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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丽的自然界中，有一类体形渺小、结构复杂的精灵，那就

是昆虫。它们是生态系统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其神奇之处，令

人惊叹。

昆虫群体的数量庞大，种类繁多。目前已描述并记录的昆虫达

100 多万种，超过已知动物种数的 70%，未来还会有许多新物种有

待我们去发现。我国昆虫学家发现了世界上最古老的叶状拟态昆虫，

复原了最早的动物鸣声和吸食恐龙血液的昆虫。科学家确定了昆虫

祖先的起源和飞行等诸多演化的地质时间。这些研究有助于解答“昆

虫为什么演化得如此成功”这个有趣的问题。

昆虫具有独特的生物学特性，它们是顶尖的飞行能手，即便是

翱翔天空的鸟类也略逊一筹。现在人类研制飞行器时，往往要拜昆

虫为师。昆虫能够变态发育，幼虫和成体在形态、行为和生活环境

方面差异很大。它们还能根据环境状况改变表型，这种现象称为表

型可塑性。昆虫是地球上唯一演化出真社会性的动物。最近，我国

昆虫学家解释了家蚕和棉铃虫的变态发育机制以及蚂蚁等社会性昆

虫的演化机制。通过基因组学研究，科学家揭示了我国重要农业害

虫飞蝗的大规模聚群和长距离飞行能力的奥秘，并发现了稻飞虱出

现长翅型和短翅型的可塑性机制。

昆虫拥有多姿多彩的行为。昆虫的嗅觉非常灵敏，有些蛾类的

雄虫可以感知 11 千米外的雌虫气味。有些昆虫通过跳舞、发光和鸣

叫等行为来寻找配偶、报警及传递信息。在取食和防御的不断博弈中，

昆虫与寄主间形成了复杂的关系，如榕小蜂和无花果，蚊子、人类

和病毒，飞虱、水稻和病毒等。最近，我国昆虫学家在揭示昆虫嗅觉、

生物钟、求偶和觅食行为机制以及寄主协同演化方面取得了长足进

展，如发现与嗅觉和解毒相关的基因家族在小菜蛾和飞蝗的基因组

内发生了大规模的扩增。科学家还对适应能力超强的入侵昆虫的快

速扩张机制进行了深入研究。在农业生态系统中，科学家揭示了转

基因棉花有利于害虫绿色防控的生态学机制。

当然，昆虫中也有蚊虫等传播病毒引起动物和人类疾病的“麻

烦制造者”，应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总之，昆虫世界蕴藏着无穷无

尽的奇妙和奥秘，值得我们不断地关注、探索和研究。

康乐，生态和昆虫学家，研究

员，中国科学院院士，发展中国家

科学院院士，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

青年专家。现任中国科学院动物研

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北京生命科

学研究院院长和中国科学院大学生

命科学院院长，兼任国际昆虫学会

执行理事和中国昆虫学会理事长。

康乐长期从事生态基因组学研

究。他将分子生物学与生态学结合，

系统研究了昆虫适应性和成灾机理，

主要开展生态基因组、抗寒性以及

化学生态和行为学研究。其研究的

主要特点是利用基因组学和分子生

物学手段研究生物对环境的响应和

适应性机制。在过去的十多年中，

上述研究及成果在国际上产生了重

要影响，他领导的课题团队已经成

为生态基因组学研究领域最重要的

科研团队之一。

康乐已在国际学术刊物上发表

论文 160 余篇，总计引用 3300 余次。

1999 年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三等奖；

2008 年当选国际昆虫学会执行理事；

2009 年获美国内布拉斯加大学荣誉

科学博士；2011 年获何梁何利基金“科

学与技术进步奖”；2013 年获美国昆

虫学会“国际杰出科学家奖”；2015

年当选美国昆虫学会会士，同年获“谈

家桢生命科学奖成就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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