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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报国梦

1922 年 10 月, 张树政出生在河北省束鹿县
双井村一个书香门第。祖父是清朝最末一榜进
士，追随康梁变法，后东渡日本在早稻田大学学
习政法，诗词绘画皆通。父亲曾就读于北京大学
法学院，是五四运动时的学生骨干，解放后曾在
水利部办公厅任职。母亲毕业于保定女子师范，
一生从事教育事业。张树政兄妹七人，除大哥因
飞机失事早逝外，都事业有成。

这是一个爱国之家、书香之家、科学之家。在
这样的家庭中长大，张树政身上所熏陶和积累的
科学精神、科技素养和科学情怀，伴其一生。

张树政九岁时从河北来到北京，由于天资聪
颖，成绩优秀，直接升入北京市著名的小学———
实验小学，上三年级。后以优异的成绩被保送到
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学院附属女子中学。1938 年
之后，父亲病重，家庭经济陷入困顿，但是张树政
和兄弟姐妹们始终乐观积极。她坚持读书，功课
一直保持优秀，又从事家教增加收入，同时又在
家中编辑刊物以及演出话剧、参加各种体育活
动，在德智体美等方面得到了全面发展。

1941 年，张树政考入燕京大学化学系。开学
后不久，女部主任龚兰贞问她为什么学化学，她
答道：“中国贫弱，要发展工业才能富强，我将来
要到化工厂工作。”龚兰贞认为工厂并不愿意聘
用女工作人员，劝她转到家政系。张树政没有接
受这种劝告，反而下决心去竞争。

据《北京大学 34 年毕业通讯录》载：“三十一
年春收录燕京大学同学八十余人，两校精英，熔
为一炉，声势大振。”1942 年春，张树政转入了沦

陷区的北大理学院化学系，1945 年毕业，毕业论
文题目是《磺胺新药》。

毕业之后，张树政留校担任助教，此时抗日
战争胜利，张树政欢欣雀跃，以为离她工业救国
的梦想又近了一步。不久她到北医生化科工作，
但生活并不稳定。即便如此，张树政始终没有放
弃工业报国的理想。1948 年，她被调到理学院化
学系，担任钱思亮先生定性分析课的助教。在这
里，她做过一些研究工作，包括“食物中含铁量的
测定”和“大豆发芽时氮的分配”等等，这为她后
来的科研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上世纪 50 年代初，张树政到重工业部综合
工业试验所工作，该所请来中国工业微生物的奠
基人方心芳先生进行科研指导。在方先生的指导
下，张树政的科研能力有了大幅提升。她聪慧的
天资、积极的工作态度和一腔爱国报国的热忱，
深深地感动了方先生。1954 年 1 月，慧眼识珠的
方先生将张树政这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引入了中
国科学院菌种保藏委员会（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
究所前身之一）。

从此以后，张树政在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
所扎根科研，默默耕耘六十余年。她把自己的一
生都献给了微生物研究所，献给了微生物事业，
献给了微生物工业。她没有辜负老师的教诲，没
有辜负自己的梦想，没有辜负燕京大学的校
训———因真理，以服务，得自由。

研制我国第一个糖化酶酶制剂

1955 年，在张树政经过一年的微生物学训
练后，方心芳决定发挥张树政的化学专长，让她

开始研究工业微生物的生理生化。在方先生的带
领下，张树政和其他研究人员一道，改酒精大曲
为以麸皮为原料通过人工培养曲霉和酵母菌制
成麸曲，走液态发酵道路。这项研究使二锅头酒
的出酒率明显提高，原来每斤酒消耗的粮食为
2.5 斤，此后只要 2.2 至 2.3 斤，甚至后来达到 2.1
斤。现在已经闻名全世界的北京二锅头白酒，一
直沿用着这条技术路线发展至今。此种方法在全
国推广，每年为国家节约了大量粮食。

在提高出酒率初见成效之后，方心芳和张树
政决定要从微生物酶学方面进一步深入。此时，
张树政的化学背景发挥了重要作用。

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奋战，张树政和其他科研
人员一道，筛选出了糖化酶活性很强的一批菌
种，例如济南酒精厂曾用他们优选出的泡盛曲霉

（Aspergillus awamori）3.324，由于糖化力增加，从
1955 年下半年到 1956 年上半年共增产酒精
240.4 吨，为国家创造财富 76 万元；遵义酿酒厂
采用该菌种制曲，每百斤酒节约粮食 3.12 斤，全
年可节约粮食 13 万斤。在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
期,包括米曲霉（Aspergillus oryzae）AS3.800 和宇
佐美曲霉（Aspergillus usamii）AS3.758 等菌株，是
我国酿酒和酒精行业应用的首选菌种。

从 1959 年开始，我国出现全国性的大饥
荒，克服粮食困难成为当下最紧迫的任务。作为
国家级的科研单位，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
用秸秆经加工后作为原料，培养出酵母菌细胞

（单细胞蛋白质中之一类），以补充当时普通膳
食中非常不足的蛋白质、油脂和维生素。当时张
树政除指导分析化验工作外，还深入研究了这
种酵母菌的代谢机制，在生物化学上作出了水
平很高的成绩。

1966 年 12 月，正是“文化大革命”初起不
久，张树政在上海“一月风暴”前夕来到上海溶剂
厂，研究用糖化酶水解杂粮淀粉木薯代替葡萄
糖，这项工作 1968 年 7 月正式投产。这项新工艺
为当时我国紧缺、受外国人控制的重要化工原料
生产提供了更好的保证。由于采用酶法糖化，葡
萄糖节约了 20%，铵盐节约了 50%，又省去了玉
米桨原料和精制淀粉的繁重体力劳动。

经过艰苦驻厂创新，张树政领导的科研团队
研制出我国第一个糖化酶酶制剂。后来，该研究
组经过多年努力，又得到高产糖化酶的黑曲霉，
从而将糖化酶菌种更新为黑曲霉，被作为酶制剂
生产菌种广泛用于酒精工业。后经进一步选育，
又获得酶活力提高 30％的菌株。以上两个菌种
在全国酒精、白酒工业及其他发酵工业上推广应
用后，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

在酒精工业中，用液体曲的生产时，每吨酒
精液体曲成本由原来的 27~28 元降低至 20 元，
能源煤耗由 892 kg 降至 581 kg（按标准煤计）。
在应用固体曲生产酒精的工艺中，加曲量由原来
的 3.5％~4.0％降至 1.8％。每吨酒精耗曲量由原
来的 115kg 降至 54kg。耗电由 41.4 度降至 10
度，耗曲成本由 20 元降至 8.08 元。固体曲应用
于白酒生产，加曲量由原来的 15％降到 5%，提
高出酒率 l％~5％左右。自从这一菌种用于酶制

剂生产后，由于酶活力高，经济效益显著，年产量
直线增加。由 1978 年的 19 吨增至 1986 年的近
2 万吨，占全国酶制剂产量的 2／3。生产厂由一
个增加到 100 多个。据上世纪 80 年代调查结果，
应用此黑曲酶菌种生产酶制剂后，每年为国家节
约资金 1.9 亿元以上，粮食 22 万吨。此项成果于
1985 年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

自己动手做仪器

中国科学院菌种保藏委员会刚刚成立的时
候，百废待兴，没有钱买仪器设备，对外交流机会
更是有限，先进仪器甚少。1955 年，张树政曾经
在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学习了纸色谱及纸电泳
技术，见过他们那里的滤纸电泳仪，他们无力向
国外购买，便决定自己动手做一个。

她和方一澄等科研人员一起分析研究，找了
一台报废汽车的电瓶和发报机用直流电源，做出
了电泳仪。没有花国家一分钱，也没有聘请任何
专家，他们照样能造出自己想要的仪器，照样用
得好好的，分析糖化酶的组分，测定它们的活力，
一点也不差。

张树政的第一篇文章《霉菌淀粉酶的纸上电
泳分离和鉴定》，就是在这个“汽车电瓶电泳仪”
分析的基础上发表出来的。这篇篇幅不长、在当
时颇具创新性的论文，可能是我国最先公开发表
的有关曲霉产生的淀粉酶种类的研究报告。这是
张树政开始酶学研究的标志。

1957 年，“国家最重要科学技术任务”中有
关中国科学院菌种保藏委员会的研究工作中，将
张树政承担的“淀粉酶及淀粉酶菌类的研究”课
题，列入 2915 号任务,属于“工业微生物在食品
及其他工业上的研究和应用”这一中心课题。后
来对张树政这一工作的评价是：“她在国内首先
用纸电泳分离，并用酶谱法和生长谱法鉴定了各
种淀粉酶组分。”从这个时期开始，张树政以后超
过半个世纪的研究生涯中，都和糖与酶有着千丝
万缕的联系。

方心芳先生的老师方乘教授听说张树政做
出了电泳仪，很是兴奋，专门派人从西北大学来
北京学习制作电泳仪的技术，于是当时就传出一
句佳话———“老师的老师请教学生的学生”。

后来，张树政研究组在实验中需要一台等电
点聚焦仪，他们采用了同样的方法，自主攻关，自
力更生，协调各方力量，做出了具有同等功效的
设备。由此，她带领学生们在国内首先建立了等
电聚焦和聚丙烯酰胺凝胶电泳等新技术，应用于
红曲糖化酶的研究，并在世界上首次得到了这种
酶的结晶。

默默付出，奉献一生

在学部委员推荐信里，张树政得到了这样的
评价———她早期研究白地霉木糖和阿拉伯糖的
代谢途径、甘露醇的合成途径，证明木糖醇脱氢
酶为诱导酶，发现 NADP———甘露醇脱氢酶。这
些研究成果均居当时国际先进水平。在微生物中

首次发现了迄今为止专一性最强的 β－D－岩
澡糖苷酶，在国内率先将黑曲淀粉酶用于酒精生
产、红曲糖化酶用于葡萄糖生产，推动了其后糖
化酶的研究与应用……这些巨大的成就，来自她
几十年为国家的默默付出和执着奉献。

1991 年底，即将步入古稀之年的张树政当
选为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委员，成为我国第一位
女性生物化学家院士，更激发了她为我国科学事
业继续奋斗的雄心。从此，张树政以我国最高学
术机构成员的身份，成为倡导和推动我国糖生物
学的旗手。

令人欣慰的是，在糖工程领域，张树政培养
和锻炼了一批青年学术带头人。如今，这批青年
人都已经成长为我国糖工程领域的中流砥柱。
2012 年 6 月，金城和杜昱光两位年轻的科学家
及 16 位糖生物学领域中卓有建树的年青科学
家编著了《糖生物工程》一书，仍尊敬地将张树
政定为主编。该著作介绍了这个领域的现状、趋
势、需求、技术和应用前景，总结了国内糖生物
工程的研究成果和国际最新动态。作为张树政
九十华诞的献礼之作，该书反映了老一辈科学
家辛勤耕耘和栽培的一个当代科学新领域正在
我国迅速发展。

张树政的学生金城研究员回忆起一件令他
印象极为深刻的事情：有一次他和一帮学生去
张树政家里，张院士眼睛里闪着神秘的光芒，兴
奋地对他们说：知道我学会什么新技术了吗？我
学会煮方便面了！学生们都笑了。金城说当时他
只有一个念头：这位老前辈把所有的时间都献
给科学了。

张树政曾经在讲述自己科研与家庭关系时，
有这样一段话：“过去和现在，我都在尽力对家庭
尽责任，然而，事实上，我做得很不够。孩子插队
时，我有一回连续打了好几次电话都没联系上，
一赌气我登上了北上的火车，下车后，顶着风雪
步行看望我那还未完全成年的一双儿女。老伴常
年有病，我得来回奔波尽量照顾好他。对孙子辈
的，我也帮忙照看过。可是，我这摊子工作，无论
如何也不能让我在家务上做得称职啊！”

张树政这一辈老科学家生在旧社会，长在旧
社会，经历了异常动荡的岁月，饱尝了生活的艰
辛和苦涩。他们眼见外族入侵，亲人离去，生命凋
亡，他们背负苦难徐徐前行。新中国那高高飘扬
的火红旗帜像温柔的母亲一样把他们拢在怀抱
里，他们所得到的那种心灵的安宁和踏实是外人
无法体会的。正是这份感情点燃了他们的责任心
和意志力———他们像一匹匹埋头拉车的马儿，无
论背负多重，无论是否吃饱，都始终脚踏实地，奋
力前行，从不叫苦。

2014 年，92 岁高龄的张树政因身体状况不
佳，入院治疗，至今仍躺在病床上。她告别了她的
实验室，告别了她的试剂，告别了她的菌种，告别
了她为之奋斗一生的研究所，但是她没有告别也
永远不会告别的，是她一直深深地爱着的这个伟
大的祖国。

（作者程光胜系中科院微生物研究所研究员、
纪海丽系中科院微生物研究所信息宣传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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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我国第一位生物化学领域的女院士，张树政一生辛勤耕耘，默默奉献，为中国微生物事业的
发展贡献卓著。

张树政：大爱寄情微生物
姻程光胜 纪海丽

张树政的诸多“第一次”

延伸阅读隗

巴尔扎克曾有这样一句名言：“聪明才
智是拨动社会的杠杆。”聪明，是张树政院士
最明显的标签之一。她虽然身材娇小，言语
不多，却极具智慧。正如契诃夫所言，人在智
慧上、精神上的发达程度越高，人就越自由，
人生就越能获得莫大的满足。

张树政的聪明和智慧，令人赞叹，令人
钦佩。我们从她人生中诸多的“第一次”中可
以观其端倪。

第一次上学

张树政幼年居于河北老家，由于父母工
作繁忙，居所不定，因此她直到 9 岁时才到
北京和父母兄妹全家团聚。由于在老家有一
些基本的基础学习，因此，到北京后，张树政
的父亲和国立北平师范大学附属第二小学
的孙校长联系，请求在该校插班上三年级。
这所小学成立于 1909 年，是当时北京，乃至
全国著名的好学校。孙校长认为从农村转学
来此的学生，通常只能降级插班，很难升级
就读。她父亲要求校长先行测验，然后作决
定。结果经过学校严格测试，张树政顺利通
过，直接上了三年级。这在当时成了学校的
一大新闻，张树政成了学校的“小名人”。

第一次走进中国科学院

张树政在日记中写道：“1954 年 1 月

18 日（星期一）上午到重工业部人事部转
关系，到科学院报到，下午到西郊公园（北
京动物园旧称）菌种保藏委员会报到，就算
是正式调到科学院来了。方先生谈到工作
学科方面，这是新的工作的开始，19 日未
上班，去所里搬家，20 日（周三）正式上班，
听报告第一个五年计划基本任务。”

这是一次值得纪念的人事调动，整个
过程迅速又高效，总共只花费了几天的时
间，也谱写了中国科学院人才引进的一个
传奇。究其原因，主要是我国工业微生物奠
基人方心芳院士在重工业部综合工业试验
所指导张树政开展丙酮丁醇发酵研究的过
程中，有感于张树政的科研智慧和学术素
养，果断决定，要将这不可多得的人才迅速
引进到中国科学院。

第一次自己研制设备

开始研究工作后，方心芳给张树政他们
的课题是筛选糖化酶活性强的曲霉。经过不
间断的反复实验，最终确定了黑曲的优越性
并筛选到一批优良的菌种。

1956 年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微生物学会
第二届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上，张树政和她的
同事方一澄发表了他们比较研究几株酒精
工业上常用的曲霉淀粉酶性质的结果。于是
他们想到用当时的新技术纸上电泳来分离
和测定它们的活性。可是当时在菌保会没有

电泳仪，也无力向国外订购，于是他们设法
自己动手制作一台，其电源开始用汽车上的
蓄电瓶，后来用发报机上的将交流电变直流
电的变压器。

1957 年《科学通报》第 10 期，联名发表
了《麴霉淀粉酶的纸上电泳分离及测定》一
文，这篇篇幅不长、在当时颇具创新性的论
文，可能是我国最先公开发表的有关曲霉产
生的淀粉酶种类的研究报告。这是张树政开
始酶学研究的标志。

可以看出，张树政他们自己研制的设
备，在科研工作中发挥了非常巨大的作用。

第一次学习俄语

1955 年，张树政到菌保会工作之后，被
派去脱产学习俄语。这之前，她从 1949 年
产假期间已经开始收听俄语广播，俄语的
基础仅此而已。可是在实际的学习中，她展
现了非常的智慧，表现尤为突出，在不长的
学习时间之后，她就可以辅导其他学员并
且讲课。

在同事的心目中，当时的张树政极富
语言学习的天赋，很快就能把刚刚学到的
俄语应用到工作中，并且在之后的工作中，
能够作为翻译陪同捷克专家外出讲学和游
览。

她的聪慧和天赋可见一斑。
（程光胜 纪海丽）

①1951 年，张树政
在重工业部综合工业实
验所做实验。

②张树政的部分手
抄笔记。

③1956 年，张树政
与捷克专家涅麦茨院士
一起泛舟北海。

④1977 年，张树政
与到访的日本妇女科研
工作者讨论问题。

张树政（1922 年 10 月～）
生物化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河北束鹿人。1945 年于北京大学理学院化学系毕业后留校

担任助教，1954 年进入中国科学院菌种保藏委员会（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前身之一）。60
多年来，主要从事黑曲霉、白地霉、红曲菌淀粉酶、糖苷酶及糖生物工程研究，并硕果累累———
上世纪 50 年代初，分析比较了酒精工业的不同种曲霉淀粉酶系的组成，确定了黑曲霉的优越
性；上世纪 60 年代初，阐明了白地霉的木糖和阿拉伯糖的代谢途径，纯化了木糖醇脱氢酶并
证明为诱导酶；发现白地霉中有甘露醇，阐明了其合成途径；发现并纯化了 NADP－甘露醇脱
氢酶；上世纪 70 年代初，首次得到红曲霉糖化酶的结晶，进行了性质、化学组成、糖肽结构、化
学修饰和光谱学构象研究，发现不同分子型有构象差异，后来证明是糖基化引起的；上世纪 80
年代，选育出 β－淀粉酶高产细菌，活力当时在国际上领先；研究了 20 多种糖苷酶，首次发现

了有严格底物专一性的 β-D- 岩藻糖苷酶；从嗜热菌纯化了 8 种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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