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都生理学分会的台柱蔡翘

金开泰

蔡  翘(1897 - 1990) 广东省揭阳县人，1918年，到北京大学中

文系当旁听生。1919 年秋，经日本到美国留学。他先后在加利

福尼亚大学和印第安纳大学学习心理学，用 2 年时间学完大学课

程。1921 年冬进哥伦比亚大学读研究生，一学期后转入芝加哥

大学生理系当研究生。靠在学校打零工，他潜心攻读，注重提

高实验技能，发表了 4 篇论文。1924 年，以"大白鼠的记忆曲线"论文，获哲学博士

学位，芝加哥大学金钥匙奖。1925 年回国，任职于上海复旦大学，执教生物学和生

理学。1930 年秋，赴英国和德国进修，先在伦敦大学著名生理学家 C.L 埃文思

(C.Lovatt Evans)教授的实验室从事糖代谢的研究，继而在剑桥大学著名神经生

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 E.D.阿德里安(Edgar Douglas Adrian，lst Baron，

1889~1977)教授的实验室从事神经传导生理研究。1931 年冬在德国法兰克福大学

和其他大学的著名生理学实验室进行短期进修后，1932 年春回国。1937 年 1 月，

到南京中央大学医学院任生理学教授兼科主任，1948 年代理中央大学医学院院长，

同年被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新政建立后，任南京大学医学院院长。1952 年，任

改编为第五军医大学校长。1954 年调入军事医学科学院，任副院长、一级研究员

和院学术委员会主任。1955 年，进入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行列。1990 年 7 月 29

日在北京逝世，享年 93 岁。

蔡翘自工作以来就不断在国内大学为创建生理这而努力。1927~1928 年，在上

海国立中央大学医学院创建生理学科，任生理学教授，兼讲授比较解剖学、组织

学和胚胎学，编著中国第一本大学用的生理学教科书，1929 年商务印书馆出版，

共 50 章，70 万字，后增订本改名《人类生理学》。 

进入中央大学医学院后再次创建生理科。同吴襄共同编著了《生理学实验》

一书。不料半年后，随医学院迁成都。到成都后先借用华西大学医学院的部分校

舍上课，4 年后，又租用城内政府街天府中学校舍作为前期各科教学之用，在十分

艰苦的条件下蔡翘坚持从事生理和药科的教学和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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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一直努力推进中国生理学的研究，促进全国生理学的快速发展，1941 年，

他在中大医学院成立了生理学研究所，主要助手有朱壬葆、周金黄、吴襄、徐丰

彦、李瑞轩，匡达人等。招收了宋少章、程治平、陈定一、李昌甫 4 名研究生，

接受了十几名进修生，如李瑞轩、濮璃、尤寿山、孟宪章、陈兆仁、张培棪、杨

浪明、邱琼云等，其中有延安军医学校秘密送来的同志，也有后曾任台湾航空医

学会会长方怀时等人。他自筹经费，亲自动手，成立制造生理学实验仪器的车间

供教学和研究之用。1940 年，他还曾送一套自制仪器经成都到香港采购药品器材

的朋友，转送给延安。

抗战期间蔡翘主持研究课题有以下四个方面：猫在去大脑及切除垂体后的利

尿率;中国人的肺活量、血象、生长率、血型感觉敏感度、基础代谢等正常生理标

准;红细胞脆性及溶血与抗溶血机制的研究;血清中缩血管物质的研究。这些科研

成果分别发表在《中国生理学杂志》、《中国生理学会成都分会会志》以及英美

有关的生理学刊物上。与此同时，蔡翘还曾指导七八位学生和同事，研究胆固醇—

—卵磷脂的溶血对抗作用，发现胆固醇有保护红血细胞免于被卵磷脂从食物吸收

过多而发生溶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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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直接参加和指导的实验性研究，主要是围绕血液生理这一领域。有不少

重要的发现及论文著述。他研究了红细胞脆性和溶血、抗溶血机制，阐明了脾脏

与红细胞渗透脆性的关系及其影响因素及机制；发现胆固醇是正常血浆中的主要

抗溶血物质，免疫的溶血性血清中存在一种“抗胆固醇因子”和它可对抗胆固醇

的抗溶血功能；发现了血清缩血管物质中除血小板解体时释放的组织胺外，还有

非组织胺物质等。正是这一成果，后来导致国外 5-羟色胺(即血清素)的发现。

蔡翘在实验室

他也很重视业界的交流。早在留学时期他就被推荐为美国解剖学会会员，

1926 年，他加入新成立的中国生理学会。1935 年成为英国生理学会会员。1938 年

秋在成都，他和启真道等发起成立和领导了中国生理学会成都分会，定期组织学

术讨论、报告会。如：在 1939 年第四届常会上他和吴襄报告的是：国人血液因子

之标准鉴定；他和李瑞轩报告的是：脾脏变更血球脆性之进一步研究；1939 年第

五届常会上报告的是：血及组织中的血球解体素反抗血球解体素之隔离；化学及

生理特性这初步研究；1940 年 3 月第六届常会的报告是：抗溶血素的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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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1939、1940 成都生理学分会通知 （兰庭剑教授供）

1941 年 6 月，他在华西坝院主编、出版了《中国生理学会成都分会简报》，至

抗战胜利为止，4 年共出两卷 13 期 300 多页。

主持学术讨论

1943 年夏，蔡翘作为中美文化交流交换教授与费孝通等 6 人应邀赴美讲学

一年。在芝加哥讲演时，他向世界介绍了中国抗日战争的情况，呼吁国际社会的

援助，其讲演稿与其他教授的讲演稿一起被编成《来自中国的声音》一书在美国

出版。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央大学医学院复院南京，他再次领导生理科教学与研

究的恢复工作，继续从事小血管受伤止血的研究。



他一生成就卓著。先后发表过 100 多篇学术论文和 11 本专著和教科书，培养

了几代人才。他发现中脑被盖网质、中央灰质区和前脑内侧束在痛觉调制过程中

的作用，国际上被称为"蔡氏区"(Tsai's area)；研究发现肝在保持血糖正常浓度

中的作用，主要在于不断地摄入非糖类和糖类食物的消化产物以合成糖原，从而

在消化期释放出葡萄糖以保持循环血糖浓度的相对稳定；在血液生理学方面的研

究中也有许多重要成果；创建中国的军事劳动生理、航天医学和航海医学。1979

年出版了 60 多万字的《航空与空间医学基础》一书。1978 年，在他的积极建议下，

军事医学科学院成立了基础医学研究所，他亲自指导该所神经生物学室的研究工

作并积极培养研究生

多次出国考察和参加国际学术会议。1964-1981 年任中国生理科学会理事长，

1981 年被选为中国生理学会名誉理事长。

2011年 10月 14日，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以他的名字命名 2007年 8月 16

日用新安装的近地天体望远镜发现的国际编号 207681 星，为"蔡翘星"（离地球

1.57 亿公里，正在宝瓶星座运行，绕太阳一周需要 3.80 年。）向军事医学科学院

的领导颁赠了"蔡翘星"命名证书和命名铜匾。

蔡翘星证书 蔡翘铜像

2021 年 6 月 7 日蔡翘和秉志先生的铜像一起在东南大学落成，以纪念他们在

生物学科的至伟功业和忠信笃敬的高尚道德，他们的业绩将永远留存在中国生物

学科发展史上，他们的品格将永远成为学人之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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