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就可分离到大量接合率达 95% 以上且发育基

本同步的实验材料, 而用微吸管分离不仅费时

费力也很难分离到同步发育的接合对; ( 3)无副

作用:利用本方法分离草履虫接合对,未发现任

何由于磁场效应而产生的对接合生殖过程的影

响
[ 3]
; ( 4)适用范围广: 不仅可以用来准备同步

发育的纤毛虫接合材料, 也可以通过错开混合

互补接合型细胞的时间来准备多组接合材料,

再将其混合后用本方法分离接合对,这样可以

得到大量不同发育时期的接合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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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动物学家宋大祥院士病逝

我国著名动物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国际动物科学学会委员、国际动物学会理事、国际蛛形学会理事、第十三

届中国动物学会理事长、河北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博士生导师宋大祥教授因病医治无效, 于 2008 年 1 月 25日 19 时

40 分在保定逝世, 享年 74岁。

宋大祥院士为人正派,严以律己, 宽以待人, 学识渊博, 治学严谨, 谦虚谨慎。他曾历任中国动物学会副秘书

长、秘书长、副理事长、理事长等职务, 历任�动物学报 、�动物分类学报 主编、�蛛形学报 副主编及�动物学杂志 

编委等。作为学会领导人之一,他积极参与和推动学会的各项工作,先后组织我国广大的动物学工作者, 经多年努

力,出色地完成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交办的! 动物学科发展战略研究∀ ,以及国家名词审定委员会交办的�动

物学名词 的审定工作, 组织学会开展了海峡两岸动物学名词审定工作。在任学会理事长期间,他代表中国动物学

家积极支持希腊和以色列动物学家联合发起的关于恢复国际动物学会活动的倡议。2000 年他受学会的委托, 率领

我国动物学家代表团赴希腊雅典参加了恢复后的第一次(第十八届)国际动物学大会, 并取得了 2004 年在中国北京

举办第十九届大会的权利。他也当选为国际动物学大会执委,为进一步提高我国动物学研究和动物学会在国际上

的地位创造了有利的条件。2004年第十九届国际动物学大会在北京召开,他当选为国际动物学会理事。

宋大祥院士为我国动物学的发展及中国动物学会的国内外学术交流、扩大学会在国际动物学界的影响及学会

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的优秀品德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宋大祥院士的逝世,是我国动物学界和中国动物学会的一大损失,使我们失去了一位德高望重的良师益友, 我

们将永远怀念他。

张永文 (中国动物学会)

2008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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