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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年代生理学及医学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成功之路
/

杨映波

(第三军医大学 )

诺贝尔奖分为两大类
。

一大类是自然科学的
,

包括物理学奖
、

化学奖和生理学及 医学奖 ;

另一大类是人文科学的
,

包括文学奖
、

和平奖和 60 年代以后才增设的经济学奖
。

在国际上影

响最大
,

并有定论的是前一大类— 自然科学诺贝尔奖
。

一般说来
,

科学家们都把获得一年一度的自然科学诺贝尔奖视为殊荣 ;不同社会和政治制

度的国家也都把本国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人数看作为本国科学水平的标志
。

人们往往把获

取这一荣誉形象地 比作
“

走向斯德哥尔摩
。 ”

最近
,

作者对获得 198 0一
.

1989 年生理学及医学诺

贝尔奖 (以下简称诺贝尔奖 )的 23 名获奖者进行 了初步调查
。

现将其中部分杰出人物的成功

因素归纳如下
,

供我国有志于
“

走向斯德哥尔摩
”

的科学工作者参考
。

1
.

带头学科
,

人才辈出

80 年代是分子生物学迅猛发展的年代
,

是分子生物学造就了这些杰出人才
,

当然
,

也可以

说
,

正是以这些科学家为代表的大批科技工作者促进了分子生物学的发展
。

80 年代的诺贝尔奖授给免疫学界的有
.

三次
,

即对免疫移植和组织相容性抗原的研究

( 19 80 )
、

对免疫学理论及单克隆抗体的研究 ( 1984) 和揭开抗体多样性之谜 ( 1987) ;授给遗传学界

的有三次
,

即发现转座因子 ( 1983)
、

发现神经生长因子和表皮生长因子 ( 19 86) 和对癌基因的研究

( 19 89 ) ; 此外
,

还授给发现前列腺素和有关的生物活性物质 ( 19 82)
、

探讨低密度脂蛋白受体缺乏

与动脉硬化间的关系 ( 19 85) 和发现介受体抑制剂
、

H we 受体抑制剂和干扰核酸代谢药物等与分

子生物学有关的项目
。

综观 80 年代这一领域的诺贝尔奖有 90 %与分子生物学有关
.

2
.

盛年时期
,

创造高峰

这 23 位诺贝尔奖获得者虽然不少人在获奖时已是老态龙钟
,

但追溯他们成功的足迹时不

难发现
,

他们大多是在风华正茂之年就做出了堪称世界第一流水平的成就
。

据不完全统计
,

23 位获奖者做出与获奖有关的早期工作的平均年龄约为 39
.

4 岁
。

其中

年龄最大的是免疫学理论专家 Jer en
,

他提出网络学说时已 61 岁
。

年龄最小的是研究前列腺

素的 S a m u el ss o n (2 8 岁 )和发明单克隆抗体生产技术的 K 6hi er (29 岁 )
。

有资料表明
,

生理学

和医学科技人员创造发明的最佳年龄一般较其它自然科学的稍晚
。

二十几岁就做出诺贝尔级

成就实属不易
。

在 23 位获奖者中
,

45 岁以下就做出了与获奖项 目有关的早期工作的为 18

人
,

占获奖总人数的 56 %
。

3
.

热爱祖国
,

献身事业

不少诺贝尔奖获得者都十分热爱自己的祖国
。

M o nt al ic in 是意大利人
,

1909 年 4 月 2 2

日出生在都灵
,

在都灵大学获医药和外科学士学位
。

1936 年
,

由于法西斯独裁者墨索里尼实

行限制犹太人活动的限制法
,

她被迫离开都灵大学
。

195 1年
,

M o nt a ilc in 迁往美国
,

在华盛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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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任生物学教授
。

197 7年返 回意大利
,

在罗马的全国科学研究理事会主持细胞生物学实验

室的工作
。

她把以前所得到的奖金给了她设立的一个资助意大利生物学家的基金会
。

她在接

受诺贝尔奖以后说
,

她愿用她获得的诺贝尔奖金帮助贫困的
、

年轻的意大利科学家
。

值得一提的是
,

8 0 年代获奖者中的三位女科学家 (M o n t a l e i n i
、

M e C l i n t o e k 和 E il o n )都是

独身
。

由于资料缺乏
,

我们在此无法解释她们独身的原因
,

但 E il o n 的肺腑之言表露了她献身

事业的心怀
。

lE io n 说 :
“

我想
,

所有这些年我嫁给了我的事业
。 ”

4
.

立足基础
,

致力应用

80 年代的获奖项 目中的多数一经问世就得到广泛应用
,

有的还是从实际应用中发现问题

并促进基础研究的
。

如 D a us se t 从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战伤急救中研究抗原
、

抗体问题
。

此

后他把自己的研究工作与临床实践密切结合在一起
。

他不厌其烦地说服那些外科医学家们
,

在移植组织和器官时
,

要注意事先选择好互相匹配的供体
,

就象输血前要配血一样
,

只有这样
,

才有可能使移植获得成功
。

这是他长期致力于核酸代谢干扰药物研究的动力
。

他说 :
“

与其说

我为自己高兴
,

还不如说我为我的子孙后代高兴
。

我已经获得了许多荣誉
,

但是对我来说
,

最

重要的荣誉是会见那些用我发明的药物拯救了他们生命或拯救了他们儿女的生命的人
。 ”

基础理论的建立
,

常可对科学技术的发展起到巨大推动作用
。

分子生物学技术的普及
,

也

使基础研究成果得到迅速推广应用
。

如免疫学理论家 eJ m e 先后提出了关于免疫系统的特殊

性及其控制的三个理论
,

奠定了现代免疫学的基础
。

此后
,

K 6hl er 和 M ils iet n 于 19 75 年发明

了生产单克隆抗体杂交瘤技术
,

使 70 年代生物医学获得重大进展
.

单克隆抗体生产技术发明

后仅 8 年
,

有关杂交瘤和单克隆抗体的情报大量涌现
,

已发明的单克隆抗体数以万计
。

因此
,

世界卫生组织和国际科学联合委员会下属的科学和技术资料委员会
,

协作建立 了一座杂交瘤

和单克隆抗体资料银行
,

专门收集
、

编码杂交瘤和单克隆抗体并发布有关信息
。

这在科技史上

可能是绝无仅有的
。

5
.

刻苦钻研
,

锲而不舍

从某种意义上说
,

诺贝尔奖充分肯定了获奖者刻苦钻研的精神
。

诺贝尔奖获得者无一不

是孜孜不倦的探求者
。

如 H u be l 与 W ies el 合作时
,

开始实验条件不好
。

实验室是一间阴暗的

地下室
。

实验动物猫被放在一个旧定位仪上
,

猫眼不能前视
,

只能面对天棚
。

因此
,

只好用一

条旧床单张在满是管道和蛛网的天花板上
。

他们在几小时的实验中
,

也必须一直仰面朝天地

观察
。

视觉电生理实验常需持续工作很长时间
,

他们对视皮层上的第一个细胞的研究
,

记录工

作一直持续了 9 个小时
。

有一次
,

研究皮层细胞的功能结构
,

从晚 8 点开始
,

连续 5 小时
,

他俩

谁都没有离开过座位
。

过后
,

H u be l 幽默地说 :
“

幸亏那天我们都没有多喝水
。 ”

H u be l 兴趣广

泛
,

但强烈的事业心促使他往往放弃其它的兴趣与爱好
,

在研究工作中顽强刻苦
,

持之以恒
。

6
.

名师高徒
,

青出于蓝

资料表明
,

在不少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中存在明显的
“

师徒
”

关系
。

80 年代获奖者中也

有类似的情况
。

19 35 年
,

冯
·

奥伊勒初步鉴定并命名了前列腺素
。

194 7 年
,

B er gs t r 6 m 脱颖而出
,

他以其

才华和进取精神赢得了冯
·

奥伊勒的信任
。

冯
·

奥伊勒便鼓励这个年轻人向他未完成的事业

— 纯化前列腺素进攻
。

B e gr st r o m 欣然继承了这一研究课题
,

在往后的 35 年里
,

全心全意投

身到前列腺素的研究之中
。



第 2期 资 料 36

就在 B er gs tr 6m 沉浸于科学实验
,

力求有所发现
,

有所前进时
,

年仅 27 岁的 S am ue ls so n

踏进 了 这一 领域
。

他 的刻苦钻研精神和 深厚 的知识素养深为 B er gs t r 6 m 所赏识
。

在

as m ue lss
o n 刚迈进科研大门时

,

B er gs t r 6 m 就引导他参与分离和 鉴定前列腺素的工作
。

eB gr str 6m 的影响决定了 S a m ue lss o n 为之奋斗的光辉历程
。

后来
,

师徒二人双双获得诺贝尔

奖
。

B er gs t r 6m 的老师冯
·

奥伊勒另辟蹊径
,

在研究交感神经传导物质方面取得丰硕成果
,

荣

获 1 970 年诺贝尔奖
。

S a m u el ss o n 在名师引导下
,

通过 自己的勤奋努力
,

年仅 28 岁就做出了重要贡献
,

48 岁获

得诺贝尔奖
,

在国 内外医药学术界声望大增
。

S a m ue l sso n 43 岁时
,

接替 B er gs t r 6m 担任了卡

罗琳医学院医学系主任
,

以后又兼任院长
,

成为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后起之秀
。

7
.

独具慧眼
,

贵在独创

每一项诺贝尔奖都有独到之处
,

80 年代诺贝尔奖中最具有独创性者
,

可能是获得该奖的

第一位 日本人利根川进 ( T o ne g a w a)
。

19 76 年
,

利根川进取得了他摘取皇冠的创始性研究成

果
“

抗体基因多样化产生的遗传原理
”

(简称为
“

抗体基因再生的发现
”

)
。

这项成果回答了一百

年来一直辩论的一个问题
,

即 : 人体的 10 万个基因怎么能够产生 or 亿个不同的抗体 ? 这一理

论研究成果可帮助改进疫苗并且使器官移植更为安全
。

为医生们提供了一种用于研究治疗许

多疾病的工具
。

卡罗琳医学院院长 S a m ue ls so n 在记者招待会上说 :
“

利根川进是 19 7 6 年至 1978 年间在

这一领域唯一 的研究人员
,

他的研究成果真正是独一无二的
。 ”

评奖委员会在公告中也称 :

“

( 197 6) 其后两年
,

利根川进完全支配了这个研究领域
。 ”

利根川进十分重视科研工作中的独创性
.

1 9 87 年 5 月
,

他在东京向青年科学工作者发表

讲演时说 :
“

要取得世界水平的业绩
,

就需要发挥独创性
,

要象热爱自己的恋人和孩子一样热爱

自己选中的研究课题
。 ”

8
.

超前发现
,

九转功成

此处所谓的超前发现
,

是指科学家们做出了为他们
“

的同时代人还未能认识到其重要意

义
”

的那些发现
。

超前发现是独创性的特殊表现形式
。

诸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
、

阿尔乌尼斯的

电离学说和弗莱明发明青霉素等
,

都是历经数十年后才为人们所认识
。

在 80 年代的诺贝尔奖

中 M c C l in ot c k 发现的移动的遗传物质— 转座子就是超前发现
。

生物中第一个转座子是 M c C il nt oc k 于 40 年代在研究玉米籽粒的色素变异时发现的
。

但在当时并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
。

直到最近 10 年
,

移动的遗传物质在生物学和医学上的重要

意义才明显了
。

M c lC int co k 的主要成就是推翻了一种传统观念
,

即认为基因是固定的
。

她的

研究对了解癌症和传染性疾病有重要意义
,

卡罗琳学院把这一成就和
“

一百年前发现了遗传学

的一些基本定律的另一位伟大的遗传学家孟德尔的成就
”

相比拟
。

值得深思的是
,

M c C il nt co k 在年富力强时做出的这一成就
,

被放置了近 40 年
,

当她领取

诺贝尔奖时
,

已是 81 岁高龄
。

9
.

亲密合作
,

共同攻关

由于现代科学发展的复杂化和社会化
,

靠单个科学家孤身奋战而取得杰出成就的机会越

来越少
,

因而使得当代科学家们 自然而然地走向了亲密合作
,

共同攻关的道路
。

这一点在 80

年代获奖者中表现得十分突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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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ub el和 W is e el的合作相当默契
,

以致人们称之为
“

不可分割的 H u b e l 和 W ie s e l
” 。

H u be l 曾说过
,

在他们的合作中两个人的思路或认识常常是同时产生
,

或互相启发而产生的
。

“

我们都不知道也不关心是谁首先有了某个认识
。

有时
,

某人产生 了一个念头
,

不巧又忘掉

了
。

后来
,

另一个人又想到了它
。 ”

除此而外
,

冯
·

奥伊勒
、

B er gs t r 6m 和 sa m ue lss o n 师徒三人接力赛般的合作亦为人所称

道 ;发现低密度脂蛋白受体与动脉硬化之间关系的 B or w n 和 G ol d s t ie n 都是得克萨斯大学西

南医学院从事遗传研究工作的专家 ; K er n 是在和 M o nt a ilc in 一起合作时
,

才偶然发现了表皮

生长因子 ; 以研究干扰核酸代谢药物著名的 lE in n 和 H it ch in gs 都是 W ell co m e 研究实验室的

荣誉科学家 ; 加利福利亚大学的两位美籍教授 iB hs o p 和 V a
mr us 因研究癌基因所取得的辉煌

成就
,

捧走了 80 年代最后一个诺贝尔奖
。

实际上
,

除上述外
,

其余获奖者亦应看作是与许多科技工作者共同奋斗的结果
。

在每一项

成果背后
,

都少不了前人的铺垫和同时代人的努力
。

获得 80 年代第一个诺贝尔奖的免疫遗传

学专家 S ne n 说 :
“

科学就象是一张蜘蛛网
,

在时空中延伸的相互作用使它不断地扩大
。

我能

够在这张网上 占据一小点
,

是仰赖于前人的求索和同时代人的帮助
。

我对他们深表感谢
。 ”

利

根川进认为 : 搞研究需具有
“

天上地下唯我独尊
”

的强烈自我奋斗精神
,

但他在获奖后说 :
“

诺贝

尔奖获得者与奥林匹克竞赛场上的冠军不同
。

在科研方面
,

尽管一个人有才能
,

还需要有人协

助
,

个人单枪匹马地去干
,

是很困难的
。

因此
,

许多科研成果往往是很多人共同劳动的结晶
,

但

是诺贝尔奖却不能发给每一个人
。 ”

10
.

国际合作
,

广集博采

80 年代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大多在一个以上的大学和一个以上 的国家学习和工作过
,

这使

得他们见多识广
,

博采众长
,

充分发挥
“

杂交优势
” 。

如
,

V a en 因研究前列腺素和有关的生物活

性物质方面的突出贡献
,

于 19 8 2 年与 B e r g s t r 6 m 和 S a m u e l s s o n 分享了诺贝尔奖
。

许多年来
,

V an
e 一直拥有一批有才能的同事

。

他们来 自澳大利亚
、

比利时
、

巴西
、

英国
、

荷兰
、

洪都拉斯
、

日本
、

波兰
、

新加坡和美国
。

他获得过英国
、

美国
、

荷兰
、

法国
、

波兰
、

加拿大和比利时等国家的

奖励
、

名誉学位以及学术团体的会员资格
。

在这些众多的国际交往中
,

给了 V a en 广集博采的良机
。

V an e 在获诺贝尔奖后 曾说 : 诺

贝尔奖所表彰的他的科学成就中
,

毫无疑问也凝聚着该研究室全体人员 (以及另外的许多人 )

的巨大努力
。

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成功因素很多
,

绝非本文所能囊括
,

本文仅在他们奋斗历程中采撷了几

束花絮
,

以期管中窥豹
,

为我所用
。

作者在撰写本文时得到王正国
、

马汝舟
、

吴廷瑞以及程天民
、

刘怀琼等教授的指导与帮助
,

特此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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