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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先贤

编者按:数日前还在电话中畅谈的老友徐浩教授突然谢世，不禁黯然。半个多世纪清水般的交往中，我记得
起得益于他渊博学养者，即难以数计。哲人其萎，谨以此文追思先生平生经历与学术贡献。

杰出的微生物细胞学家
———徐浩*

* 本文在徐浩逝世后两日开始撰写，为求得可靠资料，颇费找寻功夫，幸得徐浩夫人严自正教授帮助，得以成篇，谨致谢忱。

徐浩遗像(1928—2013)

徐浩，字孟养，1928 年 4 月 19 日生于北

京，原籍山东广饶县，2013 年 2 月 7 日卒于北

京。

徐浩出生在一个书香家庭，父亲徐佐夏是

著名的药理学家。1933 年徐浩进北京宏庙的

北京师范附属小学读书，1937 年日寇占领北京

后回广饶读乡塾和小学，1940 年回北京，毕业

于四存小学。随后考入北师大附中，1943 年到

大后方，辗转就读于陕西洋县国立七中和四川

江津国立九中，1946 年在著名的重庆北碚兼善

高中毕业。随后他在镇江江苏医学院借读两

年，1949 年考入金陵大学农艺系，后转入植物

系，院系调整后 1953 年毕业于南京大学生物

系。毕业后他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工作，开始

在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任研究实习员，一年后

随导师一同转入北京植物研究所，1956 年调往

微生物研究所的前身菌种保藏委员会，从此在

该所工作，历任研究实习员、助理研究员、副研

究员和研究员，1991 年 3 月退休，曾任该所新

技术室主任。1979 年至 1980 年曾应邀在瑞典

卡罗琳斯卡研究所以访问学者身份工作半年，

还先后访问过美、加、德、奥等国家进行学术交

流。

徐浩曾任中国空间科学学会理事和该学会生命科学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微生物学会普及与教育工作委员会委员、北京

微生物学会副理事长，曾受聘为轻工业部科学技术发展委员会委员、北京市人民政府专业顾问团顾问，获享国务院特殊津贴，

担任过清华大学、南开大学、浙江大学和山东大学等多所高等学校的兼职教授，并被我国多家啤酒厂和酵母厂聘为技术顾问，

1986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徐浩的科研生涯开始于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他在著名植物细胞学家段续川的指导下，从事水稻倒伏的细胞学研究，曾

在《植物生理通讯》中介绍过自己的工作。随段续川到北京后，又得到吴素萱、金树章两位名家指导，掌握了细胞学研究的基

本技能，曾在《生物学通报》发表“相差显微镜的基本原理及其在生物学上的应用”一文。他一度研究过曼陀罗的再生。1956

年 3 月转到菌种保藏委员会，从此开始从事微生物学研究。

为熟悉微生物学，徐浩结合菌种鉴定开展过北京大气中霉菌孢子的调查工作，又曾一度用芥子气诱变糖化酶产生菌泡盛

曲霉的工作，获得一株酶活力提高的菌种。随后在方心芳指导下从事酵母菌的研究，他曾发表“酵母的几种生活力染色测定

法的计量比较研究“，这是他第一篇有关微生物的研究报告。随后数十年中，他以酵母菌为材料从事过包括分类学在内的多

方面研究，1960 年被安排在微生物所生物物理室，随苏联专家研究酿酒酵母的单倍体，还奉派参加了 7 个月的电子学培训班

进修。后来主要从事微生物细胞学，主要是酵母菌细胞学的研究工作。1964 年和 1965 年连续发表过啤酒酵母同源多倍体的

两篇研究报告。多年对酵母菌细胞学研究，为他后来在我国燕京啤酒的质量改进和研发活性干酵母奠定了优于其他人的专

业基础。

1973 年，科研，特别是基础研究重新受到重视，微生物研究所决定增添电子显微镜等一批大型仪器，为保证有效管理使

用，在徐浩等人的建议下，成立了新技术室。该室集中了全所大型仪器，为全所的科研工作者提供了一个平台，也为其他单位

进行过技术服务。他带领技术人员进行了多项技术创新，先后发表过有关电子显微镜技术的文章，对异常汉逊氏酵母、假单

胞菌麻痹型菌株等进行过观察。1979 年他依据乳酸菌细胞壁上凝集淀粉因子的电子显微镜观察结果，推断该因子是位于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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胞壁外侧的一种外源凝集素类物质。为我国利用酸浆制造粉条的传统食品加工工艺，找到了进一步的科学依据。

从 1970 年代开始，随着电子计算机的广泛应用，借助计算机将拟分类的微生物按其性状的相似程度归类的方法，即数值

分类法在微生物学界受到重视，但当时国内尚无人开展工作。1974 年徐浩在国内首先发表介绍数值分类的文章，1975 年他领

导的新技术室与本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合作，设立了《微生物数值分类中电子计算机程序编制》项目，开始采用全晶体管计算机

开始编程，随后采用可识别 BASIC 语言的单板机，到 1983 年用国产长城 286 计算机完成了用汉化后的 BASIC 语言运行的《微

生物数值分类中电子计算机程序》，为微生物学分类工作提供了一个先进的有用工具，被国内许多科研和教学单位采用。该

成果于 1989 年获得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三等奖。1987 年，由徐浩等人建议，微生物资源数据库正式成为本院生物学口众多

研究所中第一个数据库正式成员。1990 年底，在徐浩退休前夕，完成了我国第一个微机版的微生物资源数据库的全部软件编

程。这一数据库的建立对于国家决策机关掌握我国微生物资源的家底提供了系统详实的基础数据。徐浩是中国科学院微生

物研究所信息化建设的先驱，是微生物资源数据库的奠基人之一。今天，微生物所信息中心已成为我国微生物学领域最大的

门户网站。

1978 年，徐浩在《微生物学报》上发表了“激光对枯草杆菌 AS1． 831 细胞壁的选择激发作用”的实验报告，他在中国科学

院物理研究所几位朋友的帮助下，根据一个说明乙酰葡糖胺和乙酰壁酸关系的简化模型，计算了可能引起选择激发的激光波

数。用由恒化器培养的枯草芽胞杆菌细胞做材料，实验检查了激光对细胞壁成分的选择激发作用，观察到二氧化碳激光可使

革兰氏染色阳性细菌变为阴性。这种细胞壁改变无显微及亚微水平上的征兆，但能用红外光谱检查。他用实验证明生物大

分子中有选择激发现象。激光对生物的作用研究虽然一直都在进行，但能在 30 多年前作出这个结果，是相当先进的，在微生

物学领域中，这是一篇较早的文献。

1982 年开始，徐浩承担了与北京第二食品厂技术人员合作，采用低糖度甜菜糖蜜生产活性干酵母的研究工作，他从研究

细胞群体的生长动态着手，探讨酵母菌的发酵生理，找出了菌体生长的最佳条件，加入接种量 1%的酵母菌自溶物，用指数流

加糖蜜的方法，取得了成功。这一工艺大大节省了糖蜜，生产出合格的活性干酵母。发酵力达到标准，含水量 7． 5% － 8． 5%，

保存 9 个月不失活。这一成果在 1985 年通过了专家鉴定，成为一项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成熟技术，为我国酵母工业开创了

新的局面，1987 年获中国科学院科技成果奖。经过多方面的努力，在国家有关领导机关的积极支持下，解决了资金问题，最后

在湖北宜昌建立了生产基地。为了解决各种投产中的问题，徐浩到国外多个国家的对口企业进行了考察，甚至不顾危险前往

战争中的叙利亚考察活性干酵母生产设备。1991 年，徐浩领导的课题组又参加了由清华大学牵头的国家科委项目“活性干酵

母生产新技术及设备”，使菌种与培养工艺更适合于大生产。今天宜昌的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活性干酵母等产品的

产值超过了数十亿，其产品销售量居亚洲同类产品首位。1995 年，徐浩主持的“活性干酵母系列产品的研究与开发”项目成

果，获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一等奖。在此同时，他领导的课题组又利用燕京啤酒厂的废弃酵母菌体，试制成功未大量生产的

酵母菌酶溶粉。这一产品既为生产活性干酵母解决了生产原料问题，又因综合利用废物而有效地解决了环境污染问题，且产

品质量与进口产品相当，为国内市场提供了一种重要的廉价产品，“啤酒废酵母泥的综合治理与应用”项目成果同一年获得了

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三等奖。

徐浩成长在国难深重的年代，在战火纷飞的环境中辗转求学。新中国成立后，他在金陵大学读书时积极要求进步，参加

过许多爱国主义学生运动，很早便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并曾担任过许多职务。他好读书，熟悉古汉语，知识面较广，有

较高的文学修养，自幼年起即随父亲学习德文，希望自己能成为“通才”。因此他能胜任多方面的任务，1976 年他参加了保存

伟人遗体的工作，承担了有关微生物学方面的任务，并成为获奖者之一;在瑞典访问期间，他从事过磁化抗血清的工作。他培

养了多名研究生，其中不乏已在科技界担任重要职务。他勤于思考，善于发现学科发展中的新动向，并在自己力所能及的条

件下尽量在工作中顺应，因而能成为在国内介绍数值分类工作，并在科研工作中应用的先驱。为了学习电子计算机，他在 40

多岁时还用功学习高等数学，演算大量习题。他有较强的外语运用能力，热衷翻译国外重要著作，一生翻译过德、英、俄、日等

国学术著作多种，字数达 400 万，1959 年出版 1964 年再版增订的《工业真菌学纲要》，曾是本学科领域的畅销书;1975 年出版

过著名德国工业微生物学家 Rehm 的《工业微生物学》，1991 年又在该书基础上，联合几位同行编著了《工业微生物学基础及

其应用》。晚年还出版了汉译美国畅销书《最后的出路》(谈安乐死的小册子)。他从 20 世纪末开始直到临终，十多年来在互

联网上设立了个人网页，名之为《率性谭》和《忘年谭》，发表过数百篇杂文，涉猎广泛，深含哲理，既给读者以启迪，又是晚年的

精神寄托。

(青宁生 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