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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漠上，首只胚胎

移植羊诞生了”

1973年10月初，内蒙古鄂托克旗的三北羊场
风沙滚滚，四下荒漠茫茫。我和研究组的同事从
北京辗转来到这里，目的是寻找做胚胎移植实验
的卡拉库尔羊。这种进口羊的羔皮品质优良，如
果能实现本地育种饲养，会为当地牧民带来增收
的希望。可惜它的自然繁育率很低，羔皮等产量
跟不上，当地亟须需找到增加卡拉库尔羊数量的
办法。

上世纪70年代初，国内的家畜胚胎移植研究
还是一片空白，应用于畜牧业生产更是无从谈
起。1973年，我被任命为中科院遗传所哺乳动物
胚胎移植研究组组长，承担这一领域的科研攻
关任务。当时，我刚看过京剧 《智取威虎山》，
其中代号“203”的剿匪英雄少剑波给我留下深刻
印象。于是，我把研究组也称为“203组”，寓意
要像“打敌人”一样，攻下哺乳动物胚胎移植的
研究高地。

现实远没有戏剧中那般顺利。大学时生物系
教的内容有限，我们对胚胎学尤其是生殖系统知
之甚少，一切只能从零开始。第一次解剖小鼠
时，我们甚至找不到卵子。那时，我只能每天抱
着外国文献研读，反复与同事切磋探索，学一
点，做一点，慢慢在未知中拓荒。

我们研究家畜繁殖，研究所里却没有一只牛
或羊。那就先用小型动物做好预备实验。我们先
以家兔为实验对象，给白毛雌兔 （供体） 注射促
性腺激素，实现超数排卵，经过交配，取出胚
胎，移植给黑毛雌兔 （受体），最后成功让黑毛
兔生出了白毛仔兔。

“练兵”顺利进行，下一步，就是到畜牧场
上“实战”。1973年 11月底，寒风凛凛的三北羊
场上，工作人员赶回两只可供实验的羊。大家立
刻忙碌起来，捆羊、剪毛、消毒、打麻药，麻利
地进行着实验室里反复排演的动作。当时，夕阳
西下，羊场里没有电灯，更没有手电筒，四周眼
看着要落入一片黑暗，可我们还没来得及从供体
羊输卵管冲出来的溶液里找到胚胎。我马上建议
拿镜子固定在木杆上，把落日微弱的光反射到解
剖镜上。就这样，凭借反射的光线，我们找到了
胚胎，并移植给了受体羊。

功夫不负有心人。1974年，第一只胚胎移植
的羊羔诞生了！“203组”的工作成功打响了我国
家畜胚胎移植研究的第一枪。

“没有进口仪器，我

们就自制仪器”

想要进一步提高实验的精度与深度，少不了
各式各样的精密仪器。当时组里缺少经费，买不
起进口仪器，许多实验遭遇瓶颈。

但“203 组”是一个敢闯敢干的小组，全组
人员协同作战。我作为组长，同时也是党员，一
定要带头解决工作中的困难。没有仪器，但我们
懂得原理，只要开动脑筋，不怕做不出来！

在胚胎分割研究中，我们拿来酒精灯，把普
通玻璃管烧红、拉细，制成毛细玻璃管，作为分
割胚胎的“刀”；再把显微镜上的两个移动器组
装在一起，上下左右移动，当作显微操作仪。利
用这种简易的自制工具，我们顺利切割了奶牛胚
胎，实现了人造的同卵双牛犊。

在冷冻胚胎实验中，胚胎的温度需要以每分
钟 0.3℃的速度从室温缓慢降至-196℃，最后放
入液氮保存，这一过程需要用到冷冻仪。当时，
且不论冷冻仪能否研制出来，单单一个可以显
示-196℃的温度计就难以找到。我们终于辗转
在一家单位找到了合适的温度计，连忙用来开展
实验。参照冷冻仪的原理，我们把装有胚胎的安
瓿瓶放入一个广口保温瓶，在广口保温瓶内加入
培养液，再放入温度计与搅拌器，然后一点点加
入液氮并不断搅拌，同时双眼紧盯温度计，直到
读数缓慢降到-196℃，再把安瓿瓶取出，放入
液氮罐保存。整个过程耗时四五个小时，搅拌与
观察一刻不能停。正是用这种“土办法”，我们
在 1979 年实现了家兔胚胎的冷冻。此后，又与
上海奶牛公司第七牧场合作开展了奶牛胚胎冷冻
的实验，于 1982 年获得了胚胎解冻移植后出生
的3头小牛。

慢慢地，“203组”摸索出了一条道路。实验
对象上，我们从家兔拓展至羊和牛，把奶牛胚胎
移植至黄牛，增加优良奶牛数量；研究内容上，
实现从鲜胚移植到冻胚移植、从卵子体内受精到
体外受精的进步；实验场地上，北至内蒙古海拉
尔，南至海南儋州，西达新疆石河子，东至安徽
白米山，我们走遍了中国东西南北；技术普及

上，我们先后召开四届研讨会及培训班，推广胚
胎移植技术，许多基层畜牧工作者都为这项新技
术的应用感到振奋。在此期间，我们承担了“六
五”“七五”国家重点科技攻关及“863”高技术
研究发展计划 4项课题，并且时刻准备在科研道
路上继续闯关夺隘。

“感谢党和祖国，让

我一展报国愿望”

能吃苦、不怕累，这是我父亲在印尼参与抗
日斗争时教给我的宝贵作风。这种家风始终鼓舞
着我，在科研生涯中不懈奋斗。

1978 年 7 月，根据中法两国互派科学家访问
的协议，农业部选派了10名中国科学家赴法国考
察。我很幸运地成为中科院推荐的两名科学家之
一，也是考察团唯一一名女性。法国同行感到很
惊奇，一位女性怎么做家畜胚胎移植的苦研究？
我回答说，男女都一样，女性也很能干。

我深知，研究胚胎移植技术，能提高我国优
良母畜的繁殖潜力，为生产带来更多效益，也为
人类“试管婴儿”研究打下扎实的根基，是一道
关乎国计民生的大课题。承担好科研攻关的使
命，就是在用实际行动回馈国家的培养。

作为一名归侨，我明白“侨”这一个字，饱
含爱国心。1952 年大学期间，我就加入共青团，
向组织靠拢。1955年刚参加工作时，我申请加入中
国共产党。1956年9月25日被批准入党，至今党龄
已有 65年。在党的教育下，我逐渐坚定信念，要把
一腔报国热情挥洒在祖国建设的事业上。科研生
涯中，我有很多次出国定居的机会，但我都拒绝
了。永远跟党走，我是铁了心的。

1994年，我满60岁退休后，决定继续编写科
普书籍，为年轻人打开一扇生殖科学的大门。
1999年，我编写的克隆话题科普读物《多莉不再
孤独》得到许多读者的喜爱。此外，我又自编或
合编了10本科普书。只要身体允许，我还会继续
写下去。

今年，我刚刚收获了“光荣在党50年”纪念
章与中科院遗传发育所“优秀共产党员”奖。两
项沉甸甸的表彰握在手中，我充满力量。今年我
89岁了，对于回国，我从不后悔。衷心感谢党和
祖国，让我得以在科研和科普的天地，一展报国
愿望。

1924 年，叶挺加入中国共产党。北伐期间
的叶挺独立团声震华夏。1927 年，叶挺参加了
南昌起义、广州起义的领导工作。但随着起义
的失败，叶挺受到了不公正的指责，一度对革
命失去信心。1928 年，叶挺流亡德国，以翻译德
文文章为生，卖过青菜、水果，开过小吃店，做过
零工，生活艰难，还一度成为素食主义者。1930年
4月，与叶挺相知甚深的周恩来，在去莫斯科向
共产国际汇报工作时途经柏林，与叶挺进行了
真诚深入的谈话，对叶挺的触动很大。同时，
在欧洲从事革命活动的廖承志等人，也多次与
叶挺交流，使叶挺对共产党人应坚定信仰有了
更多认识。1931 年，叶挺回国后积极参加抗日
救亡活动，并于 1937年出任共产党领导的新四
军军长。

1941 年，叶挺在皖南事变中被国民党逮
捕。他与部分被捕的新四军将士一起被囚禁于

“上饶集中营”，期间饱受看押特务的欺凌。作
为军长，叶挺非常关心自己的部下，对于不能
改善大家的待遇经常自责。他酷爱摄影，对自
己的照相机十分珍爱。看到大家衣衫褴褛，他
忍痛把照相机卖掉，买了衣服分给大家。

叶挺曾被关押在贵州息烽监狱、重庆渣滓
洞监狱等地，面对看押特务的刁难与虐待，他
坦然面对。顾祝同、陈诚等国民党高官陆续前
来劝降，他一概回绝。最后，蒋介石亲自出
马，让他写出悔过书，他大义凛然，表示宁愿
把牢底坐穿。他苦中作乐，不改其志，在狱中
自号“六面碰壁居士”，于 1942 年 11 月写下了

与文天祥的《正气歌》一样永垂青史的《囚歌》：
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
为狗爬走的洞敞开着，
一个声音高叫着：
——爬出来呵，给尔自由！
我渴望着自由，但也深知道
人的躯体哪能由狗的洞子爬出！
我只能期待着，那一天
地下的火冲腾，
把这活棺材和我一起烧掉，
我应该在烈火与热血中
得到永生。
经周恩来和中共中央的努力，叶挺终于在 1946 年 3 月 4 日出狱。

周恩来称叶挺“十年流亡，五年牢监，虽苍白了你的头发，但更坚强
了你的意志。”出狱次日，叶挺就发电报给党中央，郑重请求重新入
党。中共中央很快于 3月 7日复电：“亲爱的叶挺同志：五日电悉，欣
闻出狱，万众欢腾，你为中国民族与人类事业进行了二十余年奋斗，
经历了种种严峻的考验，兹决定接受你加入中国共产党为党员，并向
你致热烈的慰问与欢迎之忱。”据有关文献显示，这份电报原稿经过了
多次修改，第一次称呼叶挺为“叶军长”，然后毛主席修改为“亲爱的
叶挺同志”。后来，接着“同志”两字又被改为“将军”。最后，毛主
席又将“将军”二字删去，改回了“同志”。这些称呼的修改，体现了
党组织对叶挺的肯定和感情。叶挺北伐建功、抗日率军，享誉海内
外，称他“军长”“将军”能够显示出对他的尊重，但只有“同志”的
称呼才是最高的礼遇和对叶挺的肯定。叶挺看到电报非常激动，在致
刘少奇、任弼时的信中写道：“从此以后，我能很自然地亲切地称你们
为‘同志’了”！

印尼归侨、中科院遗传生物学家陈秀兰——

开中国胚胎移植研究之先河
本报记者 林子涵

陈秀兰有两个令她感到自豪的身份，一个是归
侨中共党员，另一个是研究哺乳动物胚胎移植的专
家。爱国与科研，是贯穿她人生历程的两条主线。

1951年，在印尼完成高中学业的陈秀兰跟随
父亲回到祖国，当年9月考入燕京大学生物学系。
1955年毕业时，陈秀兰来到中科院动物研究所遗
传组（后合并入中科院遗传研究所）。从内蒙古荒
漠的羊场，到国境边陲的草原，她的实验贯穿中国
南北，攻破重重难关。她带领“203组”开创了我
国哺乳动物胚胎移植研究的先河。

在印尼19年，在祖国70年，今年89岁的陈秀
兰说，回国是她一生最正确的选择。今后，为祖国
做科普，她还能继续再战。

以下是她的自述。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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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与叶挺 （右）、项英 （左） 在安徽省宣城市泾县云岭新四军
军部。 中国华侨华人研究所供图

1987年，陈秀兰 （右） 与“203组”的同事研讨试验。 受访者供图1987年，陈秀兰 （右） 与“203组”的同事研讨试验。 受访者供图

在巴西客家活动中心，一把把座椅按照安
全距离依次排列，前来注射新冠疫苗的华侨
华人在志愿者的帮助下填写个人信息和相关
材料，井然有序地注射疫苗、领取注射证明。

3 月以来，在巴西华人协会与华侨华人紧
急援助志工小组的共同推动下，巴西圣保罗市
卫生局在巴西客家活动中心设置新冠疫苗接
种站，专为华侨华人注射疫苗。在巴西侨界“打
疫苗，捐粮食”的号召下，旅巴华侨华人为正值
寒冬的巴西贡献一份温暖抗疫力量。

“侨胞排队接种中国疫苗”

“中国科兴疫苗一到，整个活动地点都会
排队满员。”说起在巴西客家活动中心接种新
冠疫苗的情况，巴西华人协会执行会长兼秘
书长张立群满是自豪，“旅巴华侨华人对中国
疫苗非常信任，在有许多其他选择的情况
下，都愿意优先选择国产疫苗。在客家活动
中心接种疫苗，距离近了，流程少了，侨胞
们都为此高兴。”

今年1月，巴西圣保罗州公布新冠疫苗接
种计划，为民众接种疫苗。但对于一些年龄
较大的华侨华人而言，上网填报信息、携带
完备资料、办理相关手续等工作成为他们接

种疫苗的一道门槛。巴西华人协会常务副会
长、圣保罗华助中心常务副主任叶王永接受
本报采访时说，为此，巴西华人协会和华侨
华人紧急援助志工小组协助巴西圣保罗市卫
生局在客家活动中心设置了接种站。客家中
心接种站距离侨胞的工作生活场所较近，注
射流程也大大简化，只需携带巴西外国人永
久居留身份证、税卡和住址证明，在志愿者
的帮助下填写材料，就可注射疫苗。

“捐赠就是雪中送炭”

如今，“打疫苗，捐粮食”已成为巴西侨
界的一个行动口号。5月24日，巴西华人协会
向慈善机构捐赠了食品篮、大米、黑豆等粮
食物资。7月 5日，巴西客家活动中心疫苗站
举办“寒冬送暖捐赠毛毯”仪式，将毛毯、
棉衣等物资捐赠至圣保罗贫困地区。

“这个冬天实在是太冷了。”张立群说，
巴西华人协会本来准备举办一次协会内部的
小规模捐赠活动，帮助流落街头的当地民众
安全过冬，但来客家活动中心打疫苗的侨胞
都主动询问能否参加活动，我们便提前发起
了捐资买毛毯的活动。不到两天，巴西华人
协会已筹齐善款。

“在捐赠现场，有些慈善机构的负责人感
动得流泪了。对他们来说，虽然东西不多，但在
寒冬时节捐赠过冬必需的毛毯，对当地贫困民
众来说，是真正的雪中送炭。”张立群说。

“活动继续扩大规模”

“疫情刚发生时，部分当地民众对新冠病
毒起源问题存在一定误会。”张立群亲身经历
了巴西民众对中国的态度变化，“现在几乎听
不到巴西民众对中国的歧视，过去的误会消除
了，现在大家对华侨华人更加信赖了。”

当地民众的态度转变，有旅巴华侨华人
的一份功劳。叶王永说，疫情发生后，许多
侨胞自发组建公益群、组织捐资工作，并把
善款汇到巴西华人协会，由协会购买物资，
对接慈善机构，把抗疫抗寒物品捐赠给真正
需要的当地民众。

8月15日是巴西的中国移民日，巴西华人
协会正在为此积极筹备大型捐赠等活动，“巴
西华人协会是圣保罗最大的侨团之一，在巴
西侨界有比较强的号召力。前几年我们捐赠
金额规模是几十万巴币，涉及慈善机构近 20
家。今年，我们将继续扩大捐赠活动的规
模。”张立群说。

巴西侨界寒冬为民众送温暖
刘之湄

巴西侨界寒冬为民众送温暖
刘之湄

三亚渔村引客来
藤海渔村位于海南三亚海棠

湾，通过美丽乡村建设改造，藤海
渔村形成冲浪俱乐部及民宿等特色
产业，吸引众多游客慕名来这里冲

浪、潜水、打卡特色店铺。
图为 7 月 9 日，游客在藤海渔

村体验冲浪。
新华社记者 张丽芸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