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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辉煌成就。
为缅怀为建立和建设新中国而英勇奋斗的革命先辈的光辉业绩，我们特邀请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
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等单位的领导、专家、
学者编写了《共和国人物档案》丛书。
本丛书共分九册。
《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收录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选举产生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副委
员长和常务委员；《共和国第一届中央人民政府成员》收录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期间选举产生的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主席、副主席和委员；《共和国第一届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成员》收录第一届中
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副总理、政务委员、秘书长、各部部长、各委主任、各院院长、各署署长、
各局局长；《共和国全国政协第一届常委》收录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期间选举产生的全国政协主
席、副主席、秘书长和常委；《共和国第一批外交官》收录新中国第一任外交部部长、副部长、主要
职能司正职人员和第一任驻外大使；《中国科学院第一批学部委员》分为哲学社会科学部、生物学地
学部、数学物理学化学部和技术科学部三册，收录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科学院各学部第一批学部委员；
《共和国首任地方党政主要领导》收录新中国成立初期六大行政区，现存省、直辖市、自治区（不
含20世纪80年代后新建海南省、新增直辖市重庆市）党政首任主要领导。
本丛书具有鲜明特色。
一是主要人物都是在新中国建立前后，为建立和建设新中国作出卓越贡献的各方面杰出人物，具有广
泛性和代表性；二是截取人物经历的某些片段进行描述，主要是对其任期内或其在所领导地区内作出
的贡献进行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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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辉煌成就。
为缅怀为建立和建设新中国而英勇奋斗的革命先辈的光辉业绩，编者特邀请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
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等单位的领导、专家、
学者编写了《共和国人物档案》丛书。
     本书为其中的《生物学地学部》分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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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观察到细胞的解体和细胞的重新形成。
这是贝时璋一生中最重要的一项研究成果，即建立细胞重建学说的创始性成果。
1934年，他在浙江大学生物系的一次讨论会上，报告了这些现象和自己对细胞增殖可以通过细胞重建
的方式的看法。
后因抗日战争爆发，浙江大学内迁，这些成果没有合适的期刊可以投稿，直到1942年才得以正式公开
发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贝时璋到中国科学院工作。
由于各种原因，1970年他才重新开展细胞重建方面的研究工作。
尽管70年代在这方面工作上遇到种种异议，但他仍凭着足够的信心和勇气坚持不懈，刻苦钻研。
他在生物物理所内成立了细胞重建研究组，人力、物力比以前大有改观，研究内容也由过去只以一种
丰年虫为研究对象，扩大到鸡胚、小鼠骨髓、沙眼衣原体以及大豆根瘤菌等多种研究对象，研究手段
除过去仅用光学显微镜观察外，增加了电子显微镜、显微缩时电影、相差定位、放射自显影、荧光偏
振、双荧光标记能量转移、荧光漂白恢复、拉曼光谱以及多种生化方面的新技术、新方法、新仪器。
经过10余年的艰苦努力，研究组对细胞重建有了较为系统的认识：细胞重建在自然界内广泛存在，很
可能是地球上细胞起源在今日生命世界的反映，是简单生命形态发展为细胞的漫长过程的一个缩影。
这项研究对促进和发展细胞工艺和细胞工程具有重要意义。
1978年，贝时璋加入中国共产党。
他把自己的工作、事业全部献给了共产主义，献给了社会主义祖国，也献给了全人类。
鉴于贝时璋在科学上的突出成就，2003年，国际小行星中心和国际小行星命名委员会根据中国国家天
文台的申报，正式批准将该台于1996年10月10日发现的、国际永久编号为36015的小行星命名为“贝时
璋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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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第一批学部委员(生物学地学部)》：共和国人物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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