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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得主、中国科学

院院士、我国著名植物学家吴征镒，6 月

20 日凌晨因病医治无效在昆明逝世，享

年 97 岁。

吴征镒原籍江苏仪征，1916 年 6 月

13 日生于江西九江。1937 年毕业于清华

大学生物系。曾在西南联合大学、清华大

学任教，解放前任中共清华（南系）教职

员党支部委员。

吴征镒是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

研究员、名誉所长。1955 年选聘为中国

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1979 年又当

选为中国科学院主席团成员；1958 年任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所长，1979

年兼任中国科学院昆明分院院长。后曾任

云南省科委副主任，云南省科协主席。自

1980年后任美国植物学会外籍终身会员，

瑞典皇家植物地理学会名誉会员，前苏联

植物学会通迅会员。1997 年当选世界自

然保护联盟（IUCN）理事。2008 年 1 月，

吴征镒荣获 2007 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

奖。

他被誉为“世界上最杰出的植物学家

之一”。他是《中国植物志》的最后一任主编，

在他的领导下，这部跨越半个世纪、凝聚

中国三代植物学家心血的巨著终于付梓。

在植物的王国中，他堪称“草木知

音”。吴征镒论证了我国植物区系的三

大历史来源和 15 种地理成分，提出了北

纬 20°～ 40°间的中国南部、西南部是

古南大陆、古北大陆和古地中海植物区系

的发生和发展的关键地区的观点；主编的

200 万字《中国植被》是植物学有关学科

及农、林、牧业生产的一部重要科学资料；

组织领导了全国特别是云南植物资源的调

查，并指出植物的有用物质的形成和植物

种原分布区及形成历史有一定相关性；主

著名植物学家吴征镒院士逝世

1984 年，贵州梵净山考察

2001 年 5 月 3 日，吴征镒与部分清华老
朋友团聚。左起：郭良夫、吴征镒、姚彦秀、
张祖道、钱惠濂、汪仁霖。张祖道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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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了若干全国性和地区性植物志。近年来，

还提出了“东亚植物区”的概念，以及被

子植物起源“多系—多期—多域”的理论。

他发表各类论文 140 多篇，并主编或

编写了数十部学术专著。吴征镒定名和参

与定名的植物分类群有 1766 个，涵盖 94 科

334 属，是中国发现和命名植物最多的一位。

以他为代表的三代中国植物分类学家改变

了中国植物主要由外国人命名的历史。

1946 年，吴征镒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他的一生，始终将自己的命运和祖国的命

运结合在一起，淡泊名利、认真治学、锐

意创新。

2011 年 12 月 10 日，国际小行星中

心发布第 77508 号公报，将第 175718 号

小行星永久命名为“吴征镒星”。  （宗和）

2008 年 4 月，校友总会副会长贺美英、
校党委副书记史宗恺等赴昆明看望吴征镒学
长，一起翻阅新出版的《清华校友通讯》复
57 期，该期封面人物为吴征镒学长

江河其工　星斗其魂

——忆张光斗先生二三事

○刘　宁（1978 级水利）

2013 年 6 月 21 日，杰出的水利水电

工程专家和工程教育家，我国水利水电事

业的主要开拓者之一，中国科学院、中国

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原副校长张光斗在

北京逝世，享年 101 岁。

本文作者刘宁，现为水利部副部长。

张光斗先生是我国的水利泰斗。从黄

河的龙羊峡、拉西瓦，到长江的葛洲坝、

三峡，从雅砻江的二滩到红水河的龙滩，

祖国大江南北，几乎所有的大型水电站的

坝址，都留下了先生的足迹。先生见证了

近代以来中国水利水电建设的历史，为新

中国水利水电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先生一生情系三峡，是三峡工程从规

划、设计、研究、论证、争论，直至开工

建设、全面建成这一整个过程的见证人和

主要技术把关者。1993 年 5 月，先生被

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聘为《长江三

峡水利枢纽初步设计报告》审查核心专家

组组长，主持了三峡工程初步设计的审查。

工程开工后，他担任了国务院三峡工程建

设委员会三峡枢纽工程质量检查专家组副

组长，每年至少两次亲赴三峡工地施工现

场。当时，我在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从

事三峡枢纽工程以及隔河岩和水布垭水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