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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玺字尔玉
,

动物学家和海洋湖沼学家
。

1897 年 2 月出生于河北省平乡县
,

19 67 年 7

月逝于山东省青岛市
。

张玺幼年在家乡读书
,

于 19 2 2 年公费赴法国留学
,

19 2 7 年获里昂大学硕士学位
。

后在

里昂大学动物学研究室瓦内教授的指导下从事软体动物后鳃类的研究
。

193 1 年获法国国

家博士学位
,

1 9 32 年回国
,

应聘为北平研究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
,

从事海洋动物的研究
.

同

时也应聘在中法大学生物 系任动物学及海洋生物学教授
,

从事海洋无脊椎动物学研究
。

19 3 5 年北平研究院和青岛市政府联合组织了胶州湾海洋动物采集 团
,

由张玺教授任团长
,

对胶州湾各类动物及海洋环境做了全面调查
,

发表采集报告 4 辑及原索动物
、

软体动物
、

甲

壳类
、

棘皮动物等研究报告多篇
。

这是我国首次进行的海洋动物的调查
,

虽然涉及的范围

仅限于胶州湾及其附近
,

但胶州湾位于我国北部沿海
,

它的海洋环境和动物区系在我国北

部沿海具有代表性
。

因此
,

张玺的研究
,

特别是一些种类的记载成为研究我国北部沿海动

物区系所必须参考的重要资料
,

也是研究动物资源的变动和环境污染对 比的宝贵资料
。

这

次调查首次在我国发现了原索动物柱头虫 (D ol ic hog lo ss us )
,

这是无脊椎与脊椎动物之间的

一种动物
,

是研究 动物进化的好材料
,

张玺和顾光中将它定为一个新种

—
黄岛柱头虫

(D oli ch og to ss us h w “ng ta ue ns is)
。

同时他还在胶州湾发现了文昌鱼
,

在与厦门文昌鱼做了

详细 比较后定为厦门文昌鱼的一个新变种
。

关于这方面的研究
,

他一直持续到 60 年代
。

19 3 7 年
,

抗 日战争爆发
,

北平研究院动物研究所被迫迁往昆明
,

张玺继任所长
,

并与云

南省建设厅合组水产研究所
,

张玺兼任所长
.

时值抗战期间
,

研究海洋动物 已不可能
,

张

玺遂 即进行淡水及陆地动物的研究
.

他广泛搜集 了滇池的环境和动物的资料
,

发表 了《昆

明湖的形质及其动物之研究》
,

对昆明湖的地形
、

水面积
、

水深
、

水温
、

水的酸碱度
、

透明度
、

水色及其动物的种类等
,

进行了研究
,

是为我 国研究湖沼学的先声
。

他对洱海
、

抚仙湖的

渔业进行 了调查
,

对滇池 的养鱼业和青鱼的繁殖
;
对甲壳类动物

、

软体动物和陆生的蛇类

等
,

均进行了研究
,

撰写了论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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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胜利后
,

北平研究院动物研究所于 19 4 6 年复员北平
,

仍在旧址三贝子花园 (即今

动物 园)内建置
。

张玺考虑到原来所里人员少
,

研究范围较窄
,

因此又聘请沈嘉瑞先生研

究甲壳类
,

朱弘复先生研究昆虫
。

张玺则继续从事海洋动物的研究工作
,

曾两次派人到青

岛和烟台进行采集
、

补充标本
。

194 9 年
,

中华人 民共和国建立之后
,

张玺与童第周
、

曾呈奎等老一辈科学家建立并领

导了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青岛海洋生物研究室
,

嗣后该研究室逐步发展成为海洋

生物研究所
、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

均任副所长
。

19 5 8 年
,

他和邱秉经同志一起筹建了

中国科学 院海洋研究所南海海洋研究分所
,

张玺兼任所长
。

以后该所同样发展成为独立

的综合性的研究所
。

当时
,

他还兼任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
.

在 50 年代
,

张玺领导了中国海洋无脊椎动物的分类
、

区系
、

形态和生物学的研究
。

对

我国北 自鸭绿江 口南至西沙群岛的漫长海岸进行了多次调查
.

19 5 7一 19 60 年他任中方团

长领 导了中苏海洋生物考查 团
,

亲 自到海南 岛采集标本
。

通过这些调查不仅获得了大量

的标本资料
,

而且进一步发展了我国的潮间带生态 的研究
。

张玺和他的同事们一起发表

了软体动物及原索动物的许多论文和专著
。

他非常重视理论联系实际
,

对我国沿海危害

极为严重 的船蛆和海笋的研究就是证明
。

由于他亲自在青岛及全国各地特别是海南岛搜

集资料和 向渔民调查
,

对船蛆的种类和主要种类的繁殖季节
,

以及我国渔民对其的防治方

法进行了深人
、

细致的研究
,

为防除船蛆提供 了重要依据
。

当塘沽防波堤发现有海笋为害

时
,

张先生 即亲赴现场
,

对海笋的种类
、

繁殖季节
、

生活习性以及危害程度进行调查研究
,

发表 了论文
,

提出这种动物只穿凿石灰石而不穿凿花 岗岩
,

因而筑港时不能用石灰石的建

议
。

此外张玺对食用海洋生物种类十分重视
。

早在 193 6 年即发表我国《胶州湾及其附近

海产食用软体动物的研究》
,

对我国各种食用海产动物的种类的名称
、

形态
、

生活习性
、

捕

捞或养殖
,

以及利用等做了详尽的叙述
。

解放后
,

他又通过调查发表了我国的牡蜗 13 种
,

并曾派人到深圳总结牡蜘 的养殖经验
,

写成《牡蜘》及《近江牡蜘 的养殖》两本书
。

对我国

北方制造干贝的唯一种类
—

栉孔扇贝 当时逐年减产问题
,

做了为期 3 年的调查研究
,

对

它的繁殖与生长规律进行 了细致 的分 析
,

提出了保护措施
,

为大力开展这种扇贝的养殖
,

做出重要贡献
。

根据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水产事业迅速发展 的需要
,

张玺在 当时我所组织开展

软体动物分类区系和资源开发保护研究的同时
,

也开展贝类繁殖生物学和人工育苗
、

养殖

研究
。

经济贝类 中
,

紫贻贝和皱纹盘鲍都是北温带种
,

在我国北方沿海虽属常见
,

但 自然

资源有限
,

必须在充分掌握其繁殖习性和环境条件特点的基础上才能成功地进行育苗和

养殖生产
。

他安排最得力的学生
,

于 50 年代后期开始贝类繁殖生物学和人工育苗实验
,

又

建立了贝类养殖组
。

由于张玺积极的倡导
、

认真领导和精心组织
,

本所后来在鲍
、

贻贝和

扇贝人工育苗
、

养殖研究 中
,

取得了显著进展
,

在我国首次取得皱纹盘鲍
、

杂色鲍
、

紫贻贝

和扇贝人工育苗及养殖成功
,

开发了适宜于我国特点的育苗养殖技术
,

使贻贝和扇贝养殖

发展成为北方沿海重要产业
,

并使我国的养殖产量居世界首位
。

张玺在南海海洋研究所工作期间
,

提 出南海 的生物工作应以珊瑚和珍珠贝的研究为

重点
,

同时开展污损生物及其他生物的研究战略
,

得到南海所同志的赞成和支持
。

按照张

玺的部署
,

南海所同志陆续来海洋所进修
。

这些方面的研究
,

现在南海所 已有很大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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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

张玺在兼任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期间
,

曾领导科研人员开展淡水
、

陆生软体

动物 的研究
,

进行钉螺的调查及分类研究
,

曾写出洞庭湖和都阳湖双壳类软体动物的论

文
。

张玺学识渊博
,

诲人不倦
,

深受青年研究人员爱戴
,

他在北平研究院工作期间就 曾通

过工作培养了顾光中
、

曹新孙
、

邵子成
、

相里矩
、

成庆泰
、

刘永彬
,

以及齐钟彦
、

李洁民
、

马啸

同等一批贝类学研究者
。

解放后他曾接受广州
、

北京
、

湛江
、

大连
、

南京等地的科研单位及

大专院校的人员来海洋所进修
。

在他 的精心指导和培养下
,

这些人后来均 已成为科研及

教学领域的带头人和骨干
,

为我国动物学
、

海洋生物学
、

贝类学事业造就了大批人才
。

他

曾在中法大学
、

北京大学
、

云南大学
、

山东大学等高等院校任教
,

讲授海洋学
、

动物学
、

组织

胚胎学
、

比较解剖学和贝类学等课程
,

编写了大量的讲义和实验材料
,

其中唯有《贝类学纲

要》在同志们的协助下
,

19 61 年由科学 出版社出版
,

共计 50 多万字
,

是我国第一部 比较系

统论述软体动物的专著
。

张玺是我国贝类学研究 的奠基人
。

他一生撰写和发表报告
、

论文

共计百余篇约 300 多万字
。

张玺教授曾被选为第二
、

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

山东省政协副主席
,

九三学社中央委员

和青岛市主任委员
,

中国海洋湖沼学会理事长
,

中国动物学会常务理事
,

国家科委海洋组

成员
、

水产组成员兼珍珠贝研究组组长
.

张玺教授热爱祖国
,

热爱科学事业
,

为发展我国动物学
、

海洋生物学
、

海洋湖沼学事业

创出令人瞩 目的业绩
,

是令人爱戴的优秀科学家
。

在纪念张玺教授诞辰 100 周年之际
,

让

我们继续发扬他的科学研究精神
,

为促进科学发展和现代化建设而献身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