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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有过根除东亚飞蝗蝗灾的光辉

业绩，有过对 《我们共同的未来》 的

卓越贡献，有过创立复合生态系统理

论的巨大成就，他更有强烈的民族责

任感和赤诚爱国心。他为了学习科学

知识服务祖国而远赴国外留学，他为

了全身心投入新中国建设又冲破重重

阻力回到祖国，他的一生虽然短暂，

但是全部都奉献给党和国家。他就是

誓言要用知识改变落后祖国的中国生

态学之父、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科学先

驱马世骏。

“我要用我的知识改
变落后的中国”

马世骏的童年和少年，是在军阀

混战和遭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苦难

环境中度过的。他早年就读于山东省

兖州和济南中学， 因参加抗日救亡运

动， 两次被学校开除， 将宜亭之名改

为世骏转赴北平完成高中学业。大学

时，又因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被北

平宪兵团拘留。但马世骏就是不屈不

挠，一边刻苦学习科学文化知识，一

边积极参加爱国学生运动。1948 年，

马世骏一方面为了摆脱国内的战乱，

一方面为了学习科学知识服务祖国，

在 33 岁时离开祖国前往美国留学深

造。1949 年，马世骏仅仅用一年时间

就取得了犹他州州立大学的硕士学

位，前往明尼苏达大学攻读博士学

位，被推选为美国科学院荣誉协会正

式会员并被授予金钥匙。这一年，新

中国成立的好消息跨过太平洋，让马

世骏振奋不已。马世骏在 2 年时间内

取得博士学位后急切回国，期待全身

心投入到新中国的建设之中，于是向

导师查普曼申请回到中国。查普曼非

常欣赏马世骏，竭力劝他留下来，马

世骏毅然说道：“我要用我的知识改变

落后的中国，我离开祖国很久了，我

想念我的同胞。”

马世骏的回国之路非常艰难，他

报效祖国的愿望和行动受到美国当局

的 阻 挠 ， 但 是 马 世 骏 并 没 有 放 弃 。

1951 年秋天，马世骏前往荷兰参加国

际昆虫学大会，并在荷兰申请去比利

时等地访问。此时，他的所有行李家

当都在美国，美国方面也就同意了他

的申请。马世骏从荷兰到比利时，又

从比利时到法国到英国，在英国，他

终于联系上中国驻英机构，当晚就悄

然登上了目的地是中国的邮轮。从荷

兰到家乡，马世骏辗转多地，耗费了

整整 3 个月的时间。1951 年深冬，马

世骏在香港下了客轮，辗转回到魂牵

梦绕的祖国，回到自己心心念念的故

乡，他抛弃了所有留在美国的行李和

家当，实现了他回归祖国、献身祖国

科学事业的宿愿！

“改治结合，根除蝗灾”

马世骏回国后，国家给他的第一

个科研任务是解决两千多年遗留下的

蝗灾问题。中国人治蝗治了几千年，

为什么一直治不住？在广泛调查、研

究的基础上，马世骏明确了飞蝗次生

型的演变规律和演变机制；揭示了飞

蝗爆发的主因是水、旱灾相间发生，

次因是社会不稳定及贫穷落后；他从

生态地理学角度提出了“改治结合，

根除蝗害”的飞蝗治理策略与措施，

通过改造生态结构，用修建堤坝和控

制水位等方式转变蝗虫生殖繁衍的条

件以达到根治蝗灾的目的。自 20 世纪

50 年代后期起，肆虐我国数千年的蝗

灾，在中华大地上再也没有大范围出

现。该成果于 1978 年获中国科学院和

中国科学大会重大成果奖，1982 年获

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在研究昆虫生态学和害虫综合管

理的阶段，马世骏创建了我国第一个

昆虫生态学实验室，先后提出了“中

国农业害虫的动态分析及控制途径”

“昆虫种群的空间、数量、时间结构及

其动态”“ 种群自动调节”与“种群

变境成长”等理论及新概念，并指出

了综合防治措施选择的标准为“安

全、有效、经济、简便”，各种措施之

间的有机协调。他创造性地将生态学

原理、经济学理论应用于植物保护，

提升了我国害虫综合防治理论与应用

水平，为昆虫生态学和害虫综合管理

理论与应用做出了突出贡献。

1952 年 3 月，马世骏主动参加了

反细菌战专家调查团，与钟惠澜、刘

崇乐等科学家一起到朝鲜和我国东北

现场调查，获得了一系列美国军队悍

然发动细菌战的证据。他还在国际调

查团的会议上作了有力的发言与论

证，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并荣获爱国

卫生运动委员会的奖励。马世骏 1959

年出版的 《中国昆虫生态地理概述》

是中国昆虫生态地理与昆虫区划的第

一本专著。关于粘虫测报、防治的研

究先后获得中国科学院重大科技成果

奖 （1978 年） 和国家自然科学奖三等

奖 （1982 年）。“棉虫种群动态及综合

防治研究”于 1988 年获国家科技进步

三等奖。

“社会—经济—自然
复合生态系统”

亲历了害虫综合管治的成果实践

之后，马世骏又敏锐地提出“人类在

创造社会财富的同时，也在不知不觉

地毁坏自己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伴

随人类社会的快速发展，空气污染、

环境污染日益加剧”。1972年以来，他

把科学研究工作扩展到系统生态学和

可持续发展领域。

1978 年，马世骏在 《环境保护》

上发表论文 《环境保护与生态系统》，

将科学研究拓展到经济建设领域，在

国内率先指出“生态学是人类解决当

代重大社会问题的科学基础之一”。他

分析了当时与生态学有关的三大社会

问题，即“环境污染问题、人口问题

与生物资源利用问题”， 论述了人

类、生物与环境的关系，以及环境污

染与生物圈物质循环的关系，强调

“人类物质循环是生物圈循环的一部

分”。他还运用生态学原理，提出了解

决污染和保护环境的途径，即“工业

技术与工艺、发挥生态系统功能作

用、生态风险评估”。

1979 年，马世骏在中国环境科学

学会成立大会所作的 《环境系统理论

的发展和意义》 的学术报告中，提出

了“生态系统工程”概念，并在国际

上首次给予明确的科学定义，精辟地

概括了“整体、协调、循环、再生”

生态工程的原理。在 20 世纪 80—90 年

代，该原理推进了我国生态农业的蓬

勃发展。现在该原理已成为生态县、

生态市、生态省规划与建设的科学思

路，对推动我国生态建设与产业可持

续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1987 年，出

版了与李松华研究员联合主编的 《中

国的农业生态工程》，这是国际上首部

关于生态工程的专著，为引导国内外

生态工程的研究与应用奠定了理论和

实践基础。

20 世纪 80 年代，马世骏进一步将

生态学研究从自然生态系统扩展到以

人类为中心的人工生态系统，在国际

上首次提出了社会—经济—自然复合

生态系统理论，明确指出“社会、经

济、自然三个子系统既有各自运行规

律，也是相互作用的整体”，提出了衡

量复合生态系统的准则，即“自然系

统是否合理，经济系统是否有利，社

会系统是否有效”。这一理论得到国际

社会广泛关注和认可，开创了人与自

然耦合机制与调控的新思路。

马世骏还积极参与生态环境保护

的研究与实践，在省、市、县等不同

层级的生态学培训班上，他都呼吁提

高全民生态意识——“中国的生态环

境问题，不仅是个科学技术问题，更

是个全民意识问题。要让生态意识深

入人心，走好生态平衡的可持续发展

之路”。在国际上，早在 20 世纪 70 年

代他就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观点，曾

担任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委员，

以发展中国家代表的身份，与挪威首

相 Brundtland 夫人等共同起草了著名

的《我们共同的未来》，为推动全球可

持续发展做出了贡献。

1991 年，75 岁高龄的马世骏先生

已经因为青光眼和白内障看不清东

西，他却依旧坚持工作。5 月 22 日，

马世骏参加了中国科协 4 大会议，大

会 26 日才结束。27 日，刚刚休息一

天的马世骏乘车前往河北迁安参与主

持由数百个生态县、生态乡、生态村

参加的“全国生态农业 （林业） 县建

设经验交流会”，并作学术报告 《生

态 县 的 内 涵 和 发 展 趋 势》。 5 月 30

日，他坐车返回北京，下午 4 时许在

河北省丰润县境内以身殉职，享年

75 岁。

马世骏的一生，正如他的名字一

样，像一匹不知疲倦的骏马，一生都

在开路、赶路和引路。星光不问赶路

人，他的事迹将激励着新时代的我们

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实现中国梦而不懈奋斗！

马世骏：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科学先驱
□ 宋昌素

马世骏 （1915.12.5—1991.5.30），山东兖州人，生态学家、昆虫学家，我国

昆虫生态地理学、数学生态学、经济生态学等学科奠基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院士）。1948 年赴美求学并于一年后获得犹他州州立大学昆虫生态学硕士学位，

后前往明尼苏达大学并于 1951 年获得博士学位。1952 年，马世骏回到中国并创

建了国内首个昆虫生态学实验室。先后在东亚飞蝗生态、生理研究、系统生态学

理论等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开创了生态工程领域，提出和建立了社会—经济—

自然复合生态系统理论，为中国生态学事业发展做出了开创性和奠基性的工作，

是系统生态学理论与生态控制、可持续发展理论与应用的先驱。

归国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

二十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

五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次全

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各地

区要立足自身优势，结合产业发展

需求，科学合理布局科技创新。要

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建设综合性国家

科学中心或区域科技创新中心，使

之成为世界科学前沿领域和新兴产

业技术创新、全球科技创新要素的

汇聚地。这为我国推动区域创新发

展指明了方向。把握区域创新发展

的新需求、新趋势，打造区域科技

创新中心，形成主体功能明确、优

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创新布

局，对我国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重

要意义。

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经济发

展由传统制造业为主模式逐步向以

创新为驱动力模式转变。在传统发

展 模 式 中 ， 借 助 于 市 场 “ 无 形 之

手”的作用，产业发展在实现规模

效应最大化后，出于成本的原因将

逐步向欠发达地区转移，从而实现

区域均衡发展。以创新为驱动力的

产 业 与 传 统 产 业 发 展 有 着 不 同 模

式，创新产业的发展高度依赖于原

有的创新生态系统和创新基础，主

要取决于创新知识的积累而非成本

最小化，而创新资源集聚具有网络

外部性，趋向于集中在创新人才丰

富、创新基础设施完备、协同沟通

机制完善的中心城市，集聚效应与

区域分化就成为创新驱动型发展模

式的重要特征。近年来，创新型企

业和研发机构向中心城市快速转移集

聚的现象日趋明显，以北京、上海、

深圳等为代表的科技中心城市，不

断吸引创新资源和创新人才，京沪

粤三地研发投入占国家总量的 30%以

上，双一流高校占全国超过 35%、

中科院院士比例达 60%以上。因此，

推动国家实现创新驱动转型，就需

要 打 造 一 批 高 水 平 的 区 域 创 新 中

心，辐射带动区域创新发展。

创新驱动型发展模式在推动经

济高质量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一

系列发展问题。一是创新驱动型产

业繁荣造成区域发展两极分化格局

日 益 明 显 ， 即 创 新 产 业 、 创 新 资

源、创新人才越来越向少数明星城

市集聚，其他多数城市发展面临着

创新资源流失的挑战，发展不平衡

不充分问题进一步加剧。二是创新

发展的中心城市资源集聚，也加剧

了企业用人成本高涨与员工薪酬缺

乏竞争力之间的矛盾。由于创新主

要取决于创新生态系统的建构，创

新驱动型发展模式带来的区域分化

无法依赖市场进行自我调节予以解

决。当前，我国正加速推动创新驱

动型产业发展，区域创新发展分化

趋势已经显现，应对创新产业发展

引发的“集聚效应”给予重视并防

范。在北京、上海、粤港澳等国际

科技中心之外，尤其是中西部、东

北地区等欠发达地区，遴选打造区

域创新中心，对冲创新资源高度集

聚引发的区域分化。

强化战略引领和顶层设计，在

全国范围内遴选若干有一定创新发

展基础、具有区域辐射性质的区域

中心城市，以超大规模资源投入支

持其打造区域创新中心，使其创新

生态系统步入“自生”发展阶段，

进而辐射带动整个区域发展，实现

国 家 创 新 协 同 发 展 。 强 化 战 略 遴

选，区域创新中心的遴选要坚持总

量控制，切实防止区域无效无序竞

争，不仅要考虑到创新人才、教育

系统、产业基础等条件，更要考虑

到区域均衡、辐射效应、公平发展

等战略因素。强化需求导向，坚持

面向内生创新能力培育和发展，按

照“一地一策”原则，强化多元创

新主体参与，明确体现地方发展定

位和优势的科技创新发展战略，明

确优先发展领域与产业，实施一批

适应区域发展需求的政策举措。实

施强有力、多元化、持续性的创新

政策，在国家层面予以土地政策、

创 新 重 大 基 础 设 施 、 综 合 教 育 系

统、城市规划、金融税收等支持；

在地方层面，实施与区域创新中心

建设发展相适应的科技、教育、产

业治理改革，建立完善现代化治理

体 系 ， 不 断 提 升 区 域 创 新 治 理

能力。

“通过在脑后插入一根线缆，我

们就能够畅游计算机世界；只需一个

意念就能操控事物或改变现实；不用

花费大量时间记忆知识点，只需将内

容直接传输到大脑中即可”。这并非

是天马行空的幻想，而是基于脑机接

口技术的大胆且合理的设想。

顾名思义，“脑机接口”是活的

神经组织和人造设备之间的直接连

接，在计算机和脑之间建立信息沟通

通道。对脑机接口的研究可以追溯至

1924 年，德国医生汉斯·贝格尔发现

了脑电波，彼时人们注意到意识可以

转化为电子信号被读取。以此为基

础，脑机接口技术开始起步并逐步发

展。该技术可大致分为侵入式和非侵

入式两类。前者指测量电极接触大

脑，甚至插入大脑内部，这样获取的

信号质量较好，但对大脑的损伤风险

也相对较大；后者不接触大脑，主要

利用头皮电极帽、超声、核磁共振成

像等技术，但对大脑信号的捕获效果

相对差些。脑机接口技术的基本原理

主要分两步：先用设备从大脑中读取

和破译“脑信号”，获取脑细胞对意

识的反应曲线；再把这种反应曲线转

化成指令去控制机器，在真实世界中

执行人的意志。

近年来，随着神经信号处理、大

脑植入芯片、深度学习算法等新技术

和可植入大脑新材料取得重大突破，

脑机接口技术快速发展，并广泛应用

于医疗健康、运动控制等领域。比

如，通过思维操控安装了脑机接口的

机器人能够去做危险的工作；再比

如，在脑机接口技术的帮助下，重度

运动障碍患者可以通过意念控制机械

臂活动，以帮助其提高生活便利程

度。鉴于脑机接口技术的巨大潜能，

其已经成为全球科技竞争的战略高

地。美国、欧盟、日本等国家或地区

都启动了旨在推动脑机接口技术发展

的“脑计划”，脑科学、类脑研究也

被先后列入中国“十三五”和“十四

五”规划中。

但是，脑机接口技术也面临较大

挑战。一方面，技术突破尚需时日。

比如，怎样从复杂的生物脑电信号中

准确提取信息、如何确立大脑心智信

号与实际行为之间的准确关系、如何

厘清疾病修复与性能增强之间的界

限、如何确保大脑信号不被网络攻击

或非法劫持、如何安全简易地在大脑

皮层中植入读取装备等，都是未解的

难题。另一方面，容易引发伦理危

机。脑机接口技术在某种程度上是对

人的身体尤其是最关键的“脑”的深

度“介入”，其结果将在一定程度上

导致人脑趋于机器化、机器趋向拟人

化、人与机器类属关系模糊化。往深

层次说，脑机接口技术可能会在人类

面前显示出“反制”的力量，进而产

生违背使用者“意志”的严重错误。

从长远发展看，脑机接口作为一

项新兴技术具有广阔发展前景，关键

是破解技术难题、直面伦理拷问，推

动“脑机交互”走向“脑机融合”，

真正打造超强人类。可以预见，未

来，脑机接口将朝着小型化、便携

化、可穿戴化和简单易用化方向发

展，特别是随着纳米级芯片的应用、

对大脑神经元研究的深入和植入技术

的成熟，加之对脑机接口伦理问题的

务实研究和有效应对，人的思维意识

将被准确识别和精准执行，脑机接口

技 术 也 将 更 好 地 服 务 于 人 类 社 会

发展。

合理布局打造区域科技创新中心
□ 初 玉 毕迅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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