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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昆虫学会

重 庆 市 昆 虫 学 会（Entomological Society 
of Chongqing，缩写为 ESC）是由重庆市的昆
虫学工作者和爱好者以及相关单位自愿组成
的、依法登记成立的、具有公益性和学术性
的法人社会团体，上级主管单位是重庆市科
学技术协会。学会成立于 1949 年 10 月，现
有会员 580 余人。下设医学及城市昆虫学、
农业昆虫学、林业及园林昆虫、科普、基础
昆虫学和资源昆虫学等 6 个专业委员会及 1
个秘书处。主要开展学术交流、科技咨询、
科普教育、青少年科技活动等工作。学会挂
靠在重庆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地址：重
庆市高新区大学城中路 37 号。现任理事长和法定代表人：陈斌；名誉理事长：
吴蔚文；副理事长（以汉语拼音为序）：代方银、何林、何正波、黄复生、
刘奕清、唐志强、殷幼平；秘书长：何正波；副秘书长（以汉语拼音为序）：
付文博、王宗庆。

1944 年 10 月 12 日，中国昆虫学会在重庆成立。重庆市昆虫学会是老一
代著名昆虫学家蒋书楠教授、封昌远教授和吴蔚文教授等领导和发展起来的。
历史上，重庆市昆虫学会的业务涵盖四川省，直到 2018 年四川省昆虫学会成
立。学会自成立以来，团结广大昆虫学工作者，为昆虫学学术交流、人才培养、
科学研究、有害昆虫控制、资源昆虫利用、科普教育、社会经济建设做出了
重要贡献，是川渝地区发展昆虫学事业的重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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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故事  þᖸ༢ÿúú᳧ၷᗉ̃᫂ᄊᤝೕ˨。黄金生的青年时期，曾在我国台湾做农业技术顾问，直到1999年，台湾南投地区发生“921”

大地震，震后为帮助当地桃米村重建家园，实现了从一个环境杂乱、发展无力的边缘村落,转型成为乡土生态建设典范。多年来，他践行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谱写融有机农业、生态保育、文化创意为一体的生态农业画卷，默默耕耘。一次机缘巧合又与“黑夜中的舞者相遇

相识”，从宝岛台湾来到巴渝重庆，踏上“萤火虫农业模式”的探索之旅。2018年，“萤火虫谷农场”落户重庆大学城山谷， 也由此开

启了重庆第一个专业打造的全国最美的集萤火虫培育、复育、观赏、教育、科普为一体的生态农业基地。（文 / 简芳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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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地球上最大的事件可能就是新型冠状病毒的

大流行。这一传播能力极强的病毒引发了全球的恐慌，改

变了全球化的进程，其影响的深远程度难以估计。同时，

大部分人开始关注到病毒这一独特的存在。病毒是什么？

病毒怎么传播？我们如何才能预防病毒？但是你知道吗？

国际上对病毒属不属于生物，至今还有争议。

那么病毒到底是不是生物呢？这要从生物的定义说起。

目前，我们对生物的定义是有生命的物体，具有生长、发育、

繁殖等能力，能通过新陈代谢作用与周围环境进行物质交

换。而生命的定义是由核酸和蛋白质等物质组成的分子体

系，它具有不断繁殖后代以及对外界产生反应的能力。所以，

实际上生物体的定义中强调的是两点：第一是通过新陈代

谢而生长发育，第二是繁殖。但是，科学定义一定是严格

的对内全包括并且对外全排斥，也就是具有必要性和充分

性。而这一定义既不完全必要，也不完全充分。有人提出，

火焰实际上就是符合这两个条件的，既能新陈代谢，又能

繁殖，但是火焰绝对不属于生物。同样的，人工智能在未

来可能可以自主地生长发育和繁殖，到时候是不是能认定

它们为生物，就是一个很大地难题了。

病毒是不是生物这一争议，正是基于科学界这种并不

完全科学的定义而发生的。因为生物学中评判的生物的新

陈代谢活动，都必须要依托细胞结构进行。而病毒并不具

备细胞结构，所以不能进行新陈代谢，没有明确的生长发育，

不符合生物的定义。但是病毒通过侵入其他生物的细胞，

可以成功完成其繁殖过程。所以按照这一定义，火焰可以

被划入生物范畴，而病毒却被划出了生物范畴。

实际上，长期以来，我们的很多看似科学的定义，都

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并没有从发展的系统性的角度去判

断和定义，而是孤立地片面地主观地对事物下定义。如果

没有系统性和发展性的分析，那么任何定义都会有反例和

病毒是一类生物吗？
Is Virus a Kind of Life？

中国  上⼄  复⭊大学现代人㏁学教育⤠重⮄㬖䂊㬳  ㏏  ⿵

地球生物的进化树主干，显示一级分类单位“域”和二级分类单位“界”。

Ǘᙁߥeመe࠴Տជǘ 食植类昆虫（phytophagous insect）定义：以活体植物为食的昆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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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例。任何个体都有独特性，不能仅仅因为一两个独特性

的特征把这一个体划出定义范畴。比如萤火虫有独特的发

光的机能，难道因此把它们从昆虫纲划出去吗？过去我们

曾经认为，人类具有出众的智慧，能够改造自然，所以人

类超脱了动物界。而现在的生物学研究，早就不可能再把

人类划在动物界之外了。因为萤火虫的进化过程很明确，

是昆虫纲鞘翅目中演化出来的一种昆虫。人类也只是兽纲

灵长目中进化出来的一个类群。

那么，怎样给生物一个严格科学的定义呢？这就必须

足够简单，排除任何不必要的假设。科学的第一原则——

奥卡姆剃刀原则，就是“科学拒绝多余的假设”。所以一

个完全科学的定义，不应该有两条甚至两条以上的界定，

尽量只有一条。而地球生物的定义，从进化发展的角度看

来特别简单，那就是都在同一棵进化树上。每一种生物都

有其基因组，比较其基因组的差异，就可以知道其间的亲

缘关系。病毒也有其基因组，即便是以蛋白质作为遗传物

质的朊病毒，也是可以把蛋白质序列转换成 DNA 序列进行

基因组分析的。所以从基因组比较，我们知道所有的地球

生物都有共同的起源，都在同一棵进化树上。古菌是最古

老的生物类群，古菌中演化出了细菌和真核生物两个类群。

早期的某些细菌放弃了细胞结构，演化出了病毒。支原体

和衣原体，可能是细菌向病毒演化过程中的过渡类群。这

样看来，无论形态和行为变得多么奇怪，病毒也在地球生

物进化树上，当然属于生物。而火焰或者人工智能，则无

论如何都不属于生物。

放弃表面性的定义，回归本质性的定义；放弃结果性

的定义，回归原因性的定义。这样，科学概念就变得很明

确很简单了，很多科学争议也就不存在了。很多科学争议

的起因大多是定义不科学，比如物种的定义、亚种的定义

就是没有从基因组差异的进化本质上进行判断。甚至很多

社会科学的概念争议也是有类似问题。例如汉族的起源、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起源的问题。有人认为出现了汉族的名

称才有汉族，这就犯了“以名害实”的错误。从系统发展

的角度，汉藏语系族群出现之后，六千多年前分化出汉语

族人群，就标志着汉族实体的起源，与历史上什么时候有

名称、当时被叫做什么，都没有关系。

科学知识点的普及很重要，而科学逻辑的普及更重要。

有了严谨的科学逻辑，我们才能从纷繁芜杂的科学知识中

理出线索，看清自然的真相。病毒属于生物，它们的演化

必然脱不开生物进化的规律，我们一定可以看清它们的各

种伪装，战胜病毒的威胁。

2020 年新年贺卡：李辉教授 喜福伴君庚子年 非你莫“鼠”更争先 李政道 岁末“猪”福

昆虫纲（Insecta）定义：体躯分为头、胸、腹三部分的节肢动物，头部具有 1 对触角、胸部有 3 对足，一般有 1
对或 2对翅；腹部一般无行动附肢，生殖孔开口于腹部近末端，胚后发育须经变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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