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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惟义，著名昆虫学家、农业教育家、我国首

批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他于 1897 年 4 月 16
日出生在江西上饶县一个农民家庭。家道贫苦，父

母为供他学习，常常节衣缩食。少年时的杨惟义，

苦读寒窗，在书塾里，他的学业最优良。进入青年

时代的杨惟义目睹社会上的种种腐败现象和列强的

横蛮侵略，常常义愤填膺，认为只有科学才能拯救

这个苦难深重的国家。怀着这种强烈的愿望，他对

知识孜孜以求，刻苦攻读，终于 1921 年以优异的成

绩毕业于南京高等师范专科学校农学专业。 
毕业后，他被分配到江苏昆虫局任技术员、技

师，然后又去长沙甲种农校和修业农校任教员。不

久，被东南大学农学院、中山大学聘任，先后担任

助教、讲师，直至 1927 年。1928 年至 1930 年任江

西昆虫局局长。在学生时代，直至走上社会，他无

不在考虑实现他“科学救国”的愿望，1931 年他以顽

强的毅力和渊博的知识考取了公费留学，获得了出

国考察的机会。他踏上征途，远涉重洋，辗转法国、

英国、比利时和德国，考察昆虫，先后在这些国家

的博物院（馆）内专门从事半翅目昆虫分类的研究。

他非常珍惜这样好的机会，如饥似渴地攻读文献资

料，坚持不懈，点点滴滴积累，从不放松。世界上

大约有 100 多万种昆虫，它与人类的生活、生产、

衣食住行以及卫生健康等都有密切的关系，自古就

为人类所重视，并加以研究。我国祖先研究昆虫比

西方国家要早几个世纪，鉴于历史的种种原因，我

国在标本馆藏、研究方法和手段等方面已落后于西

方。杨惟义深感重任在肩，这期间，他还不辞辛苦

去匈牙利、波兰等国家考察研究，于 1935 年取道苏

联并在苏联作短期考察后回国。他十分珍惜时间和

机会，在这 5 年中除了在博物馆学习、工作外，他

和同伴常长途跋涉，到田野和高山，探索昆虫的奥

秘，捕获和采制了很多不常见的昆虫标本和寄生植

物标本，一起到野外考察，经常冒着猛兽毒蛇袭击

的危险，忍受饥渴，深入到山区林间，甚至是渺无

人烟的原始地带。在前苏联期间，他考察了西伯利

亚的昆虫分布，建立起许多半翅目昆虫的分类“档
案”，以供潜心思考，探索精蕴。为了顺利阅读国外

有关文献资料，他以惊人的意志和灵敏，攻克了英、

法、德三种语言，并用中、英、法三国文字发表论

文。他首次提出了中国昆虫区系的地理区划意见。

并和其他的昆虫学者共同研究了中国昆虫分布的详

细地理区域；还对江西地理区域问题从各个不同的

昆虫类群，先后做过大量的调查、整理及分析工作，

发表论著。其中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倾向于将江西归

划为东洋界的江南亚热带稻茶区。他的学生、昆虫

学家章士美教授等一批人继承他的遗志，根据 40
年来在江西所收集到的标本，参考国内外有关文献

资料，于 1986 年系统地整理出江西 1 100 种农业昆

虫的所属分布区系，归纳成 31 个类型，进一步确立

了把江西归入东洋区系，并接近于东洋区系北缘的

结论。这项科研成果获得了 1987 年国家教委科技成

果进步奖二等奖。 
杨惟义发表了《中国蝽科、平腹蝽科、异尾蝽

科、土蝽科及其它一些科昆虫之分布》、《中国昆虫

之分布》、《华北蝽蟓志略》、《江西蝽蟓》、《中国平

腹蝽蟓科》、《中国盾背蝽蟓亚科》、《中国异尾虫科

之斟订》、《中国广膜虫亚科及其两性之研究》等分

类学、地理分布学论文 50 余篇；发现蝽类 60 余个

新属、种。他对半翅目昆虫分类的研究和学术造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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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起了世界昆虫界的瞩目，被誉为我国半翅目昆虫

的奠基人之一。 
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以及国民党反动派的

腐败专制，使他醒悟到“科学救国”是一种幻想。解

放后，杨惟义教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努力学

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政治思想觉悟不断提高，

通过新旧社会的对比，逐渐认识到中国只能走社会

主义道路，他积极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1957
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历任第一、二、三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江西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省人民委员会委员、省政协委员。杨教授在学术上

造诣深，1955 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生物学地学部学

部委员（今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历任中国科学院江

西分院副院长、中国昆虫学会常务理事、江西昆虫

分会理事长、中共江西农学院党委常委、江西农学

院院长、中国《昆虫学报》编委等职。先后在江西

信江农专、国立中正大学、无锡江南大学和南昌大

学任教授；1952 年始任江西农学院院长；1954 年荣

任教育部批准的一级教授。建国初期，党中央提出

“大办农业、大办粮食”，这时他主要研究推广水稻

害虫的农业防治，在我省提出“三耕治螟法”（积极

秋耕，普遍冬耕和提早春耕），还提出“红花田留种

改革措施”和“粮食仓库害虫防治法”等，曾得到省政

府主席邵式平的大力支持，并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应

用，赢得了广大干部、群众的赞扬和尊敬，获得了

省劳动模范的光荣称号。20 世纪 50 年代初，江西

血吸虫病流行严重，杨惟义作为专家组的主要负责

人以科学的思想指导血吸虫病的防治和研究，提出

一系列标本兼治的科学理论和实施措施，求真务实、

严谨缜密；还组织江西农学院兽医专业部分师生深

入疫区，防治耕牛的血吸虫病。为江西的血防工作

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1956 年至 1959 年，杨惟义教授随中国科学院

农业考察团到新疆进行实地考察，他是考察组里年

龄最大的一位专家，但他不顾体弱多病，也不顾胃

部已做过切除手术，仍同中、青年科学工作者一道，

登天山过沙漠，不分春夏秋冬，也不分阴晴昼晦，

调查和研究，在攀登科学高峰中，披榛觅路，有所

成就。5 年共采到昆虫标本 255000 余号；收集到农

业、蔬菜、果树、仓贮、蚕桑、林木，畜禽、牧草、

卫生害虫及益虫等资料数据。事物的局部表象，总

是与事物的整体和内涵联系着的，但是在所有的联

系中，常常涵有一种最紧密、中肯，而且是非常曲

折、隐蔽的联系，他能体物入微，微中见大，敏锐

地找到了这种联系，从而探索其规律，撰写出高质

量的文章。他发表了有关害虫防治文章 50 余篇，对

祖国边陲的农业建设起了促进作用。1958 年至 1964
年，先后出版了《水稻害虫的全面防治》、《中国经

济昆虫志·第二册·蝽科》、《新疆昆虫考察报告》等专

著。 
1961 年 5 月至 1962 年 1 月，他应国家的派遣

赴越南培训当地的农业干部和农业技术人员，当时

虽年逾花甲，但精神矍铄。他说：“一个正直的知识

分子应该有爱国主义的精神，应该有国际主义的精

神，更何况我是一个共产党员。”在国外虽不到一年，

他严格要求自己，他常对周围的同志说：“我们在国

外工作，自己的一言一行要对祖国高度负责。对党

和人民高度负责。”他和他的一位同事（从事植物病

理研究），深入越南的广大农村进行病虫害的普查，

夜以继日地工作，制订了一套完整的病虫害防治规

划；编写了一部结合当地实际的培训植保人员的教

材；培训了几批植保工作者和农业技术员；为当地

建立了一支有文化、懂技术的农业干部队伍。越南

政府称他为“中国派来了高水平、高效益的著名专

家，让人敬佩！”由于他一心一意扑在援越事业上，

卓有成效地工作，使他荣获胡志明友谊勋章，为增

进中越两国人民的友谊，为国际主义事业作出了杰

出的贡献。 
回国后，他又继续担任《中国经济昆虫志·蝽科》

的编著任务，到 1966 年上半年，写出了《中国经济

昆虫志·平腹蝽科》、《中国经济昆虫志·异尾蝽科》两

本专著待出版，后因“文革”十年动乱，被迫中断。 
杨惟义任江西农学院院长十余年，对党的教育

事业忠心耿耿，他以极大的注意力从事农业技术人

才的培养，不遗余力造就农业高级技术人才和农业

昆虫研究人才，桃李满天下。如今已有许多人成为

教育、科研、生产等战线上的骨干。他秉性公正严

谨，事必躬亲，对学生爱而不溺，严而不苛，淡泊

而自勉，主要培养后辈们奋发努力的自觉性和实事

求是的精神，言传身教，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

虽身兼数职，同时又承担中国科学院的一些研究任

务，但他总是腾出时间来审阅教案、审阅文稿，并

亲自带研究生。他十分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十分注

重科研成果的推广和应用，十分关心先进技术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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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生产夺取高产稳产。他要求教师把实地考察的

情况、调查的结果、实验得出的数据有机地编进教

材。他主张在编写教材与讲课中注意花朵与枝叶并

茂，互相映衬，增添活力，亦可含蓄蕴藉，使受教

育者感到兴趣有余。他不仅注意对在校生的教育培

养，而且对分配出去已在工作岗位上的毕业生仍然

给予关心，不管工作多忙，也不管是什么时候，只

要有人向他请教，他都及时回复。在他身边学习、

工作过的同志都记得杨教授常以“业精于勤，业精于

恒”来奖掖后辈，冀望成才。他对古典和西方学说有

较深的涵养，但他总启迪学生和年轻教师“要古为今

用，洋为中用，不要食古而不化，不要食洋而崇洋”。
时隔几十年之后，他们仍然不忘杨惟义先生对他们

的教导。许多人深感过去在江西农学院学习能接受

杨先生的教诲，是一生中最美好的时期。 

“文革”十年动乱，也给杨教授带来了一场浩劫，

特别是精神上受到了严重的创伤，他在灾难性的精

神折磨中忧虑成疾，与 1972 年 2 月 21 日病逝于天

津，享年 75 岁。 
1979 年 3 月 27 日，江西省委、省革委会为杨

惟义举行追悼会，为他昭雪平反，恢复名誉。省委

常委、省革委会副主任刘俊秀同志致悼词。悼词最

后说，我们要学习杨惟义同志的革命品质和优良作

风；学习他刻苦钻研、联系实际、一丝不苟、勇攀

科学高峰的治学态度；学习他忠诚党的教育事业、

兢兢业业为人民服务的革命精神，在党中央的领导

下，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而努力奋斗。 
（原载于李国强主编《江西英华》. 1991: 236-241. 南昌：

江西高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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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是说，平均每片叶 2.46 头若虫是聚集机制发生变

化的临界值。 
2.2.3  确定最适抽样数  按 Iwao 的 m*-m 回归式确

定理论抽样数公式如下：N=t2/D2×((α+1)/m+β-1)，
式中 α=0.98292、β=1.18589；t 取 1；D 为误差；m
为虫口密度。不同虫口密度的抽样数见表 5。 

3  结论与讨论 

在中山市区的环境条件下，秋枫树冠不同方位

的灰同缘小叶蝉若虫虫口密度差异不显著。调查时

可单取树冠任何方位的枝叶即可。 
灰同缘小叶蝉若虫在中山市区行道树的空间分

布属聚集分布，个体间相互吸引，分布的基本成分

为个体群，由于环境与个体聚集行为，若虫聚集均

数（λ）也是随着密度的升高而增大，平均每片叶

2.46 头若虫是聚集机制发生变化的临界值。 
昆虫的空间分布受其种群密度、虫态及立地条

件、气候因素等影响。但大多数昆虫的空间分布多

为聚集分布，本研究有相同的结果。针对此分布特

点，在调查虫口密度时，应布设较多的样点，每样

点取样可少些。本文仅进行一次的调查，要摸清灰

同缘小叶蝉若虫分布在时间上的变动，还待进一步

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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