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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先贤

热带作物病害研究先驱
———陆大京

#本文撰写过程中，得到传主哲嗣陆焕章先生和广东省微生物研究所多位先生的大力帮助；参考了陆丽莲女士著“中国橡胶和热带作物病

害研究的开拓者———陆大京”（《中国科学技术专家传略》农学篇·植保卷）、章汝先教授撰写的“我国植物病理学家$$陆大京”《热带农

业科学》!""# 年 $! 期）。原热带作物研究所所长张开明教授提供了许多重要信息，并审阅本文，特此致谢。

陆大京遗像（!"$% & !""#）

陆大 京，原 名 京 生，字 君 房，英 文 名

’()*+,-. /0+。!"$% 年 1 月 2" 日生于北

京，!""# 年 % 月 2% 日卒于广州。

陆大京原籍江苏省无锡县。他生长

在一个外交官家庭，父亲陆震曾任外交

官，为我国驻仰光总领事。他于 !"!3 年 3
月考入清华学堂，!"2% 年 3 月赴美留学，

!"2" 年 3 月在美国康奈尔大学农学院毕

业，获学士学位。!"1$ 年 " 月在美国路易

斯安那州立大学农学院获硕士学位，!"11

年 1 月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获博士学位。

同年回国，任私立岭南大学农学院助教

授，并兼任广东省建设厅农林局技正半

年。!"14 年 5 月至 !"1% 年 !! 月任浙江

大学农学院副教授、教授。!"15 年 ! 月至

!"44 年 !2 月在广西省政府农林处任技

正，其间在广西农事试验场工作，并兼任

广西大学农学院教授，!"44 年 % 月至 !"4#
年 % 月任广西大学农学院院长。抗日战

争胜利后，!"4# 年 !$ 月至 !"4" 年 !$ 月

任广西省农垦管理处处长。!"4# 年 !2 月至 !"4% 年底兼任广西善后救济分署农业顾问，后期兼任农林部华

南区拽引机驾驶人员训练班主任，!"45 年 % 月至 !"#$ 年 !$ 月任机械农垦处（新中国成立后改称广西农垦

处）处长。!"#$ 年 !$ 月至 !"#1 年 !$ 月任广东省糖业公司技正兼农务室研究组长，兼任岭南大学真菌学教

授。其间于 !"#2 年 % 月至 !"#1 年 # 月在该公司甘蔗试验场工作，!"#4 年参加林业部特种林业研究所对热

带作物病虫害的调查工作，随后该所改称华南亚热带作物研究所，陆大京被调来该所，!"#" 年任重组后的华

南热带作物研究所植保系副主任，!"%$ 年后退休。!"%" 年 !$ 月任广东省微生物研究所研究员兼副所长，

!"5# 年任该所学术委员会顾问。

陆大京曾任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药械组组员、广东省微生物学会理事长、中国植物病理学会顾问；中国

微生物菌种保藏管理委员会学术组成员，他是”九三”学社社员，并曾当选为广东分社常委。

陆大京从 !$ 岁进入清华学堂，接受了 !$ 年基础训练，在康乃尔大学农学院又得到著名植物病理学家名

师怀素（67678+9:;9<）指导，用两年时间完成大学本科学业，取得学士学位，并在美国植物病理学杂志以摘要

形式上报告了他在 !"25 年夏天用砷酸钙抑制人参格链孢菌对人参感染的实验结果（=(<*,>? (@A9-(:9 (A (
B>-.,*,C9），他发现用砷酸钙的效果比波尔多液和铜制剂的效果都好，这是他发表的第一篇科研论文。在康乃

尔大学学习期间，陆大京得到先他 # 年来此，后来成为他的姐夫的邓叔群较多的关照，他除选修了植物病理

学和真菌分类学等课程外，还选修了森林学、树木分类学、昆虫学、养鸡学、养鱼学、农具学等多门课程，这为

他后来回国从事农业技术和行政管理服务打下了较好的专业基础。在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攻读硕士学位

期间，他选读了甘蔗病害概论和高等植物分类学，并将大部分时间放在路易斯安那州的一个以盛产大米著

称，并设有研究水稻的机构的小镇克罗利（=@0D<9E），他在那里收集水稻病害标本，从中分离了几种严重危害

水稻的病原菌，完成了他的硕士论文。!"1$ 年他重新回到美国北方，进入明尼苏达大学植物病理系攻读博

士学位。明尼苏达州位于美国中北部，作物生长季节短，从未种过水稻。陆大京征得导师斯坦克曼（F7 =7
G:(H?(- ，!55# I !"%"）教授同意，亲自耕种水稻试验地，定时记录不同品种生长情况及出现的各种病害，他根

据所获得的试验结果，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一些水稻病害的生理研究”，并获得 J(??( G,.?( K9<:( 荣誉奖。

在美国 3 年中，他先在北方完成大学本科，然后到南方攻读硕士学位，最后又回到北方完成博士论文，接触了

热带作物，特别是甘蔗病害，为后来回国从事热带作物病害防治打下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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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不少在康乃尔读过农学院的留学生一样，陆大京回国之初，应聘为岭南大学任助教授。他除教授普

通植物病理学外，还协助学校采集教学用标本，有时还做点研究工作。在这里，他用英文发表了第一篇研究

报告“用改良的方法来清除水稻种子的病菌”。

抗日战争时期，陆大京在广西大学校长马君武等的关照下，被安排在柳州沙塘广西农事试验场。他利

用广西大学的实验室做过一些科研工作。例如曾采集和鉴定过柳州上空真菌孢子，在我国也许是这方面的

最早的调查结果。在此期间，他进行过油桐树枯萎病和烟草青枯病的研究。发现油桐树枯萎病菌只侵害

“三年桐”，而“四年桐”对此病有抗病能力，发表过“‘三年桐’立枯病的调查研究”；还研究过烟草青枯病的抗

病性，从 !" 多个烟草品种中选出抗青枯病菌的“阿波”品种。

#" 世纪 $" 年代初，国家农垦部在湛江设立华南农垦总局，开始了海南大规模垦殖事业的建设。为了打

破帝国主义对我国的橡胶禁运，开始在海南岛发展橡胶园，建立我国的橡胶生产基地。陆大京奉调到华南

热带作物研究所，他携全家定居海南岛，从事热带作物病害防治。他参加过我国橡胶树宜林地的调查，与同

事们一起进行过海南热带经济作物病虫害调查，%&$! 年写出“热带经济作物病虫害调查报告”，在这次调查

中共发现油棕、胡椒、咖啡、芒果和腰果等热带作物病害 & 种，害虫 $ 种。这是我国热带作物植保方面的早期

资料。为了借鉴国外防治橡胶树根病的技术经验，陆大京广泛阅读和专门翻译了许多外文资料，写出了《橡

胶树病害》、《世界橡胶根病的历史及其发展情况》等综述性文献，在当年对广大橡胶植保科技人员有较大的

帮助。

橡胶白粉病是橡胶树的重要病害，流行时严重时影响橡胶产量。为保障我国植胶事业顺利发展，从

%&$’ 年开始设立课题，陆大京任课题主持人，具体工作由周启昆、龙永棠、张开明等承担。他们对白粉病的

生物学特性、发病规律和化学防治方法。包括病原菌越冬、野生寄主、温湿度与病菌发病关系、硫磺粉防治

效果等进行了 ( 年研究，发表过研究报告“橡胶白粉病一年工作总结（%&$) 年）”，这些前期工作，为后来华南

热带作物科学研究所几代人在橡胶白粉病防治工作取得的重要成绩打下了基础。

%&$( 年海南岛在儋州木排橡胶大苗圃刚种下的橡胶苗发生根腐病，威胁着橡胶业的发展。陆大京和同

事们一起，深入病区，找出了病因，提出了防治方法。橡胶树根腐病是橡胶树第二大病害，%&$’ 年设立课题，

陆大京主持，具体工作由陈!用、俞浩承担，%&$) 年和 %&$* 年分别发表“海南垦区橡胶树根病类研究工作总

结”和“橡胶树根腐病调查与初步研究”。%&)( 年开始，由于各农场橡胶根病的发生有逐年加重的趋势，华南

热带作物研究院植保系立项研究橡胶根腐病防治，陆大京参加了工作，他们在海南岛进行了一次全面的调

查，写出了《海南岛橡胶树根病的初步调查报告》。然后进行了农药筛选和病害诊断与处理研究工作，( 年后

因“文革”中断。%&*$ 年由一批年轻人重新开始研究，取得了较好的防治效果，在全国推广应用，%&!% 年获

农垦部科技进步三等奖。

%&)" + %&)# 年，陆大京与合作者们对油棕果腐病进行了专门研究。他们经过三年时间对海南幼龄结果

油棕的果穗和果实腐烂的症状，分布蔓延为害，发生条件和栽培管理的关系进行了详细的调查和系统的观

察，并进行大量的病原分离、培养、田间人工接种和试探性化学保护等试验，研究成果以论文《海南油棕果腐

病病原鉴定及其发病规律的调查研究》发表在 %&)’ 年 ! 月的《植保学报》上。他们发现，当地的幼龄结果棕

园普遍出现的花、果、穗腐烂与环境条件、栽培管理和品种等有密切联系，是非侵染性的病害。经过后来多

年生产实践证明，从选育品种，人工授粉，加强施肥管理和灌溉等方面采取措施，能够显著降低腐果的百分

率，提高油棕产量。这项研究成果在 %&!’ 年曾获得科技成果奖。

%&*& 年年逾古稀的陆大京受聘为广东省微生物研究所副所长，承担培养干部和指导研究生的工作。曾

经有过大学教学经验的陆大京，依借自己熟练的英语水平和丰富的学识与实践积累，在我国改革开放之初，

为培养人才作出了新的贡献。

陆大京一生献身于祖国的植保事业，特别是热带作物病害方面参与较多，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年

他曾获得“科技教育和行政工作 $" 年”荣誉奖状；%&!* 年接受中国热带作物学会颁发的“从事热带作物科研

(" 年”荣誉证书；%&!! 年被广东省科协评为成绩优异的积极分子。

（青宁生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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