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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教 授研 究 过的 藻 类 几 乎 涉 及 到 每 一 个 门 (D ivi sio n)
,

但 更 集 中于 鞘 藻 目

(O ed og o ni al es)
、

双星藻科和绿球藻目 (C hlo roc occ
al es )

,

体现出他的特殊贡献
。

在

197 9 年出版的 《中国鞘藻目专志》 中
,

除了依次描述了我国当时已知的 2 属 301 种
,

其

中有 % 新种
,

38 新变种和 32 新变型外
,

还根据自己的研究 (包括培养)
,

经过分析
,

确定以植物体在性分化方面的特征作为此类植物分类基础的首要特征
,

从而创立了自己

的 自 然 分 类 系 统
,

这 澄 清 了 前 几 代 人 (W ittroc k
,

1874 ; Ti fl五n y
,

19 30
,

G aut he ir 一 Li ev re
,

1% 3一 19 64 ) 在该领域中的许多混乱现象
。

此专著出版后
,

立即受

到国际上许多著名藻类学家的称赞
,

美国藻类学元老 Ta ylor 在 《PH Yoo Lo G A》上专

文介绍此著
,

称之为
“

藻类学上的一项重要文献
”

; 在 19 82 年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二等

奖
。

19 88 年
,

出版了由饶钦止教授主编的 《中国淡水藻类》 第 1 卷 (双星藻科)
。

在

此专著中
,

记录了本科 n 属中的 9 属
、

347 种 (产于我国
,

其中有 2 19 种是首先发现

于我国的 )
,

种的数量占全世界已知总数的 41 %
,

为世界各国同类地方志所不及
。

除发

现了一种新接合生殖方式 (穿孔接合) 和一新的中抱壁花纹 (蠕虫状纹) 外
,

最重要的

是对 9 个属都重新作了描述
,

尤其是对转板藻属 (M o u ge ot ia)
,

不仅排除了多年来的用

字上的概念不清
,

还充分阐明了在生物进化上出现或尚未出现接合抱子囊这一器官在本

科植物系统分类学上的意义
。

专著于 1990 和 1991 年获得了中国科学院 自然科学二

等奖和国家的自然科学三等奖
。

关于绿球藻目
,

饶钦止教授积累了大量的标本和文献
,

包括 50 年代他作为湖北省

湖泊调查指导者所搜集的材料在内
。

他陆续发表过二些新属和新种
。

并比较集中地指导

他的学生胡征宇写成一篇博士论文
。

多年的研究使他成为国际上少数几位著名藻类学家

之一
,

较早地提出了一个新的观点 : 绿球藻 目和 四胞藻目 (Te tras p or al e) 的根本区别

是
,

前者只有在抱子形成 (sP or e fo rm at in n) 时的分裂没有真正的植物性细胞分裂

(ve ge tat iv e ce n di vi si o n)
,

而后者则有这种分裂
。

这一观点纠正了某些藻类学家的一种

错误观点
,

即认为绿球藻目是丝状绿藻及更高等的藻类 (直到苔醉类以上的高等植物)

的祖先
。

饶认为这应该是四胞藻目而不是绿球藻 目
,

虽然后者所含的属种比前者多得

多
。

既然如此
,

则植物体的形态结构当是此一类群的主要特征所表现的方面
,

由此他提

出 了一 个 该 目的新 分 类 系 统
,

首 先 将 此
.

目分为 四 个 亚 目: 非 集 结体 亚 目

(A c oc no hi

~
)

、

原集结体亚 目 (Pr oc ocn
o bi an ae )

、

真集结体亚 目 (Euc oc n ob iana e)

和绿枝藻亚目 (Chi or o de n d ran ae )
。

亚 目以下的科 (亚科)
、

属类
,

他都作了新安排
。

有许多原来被归于四胞藻目的属
,

根据他的观点
,

改归于绿球藻目中
。

这两个目的工

作
,

将由毕列爵和胡征宇负责
,

一一整理
,

陆续发表
。

饶钦止教授还是湖泊学家
,

也 曾进行过水产养殖工作
。

他更是一位卓越的教育家
。

从在大学课堂上
、

研究所的研究室中
、

野外调查的实际锻炼中到中国科学院的研究生院

中
,

他培养出许多专门人才
,

现在我国的藻类学工作者
,

尤其是淡水藻方面的
,

几乎大

都是他直接或间接培养的学生
。

饶钦止教授以他杰出的贡献和突出业绩
,

赢得了我们的

爱戴和钦敬
。

今年 (19% )年正值饶钦止教授% 寿辰
,

特将他的生平简介如上
,

谨志祝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