顿邀请，马育华赴萨斯喀彻温
大学农学院农艺系担任遗传育种研究员，研究小麦
育种，为时一年，北大农学院提供其奖学金和带薪教
学的支持。临行前，俞大绂赠言马育华：“你在加校不
仅代表你个人，而是代表着全中国，要慎重一言一
行。”这句话马育华铭记终生，并转赠给后辈。

协助哈林顿指导研究生是马育华在加工作的
主要内容，另一项重要工作是分析哈林顿历年积
累的资料并写出研究论文。之后他以第一作者身
份和哈林顿在《科学农业》（ ，
当时加拿大唯一的科学杂志）共同发表了两篇有
分量和科学价值的论文———《田间试验之各种设
计试验误差》《半拉丁方设计试验》。

一年后马育华离开加拿大时，由哈林顿推荐，

得到了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研究院学位奖金，仍然
师从伍德沃斯攻读博士学位。

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他超乎一般的勤奋，只
用两年时间便完成了通常需要 3年才能完成的学
习和研究。且在这两年中他每年都获得学校的奖
学金，也因此被选为 Phi Kappa Phi和 Sigma Xi荣
誉学会会员。

在美期间，马育华还参加过两个进步组织：一是
“中国农学会在美分会”（该会系当时学农的进步同
学所组织），介绍人是朱宏復（后任中科院原昆虫研
究所所长）；二是“在美中国科协”（时任伊利诺伊大
学数学系教授华罗庚主持），介绍人是严东生（材料
科学家，后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

1950年 6月马育华取得博士学位时，适逢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百废待兴。他毫不留恋国外优
厚的条件，怀着振兴祖国的丹心，响应周恩来总理的
号召，1950年 9月，偕夫人乘坐“威尔逊总统”号邮轮
回国，同行的有赵忠尧、叶笃正、邓稼先、鲍文奎、涂
光炽等 130余人。

办好新中国的农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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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组稿负责人：张佳静

国内外学术界初展才华

马育华与美国导师 C.M. 伍德沃斯在大豆
田间工作。

马育华（右二）与刘大钧院士（左二）、
盖钧镒院士（右一）在大豆试验田里。

马育华求学时代，生物统计学还是一门新兴
学科，大学毕业后他在金陵大学任教的《生物统
计》和《田间试验设计》是农艺系高年级的重要课
程。他一方面从事教学，另一方面从事试验设计研
究，紧跟当时因子式试验及混杂设计发展的步伐。
1940 年前后他在期刊上发表的相关论文，以及
1947年在加拿大与哈林顿联合发表的论文，都表
明他一直在该领域的前沿进行探索。

他读博期间，国际上应用生物统计方法研究
数量性状的遗传方兴未艾，他的博士论文《大豆产
量因子的变异与遗传》，就是将两者结合后对大豆
产量因素性状的多基因遗传研究。

数量遗传学是采用数理统计和数学分析方
法研究数量性状遗传的遗传学分支学科。上世
纪 40年代末到 80年代中期，是数量遗传学建立
和发展时期，这个研究方向吸引了大批育种学
家。马育华极其敏锐地注意到这一研究方向的前
景并持续学习、研究和推广，是我国植物数量遗
传学的开拓者。他和同辈建立了我国植物数量
遗传学科。

上世纪 50年代，受苏联李森科学说影响，马育
华的“应用生物统计方法研究数量性状的遗传”研究
无法继续，一直到 1958年才逐渐恢复。

1962年广州会议后，他在学校开设了《田间试
验设计与统计方法》课，迅即编写出教材（铅印
本）。这本教材与国内其他沿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
体系的教材不同，其内容新颖，受到教师和学生的
好评。1965年，农业出版社特向他约稿出版这本教
材，可惜由于“文革”的影响，交稿后一搁便是十几
年，后来马育华将原稿作了修改补充，于 1982 年
以《试验统计》为书名由农业出版社正式出版。该
书曾获得 1982年度全国优秀科技图书奖纪念奖，
并参加了莱比锡国际博览会书展。

由于他在生物统计与试验设计方面的名望，

1978年，农业部聘请
他担任主编，组织国
内专家编写农学专
业的统编教材《田间
试验和统计方法》，
于 1979 年出版，这
本教材是国内该方
面的第一本教材；
1996 年获得农业部
第二届全国农业高
等院校优秀教材奖
一等奖。

参编教材的莫惠栋教授认为，该教材既与国
际理论接轨又与中国的实际接轨，对本领域的科
研具有开创性的影响。1980年 4月开始，按农业部
要求，马育华多次在南京举办全国“田间试验与统
计方法”讲习班，在全国范围拓展使用该教材，产
生了深远影响。

生物统计学引入中国，是中国农学从传统向
现代转型的一个重要标志。它促进了中国农学从
定性研究向定量研究的转变。

也是在 1962年，马育华同时在进行《数量遗传
学的基本方法》的编写；1963年，应江苏省科学技术
协会的邀请，作题为“遗传力和作物育种”的学术报
告；1974年，马育华为援外水稻专家培训班编写了
《植物育种的数量遗传学基础》讲义，这本国内首次
介绍植物数量遗传学的讲义，综合了英国伯明翰学
派与美国主流学派的观念，印数虽仅有几十册，但
对当时的植物育种工作者来说极为珍贵，由此打开
了与国际数量遗传研究交流的大门。

几经修改、充实和完善，《植物育种的数量遗传
学基础》于 1982年由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作
为国内首部植物数量遗传学专著，该专著得到了植
物遗传和育种工作者的高度评价。次年即获得 1982

年度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全国优秀科
技图书奖二等奖。

这本书的出版引起了国内大批遗
传育种工作者的兴趣，纷纷以数量遗
传内容为选题开展经济性状的遗传和
育种研究。当时学者评论认为，该书既
有较高的学术水平，又有我国特色的
实用价值。
书中特别强调，我国原产作物如

大豆、水稻以及其他许多以我国为起
源中心的作物，它们的地方品种自然
群体和野生类型非常丰富，必须进行
系统的数量性状遗传研究。从后来全

国的作物学研究看，马育华非常有预见性。近些年
来科研人员对大豆地方品种、选育品种及野生大
豆的研究已从表型向基因型方向发展，发表了一
批相关论文，水稻及祖先近缘种普通野生稻研究
也是如此。

中国工程院院士盖钧镒认为，马育华的《植物
育种的数量遗传学基础》和《田间试验和统计方法》
都是在当时国内统计上、数量遗传上最好的书。

1987年 12月，第二届国际数量遗传学会议在
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召开，我国数量遗传学
界的科学家首次应邀参加会议。鉴于马育华在数
量遗传学界的声望，他被邀请为大会计划委员会
成员。

植物数量遗传在我国的传播和发展过程，主要
是在 1979年以后的 10年间。这与马育华专著的出
版、众多的讲演以及纳入研究生教学计划等一系列
努力是分不开的。因此，他被同行推崇为我国植物数
量遗传学的开拓者和带头人。

华中农业大学教授章元明认为，马育华发展
了应用数量遗传学研究地方品种遗传潜势的方
法，并推动了经典数量遗传学的应用研究和我国
数量遗传学的发展。

在大豆科研领域，马育华主要有两方面贡献。一

是育成南农 493-1等大豆品种；二是经当时的农牧
渔业部同意，在南京农业大学建立大豆研究所，在五
个方向系统布局、制度化地开展持续研究。而中国大
豆南方品种资源的收集、保护、整理与研究，为后来
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奠定了坚实基础。

早在 1952 年马育华就在南京农学院做大豆
的研究，1954年在南京农学院开始了第一项大豆
研究计划———大豆地方品种研究及新品种选育。
1957年育成大豆新品种南农 493-1。它是系统选
种的成功范例，是外观和内在品质优良的高产大
豆品种，20世纪 60年代在江苏、安徽、湖北等长江
夏大豆适宜区推广种植。

马育华重视大豆科研组织的建设。他深知美
国伊利诺伊大学之所以成为美国大豆研究的一个
中心，一方面是因为伍德沃斯等一批专家主持研
究工作；另一方面是因为美国农业部在该校设置
了“区域大豆实验室”，有固定的职位，可以保持相
对稳定的梯队开展长期、持续的研究。他早就有心
要建立一个中国的大豆研究中心，依托原产于中
国的作物———大豆的研究，让中国人在国际科学
论坛上占有一席之地。

改革开放以后，学校和农牧渔业部领导十分重
视马育华在南方致力的大豆研究，1981年 8月批准
在南京农学院成立大豆遗传育种研究室，他任主任，
开展了“新品种选育、种质资源、数量遗传、抗病虫
性、栽培生理生态”五个方向研究。

1985年 8月，农牧渔业部批准将研究室扩展为
大豆研究所，马育华任所长。大豆研究所实际上成为
我国南方的一个研究中心。1998年，农业部批准在南
京农业大学建立国家大豆改良中心，马育华是该中
心的奠基人。

数量遗传学提供理论指导、生物统计与田间试
验为方法路径、大豆遗传育种做实践载体，这三个方
面相互联系、相互促进，贯穿了马育华整个学术人
生。它们既是马育华学术生涯的系统支撑，也是他为
国家作出重要贡献的三个领域。

在三个领域开创先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