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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47 岁的魏太云出
生于福建福清一处小村庄，
1997 年从福建师范大学生
物系毕业后，来到福建农林
大学继续攻读植物病理学硕
士与博士，并追随导师谢联
辉院士，专攻水稻病毒病研
究。让魏太云没想到的是：

“刚到实验室报到，我的师兄
就叫我去养虫，但我不是来
研究水稻病毒病的吗？”虽然
他百思不得其解，但仍按着

师兄的指示，当起了“虫妈
妈”。

一边养着虫，一边学习
植物病理学知识，一段时间
后，魏太云发现，虽然大家都
知道昆虫媒介可以传播水稻
病病毒，但具体是怎么传播、
为什么可以传播，很少有人
去研究。

“在导师的指导下，我意
识到，要想在病害防控上有
所突破，必须知道病毒是怎

么通过昆虫进入水稻的，那
么首先，我们得对昆虫足够
了解。”为此，魏太云几乎是
扎在了虫堆里，别人眼里避
之不及的虫子，在他看来却
都是可以帮他揭秘水稻病毒
病传播机制的“宝贝”。

他在显微镜下对养成的
昆虫一遍遍地进行剖析，熟
悉组织和器官分布，做好抗
体标记，并应用微针注射系
统，将病毒通过腹部注入到

昆虫体内。一遍遍的重复实
验，他终于发现病毒是如何
进入昆虫肠道，再通过血淋
巴、唾液腺，最后释放到体
外，同时在国际上首次建立
了传播水稻病毒的 3种稻飞
虱的细胞系。借助这些体
系，初步回答了“昆虫为什么
可以传播水稻病毒、怎么传
播水稻病毒”等水稻病毒病
成灾的基础科学问题，推动
科研发展。

防治“水稻癌症”全力“虫口夺粮”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技立则民族立，科技强则国家强。2020年9月11日，在科学家座谈会上，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科学家精神是科技工作者在长期科学实践中积累的宝贵精神财富”，科技工作者要
把自己的科学追求融入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伟大事业中去。

党的十八大以来，福建坚持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全省研发经费投入增长2.1倍、年均增长15.2%，国家级高
新技术企业增长4.8倍，现代服务业年均增长13.7%；总书记亲自倡导推行的科技特派员制度实现乡镇全覆盖，
在科技创新引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一大批科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工厂车间，把论文写在田野大地上。

福建科技事业实现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成就，离不开科学家们的忘我奋斗，离不开科学家精神的
大力弘扬。为进一步弘扬科学精神和科学家精神，今起，本报推出“科学改变生活 推动高质量发展”系
列报道，以民生视角挖掘福建籍科学家代表的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科技成就、心路历程，聚焦他们的科
研成果带来的真切获得感，用他们的精彩故事激发青少年的科学梦想，推动营造爱科学、学科学、传播科
学的积极舆论环境，喜迎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海都记者 徐锡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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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稻病毒病被称为“水稻癌症”，大多
由昆虫稻飞虱和叶蝉传播，是当今国内外
难以攻克的“绝症”之一，严重影响水稻的
产量。可否为稻种筑起“防护墙”，不受水
稻病毒病的侵害？稻农千百年来的这个梦
想，在科学家的努力下终于有了新进展。
师从“粮食院士”谢联辉的魏太云，是福建
农林大学植物保护学院的研究员，他扎根
农田25年，针对虫传水稻病毒病的世界性
难题，以病害防控为目标，不断开展深度系
统研究。他坚持“以强农兴农为己任”，初
步回答了水稻病毒病成灾的基础科学问
题，建立了稻飞虱细胞系等国际首创的技
术平台，以及目前国际最全的水稻病毒资
源库，参与指导我国南方水稻病毒病防治，
创制水稻病毒病害生态防控新策略，全力

“虫口夺粮”。

和不断科研探索未知领域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魏太云数十年不变的“追剧”喜好。“我最喜欢周星驰
的喜剧。”魏太云说，由于对剧情过于熟悉，他常常将
周星驰的电影作为工作时的背景音，帮助他进入“沉
浸式”写论文状态。

“潜心钻研25年后，我发现，我最爱做的事，还是科
研。”魏太云说，在不断深入研究过程中，他常常会感到
自己的成果是多么微不足道，就会更想在科研成果上
有所突破。他也常常回忆导师谢联辉的教诲——“敬
业乐群，达士通人”，专心科研，与学生融洽相处。

“跟着我做科研，是一件很苦的事。”魏太云笑
称，在他们团队的研究领域里，有好多难题是“世界
性”的，失败是家常便饭。“比如说，我们要从水稻里
收集虫卵，制备昆虫原代培养细胞，学生一天都得盯
着解剖镜，要收集非常多的虫卵，有些人就不适应
了，而且经常失败，一失败就是两年，一直没有结
果。”魏太云通过带头实验、耐心劝导，鼓励学生不要
轻易放弃。

今年5月，魏太云获评2022年福建省“最美科技工
作者”。目前，他已是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
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福建省“特级后备人才”
等。虽然获得了诸多荣誉，但在魏太云看来：“只有不
停奔跑，才有资格在原地踏步，才能不留下太多遗憾。”

“我们做农业生产研究，
一定要从生产上介入，了解在
水稻生产过程中病毒是如何
传播的。”魏太云说，虽然注
射和标记等方法有些“笨”，
但这些模拟田间昆虫传毒的
方式却十分管用，为预测水
稻病毒的流行、探索抑制水
稻病毒传播的生态防控策略
提供了新路径、新方法。

随着对昆虫研究的深

入，魏太云发现，自己就像和
传播水稻病毒的媒介昆虫叶
蝉、稻飞虱成了“好朋友”。
他说，昆虫作为大自然中的
重要组成部分，一味地想要
杀死害虫、彻底消灭病毒病
是不可能的。他的研究方向
也因此逐渐聚焦到水稻病毒
与媒介昆虫“和平共处”机制
上，探究昆虫抗病毒免疫途
径是如何抵御水稻病毒传播

的，制定针对阻断昆虫自然
传毒过程的最优生态防控策
略，而不是一味地使用农药
来杀虫。

在聚焦科研方向的同
时，魏太云在田间地头的实践
中，也不断地向农民灌输水稻
病毒病害生态防控的新理
念。为此，在云霄等地，他的
团队还进行了“示范田”试验，
通过直观的试验结果，帮助农

民理解生态防控的方法。
“农民们往往见‘虫’色

变，发现有虫子出没，就慌忙
打药。”魏太云说，其实，若是
昆虫带毒率较低，少量分布
于农田中，完全可以予以保
留，这样既符合大自然平衡
的要求，也有利于保证生物
链的完整性。当然，若是昆
虫带毒率较高，就需进行适
当清除。

把虫子当“宝贝”揭开病毒传播奥秘

和昆虫“做朋友”研究阻断昆虫传毒

爱科研 也爱“追剧”

□特写

魏太云和学生们在实验大棚里，研究水稻患病的情况 魏太云在显微镜下对昆虫进行解剖

▲魏太
云在实验室
内养了各种
昆虫，研究病
毒传播机制

福建农林大学植物保护学院研究员魏太云扎根农田25年，创制水稻
病毒病害生态防控新策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