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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
八 坚持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遵循四项基本原

则和改革开放的方针，严格遵守国家法令、法规和保密规定，坚

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突出本所的特点，反映时代特征，概要

地记述作物育种栽培研究所的建立、建设与发展的历史；系统地

记载建所以来的重大活动，领导班子的更替，职能管理和科研机

构的沿革和发展；全面地总结我所科学研究、科技开发、国际科

技合作与交流、人才培养与科技队伍建设、科研条件建设和精神

文明建设等方面的成就。

二、本志上限从1957年建所时开始记述，下限截至2002年

底。以时间为主线，纵不断线，横不缺项，以横为主，纵横结

合。历史结合现实，详近略远。使用的史料、事实和数据资料均

经过严格核实，力求翔实可靠；各项史事均以档案和会议记录为

据，未有记录的史实，经过调查核实后予以记述。按照志书的编

纂原则，重在记实，叙而不议，也不夹叙夹议。采取记叙文体，

运用现代汉语和国家规定的标准简化汉字。文风力求科学、严

谨、朴实，语言文字力求简洁、精练、流畅。本志对“文革”时

期的科学研究和技术推广等各项工作情况，坚持宜粗不宜细的原

则，只作简要记述。

三、本志采用公元纪年，年份、年代和世纪一律使用阿拉伯

数字标识。计算单位采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的计量单位。所用

的科学技术名词以有关部门制定或审定的标准为准，未有统一标

准的，以通用的习惯用语。地名以中国地名委员会审定的为准，

别名加注。文中出现的外国人名、地名和国际组织机构名称，采

用汉语译名，原文加括号附后。

四、科研项目以五年计划为时段，科研课题以起始年月为

序，项目或课题一律用全名。科技成果奖励的奖励等级、种类用

全称，并以获奖年月为序。

翼、。攀：；吁黠_丫凝



《重霎姜$}巨龇善瘴瞬作物育种藿t培矾巍的Ii}所整j

五、本所的各研究室、职能部门和试验农场、基地用现名全称。

六、本志除凡例外，由11章和附录组成。即第一章概述；

第二章职能部门与管理；第三章科研机构；第四章科学研究；第：。

； 五章基础设施与农村基点；第六章学术委员会及学术活动；第七㈡

章中国作物学会；第八章党群工作；第九章研究生培养；第十章；，

科技名人录；第十一章大事记。其中第二、第三、第四、第五、 ：；i

第六、第八章分节记述。 ：．

附录包括：科研成果汇编，历届作物育种栽培研究所领导和it

党委(党支部)成员，所属单位负责人，作物育种栽培研究所荣；；

获各类各级荣誉，院士、国家和农业部专家，本所高级技术人员 ：，{

和研究生导师，人才培养培训情况及相关名录等。 i‘

这部所志是在所领导和所志编委会领导下，在全所职工、干i

部的大力支持下，由编写成员共同努力集体完成的，凝聚了全所

人员的集体智慧和心血。由于年代久远，1957～1965年的历史档 ：．；

案记载不完整，“文革”时期作物育种栽培研究所几经变迁等原 i{

因，本所志可能有遗漏和错误之处，敬请原谅。

编委会 _

2007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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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概 述弗一早 僦 殓

口国农业科学院作物育种栽培研究所(以下简称为作物所)于1957年9月1日
正式成立至2002年12月，建所46年。现将其发展历程概述如下：

置一发展泞宰

(一)1957年9月～1960年2月

日曩57年8月27日，经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57)科字第120号文批准，同意
在中国农业科学院下设作物育种栽培、植物保护、土壤肥料、畜牧、棉花等5个研究

所，以及农业气象、原子能利用2个研究室。

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所在原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作物系的3个研究室(麦作、杂

粮、特作)和发育生物系的2个研究室(遗传、生理)的基础上，于1957年9月1日

正式成立。

作物所是中国农业科学院第一批建立的5个研究所之一，也是中国农业科学院直

属的全国性专业研究所。其主要任务是进行粮食(稻、麦、杂粮)、油料(花生、大

豆)、麻类等大田作物的新品种选育、原始材料收集利用和生产栽培技术等方面的试验

研究和调查研究工作。

作物所第一届领导班子成员：所长：王绶；副所长：戴松恩、祖德明、方悴农。

研究机构：1957年9月1 El建所时设有小麦、杂粮、特作、遗传、生理生化等5

个研究室。1957年底，调整为稻麦、杂粮、特作、原始材料、栽培、遗传、生理生化

等7个研究室。1959年1月1 13，调整为麦作、稻作、杂粮、特作、油料、遗传、生

理生化、原始材料等8个研究室。1959年春，作物所机构再次调整，设立稻作、麦作、

杂粮、．特作、油料、原始材料、遗传、生理生化等8个研究室。1959年9月，原始材

料室改名为品种资源研究室。

行政管理机构：作物所成立后，行政管理与服务机构设置办公室及农场。1960年

1月13日根据(60)农院干明字第15号文批复，作物所办公室下设：行政、人保及计

划资料3个科级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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