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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简介
·

生命科学部资助项 目研究进展

童道玉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生命科学部
,

北京 1X() 0 8 3)

近 1 年来生命科学部资助的项 目取得了很大的

进展
,

涌现 出一批优秀成果
,

19 97 年获 国家 级科技

成果奖 巧 项
,

其 中国家 自然科学奖 7 项
,

国家科技

进步奖 8 项 ; 在《N at u er 》
、

《 cS i en ce 》等重要杂志上发

表了一批高水平的论文
。

1 重大科学成果及高水平学术论 文

1
.

1 重大科研成果

( 1 ) D N A 分子 的结构
、

动力学 和序列 的理论研

究

天津大学张春霆院士用几何 学方法分析 D N A

序列
,

取得初步成功
,

建立 了 D N A 序列的 z 曲线理

论
,

并在此基础上
,

利用群表示论建立 了 D N A 序列

的对称性理论
,

进而提出 D N A 序列和识别编码 区的

新算法
。

这是由中国人独立提出的一套分析核酸序

列的新理论和新算法
,

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

该研究

199 7 年获国家 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

(2) 视觉复杂 图象信息的传递 和图象特征 的整

Z 、

口

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理研究所李朝义研究员在研

究中摆脱了传统感受野理论 的束缚
,

着重研究 了大

脑视皮层神经元 的感受野外 区
,

确定 了在传统感受

野外面
,

还存在一个感受野外区
,

并首次将其命名为
“

整合野
” ,

确定了整合野的空间构型
,

首次阐明了大

范围图形特征整合和 图形特征差别检测 的神经机

制
。

这些工作为视觉神经科学
、

认知科学
、

计算视觉

和神经网络等相关领域拓展 了一个新 的研究领域
。

该研究 19 97 年获国家 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

( 3) 早幼粒细胞 白血病 ( A P )L 发病的分子机理

的深人研究

上海第二医科大学陈竺院士获国家杰出青年基

金资助后
,

对早幼粒细胞 白血病 ( A P )L 发病的分子

机理进行深人的研究
。

首先发现的变异型染色体易

位 t ( 11 ; 17 )
,

并对其形成 P比 F
一

R A R a 融合基因和融

合蛋白进行了结构
、

功能研究
。

证明了 P zL F 蛋 白 N

端的 oP Z 结构域对于该融合蛋 白的异常生物活性

具有决定性作用 ;此外
,

运用差异显示 P C R 技术获

得 4 个受维 甲酸调控 的新基因 ; 用 C D N A 列阵和减

差 P C R 技术
,

分离到近 2X() 个受维 甲酸调控的靶基

因
,

对于阐明维 甲酸诱导分化 的信号传导通路具有

重要作用
。

在陈竺院士的领导下
,

形成了 白血病相关基因

的综合研究体系
,

通过对大组 白血病标本 ( 3 0 X() 多

例 )的研究
,

确定 了我国各型 白血病畸变谱
,

在 白血

病细胞遗传学研究方面达到 国际先进水平 ; 在诱导

白血病细胞凋亡的过程中
,

证 明三氧化二砷选择性

诱导 A P L 细胞 的凋亡和部分分化
,

这一成果被 国

际学术界誉为
“

应用 A RT A 治疗 A P L 的又一令人震

线

萎篡
淤

田、牙扭崔雍林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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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正常干细胞基因表达研究
,

已完成

1 万余条
c D N A 片段的测序

,

引起国际上较大反响
。

1
.

2 离水平学术论文

( l) 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
、

第二军医大学郭

亚军 19 97 年在《N at u er M de iic ne 》上发表 的题为
“

应用

细胞因子和单克隆抗体修饰肿瘤细胞制造有效的肿

瘤疫苗
”

论文
,

被 国外 广 泛 引用 (单 篇引 用 达 165

次 )
,

这一疫苗对低免疫原性和无免疫原性的肿瘤细

胞均能产生疗效
,

具有重要的应用前景
。

( 2)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孙革在

两个面上项 目连续资助下
,

首次发现迄今世界最早

的被子植物果 枝化石

—
辽宁古果 (新属

、

新种 )
。

这一发现把 被子植 物的起源 向前推 到晚侏罗世 时

期
。

对探讨被子植物的起源和演化及其相关的地质

地理背景
、

古气 候
、

古生态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 义
。

此研究论 文于 19 9 8 年 1 1 月 2 8 日在 《S e i e n e e

》上 发

表
。

( 3) 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生 物学研究所褚家佑

研究员与复旦 大学金 力等人在 《 P N A s)) 发表 的论 文
“ G e n e t i。 er lat io n s h i p o f p o p u lat i o n s i n Ch i n a ” ,

引起 了国

际同行的广泛兴趣
。

美国人类群体遗传学权威 C va
-

all i 一 Sifo ae 在同期杂 志上发表 了长篇评论
,

2 周后
,

《N at u er 》杂志上也发表了一篇评论
。

( 4) 湖南医科 大学夏家辉等人克 隆了神经性音

频性耳聋的疾病基因 ( GJ B 3 )
,

这是我 国独立克隆的

第一个人类疾病基因
。

论文发表在 《N at u er eG ne it cs 》

杂志上
。

( 5)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郑光华 于《N at u er 》杂

志上发表了题为
“

超干保存种子种质新技术的研究
”

的论文
。

该研究突破 了传统的 5 % 种子安全含水量

下限的束缚
,

在理论上与实践上取得重要突破
。

这

标志我国在种子种质节能保存新技术研究领域 已跃

上一个新台阶
,

在生物多样性保 护领域有着巨 大的

应用前景与经济效益
。

最终有可能导致植物种质资

源保存技术的一次重大革新
。

( 6) 中国科学 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王志新院士多

年来一直从事酶反应动力学及蛋 白质结构预测研

究
。

在 国家杰 出青年基金资助下研究工作取得较大

进展
,

先后在 《F EB s 玩 t te sr 》
,

《 B i o e h e而 s t叮 》
,

《B B A 》
,

《J
.

B i o lo g ie al e h e而 s t叮》
,

《hT
e o叮 B io e h e而 s t叮》

,

《p or
-

iet n
nE 乡ne ier gn 》等国际重要 刊物发表论文近 20 篇

,

取得一批理论成果
。

特别是在蛋 白质二级结构预测

方法和结构类型识别研究方面有 自己独立 的见解
,

并有希望取得较大突破
。

是基金资助后成绩较突出

的杰出青年的代表
。

2 应用基础研究见 到明显成效

生命 科学部资助 的项 目大部分属应用基 础研

究
,

这些项 目对促进我 国的农业 和人 民健康取得明

显成效
。

( 1 ) 农业倾斜项 目已取得令人鼓舞的效果
。

( i) 已产生 巨大的经济效益
。

近年来
,

农业倾

斜项 目资助的一批具有应用前景的项 目
,

其研究成

果应用到生产 中
,

已直接产生经济效益达 8 亿元以

[
。

例如
:

中国农业大学兰林旺教授承担的
“

小麦节

水高产生理基础和优化模型的研究
” ,

已建立一套高

产节水的技术
,

19 95 一 19 97 年在河北
、

山东
、

天津等

省市推广 2 68
.

4 万亩
,

每亩节水 50 一 100 立方
。

平

均每亩增产 10 8
.

2 k g
,

亩增产经济效益 17 1
.

16 元
,

总

增产粮食 29
.

04 万吨
,

创经济效益 4
.

98 亿元
。

并为

农业 的可持续发展开辟 了新途径
。

中山大学何建 国

博 士承担 的
“

斑节对虾杆状病毒宿 主种类
、

媒介
、

传

染途径及控制措施 的研究
” ,

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

弄清 了斑节对虾杆状病毒宿主种类
,

传染源
,

感染和

传播途径 ; 并基于上述 的研究成果
,

提 出了
“

消除传

染源
,

切断传播途径
”

的技术与方法
,

在生产中应用

取得 了显著效果
,

使广东省对虾养殖业 免遭病害的

困扰
,

19 97 年的产量达 3
.

n 万 吨
,

比对虾疾病大爆

发的 1993 年增产 1倍以上
,

创经济效益达 2 亿元以

上
。

中国农业大学杨宁博士承担 的
“

节粮型蛋鸡配

套系的选育技术的研究
” ,

建立了节粮型褐壳蛋鸡育

种繁育推广体系
,

建立种鸡 40 万只
,

商品鸡 4 00 多

万只
,

推广面达 20 多个省区
。

该 良种鸡每一个产蛋

期节约饲料 10 k g
,

经济效益约达 3 2 00 万元
。

该项

研究 19 98 年获农业部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

中国农

科院王加启博士承担 的
“

瘤 胃微生物脉 酶活性控制

机理的研究与应用
”

研究项 目
,

提取了高纯度瘤 胃微

生物脉酶
,

完成 了试验室脉酶抑制剂合成技术
。

该

制剂对 6 万头奶 牛和 肉牛进行饲养试验
,

奶牛产奶

量平均提高 巧 % 以上
,

肉牛 日增重 18 % 以上
。

该成

果已在全国 10 个省推广应用达 10 万 多头奶 牛
、

肉

牛和 肉羊
,

直接增加经济效益 7 1 84 万元
。

( }} )培育出一批优 良的具有增产潜力的农作物

新品种
。

如贵州农业大学张庆勤教授承担 的
“

贵州

系列小麦与野燕麦远缘杂交后代种质的开拓利用
” ,

经过几年研究
,

培育 出高产
,

抗 病面包型小麦新品

种
,

已通过鉴定
,

开始推广
。

中国农业大学戴景瑞教

授承担的
“

玉米 C 组不育系迅速转化 为生产力 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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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性研究
” ,

培育出比对照增产 39
.

8 % 的杂交种
,

已

推广 320 万亩
,

产生 巨大效益
。

华中农业大学孙济

中教授主持的
“

棉花高优势组合筛选及杂种优势的

分子遗传基础研究
” ,

也培育出高产的杂交组合等
。

( iij )获得一些新发现
,

建立 了一些新理论
。

如

四川农业大学任正隆教授承担的
“

小麦染色体异源

易位育种理论和多样化品种的研究
” ,

弄清了小麦和

黑麦以及族毛麦染色体易位 的规律
,

发现诱导染色

体易位的条件
,

易位频率等
。

从而建立了植物染色

体易位的一般理论
。

发现了一个控制小麦减数分裂

四分体时期行为 的新基 因
,

该基因在染色体易位诱

导中有重要意义
。

南京林业大学赵博光教授承担的

林业倾斜项 目
,

首次发现苦豆草中所含的苦豆碱对

松材线虫
,

杉炭疽病
、

桑天牛等具有极强的毒性和杀

灭作用
。

并提出了双稠呱吮类生物碱分子结构中氮

原子的功能团是影响其毒性的主要因子假说
。

经过

生测等研究
,

证明苦豆碱是用于林 木病害防治的有

效天然化合物
。

( 2) 新药研究初见成效
。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新药研究基金建立 7

年来
,

药物学与药理学科和农学学科共资助了 33 个

项 目
,

总资助经费为 3 98 万元
。

虽然这些经费对于

创制新药来讲是非常有限的
,

但 由于本项基金资助

内容的特殊定位 和国家科学基金项 目的影响
,

对我

国新药研究从仿制向创制的转变和创新药物的发展

起了非常独特的促进作用
。

新医药研究有以下一些

特点
:

( { )资助项 目研究的疾病种类很多
,

涉及多个

系统
,

针对我国的常见病和多发病
,

如恶性肿瘤
、

神

经精神疾病
、

老年性疾 病
、

肝炎 和多种病 毒性 疾病

等
。

其 中抗肿瘤药所占比例最大 ;

( ii )新药来源有多方面
,

如微生物
、

植物
、

中药
、

化学合成药
,

具有我国特点 ;

( iil )涉及 13 个单位
,

绝大多数是该领域有实力

的单位
,

各项 目均有长期的研究与积累
。

多数项 目

是在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 目
、

重大项 目和其它

项 目多年支持下发展而来
。

这也充分反映了新药研

究的特点
:

坚实的研究基础
、

长期 的积累
、

多学科的

参与
、

高风险的投人 ;

( iv )前期资助的一些项 目已经获得原国家医药

管理局
、

国家科委等部门的新药研究资金的继续支

持
,

发展到临床前和临床的研究
,

如 中国医学科学院

基础医学研究所和药物研究所叶益新
、

中国科学院

上海生理研究所刘世熠
、

中国医学科学 院医药 生物

技术研究所许永杰等承担的 3 个项 目
。

新农药研究也获得许多新进展
。

1种菌剂制造

方法获国家专利并获全 国发明展览会金牌
,

另有 2

项已交有关生产部门开发
。

( 3) 重庆医科大学王智彪教授等承担的
“

聚焦

超声治疗肿瘤
”

项 目
,

已成功 的在临床上治疗晚期不

能手术的肿瘤病人 27 例 (包括成骨肉瘤
、

乳腺癌
、

肝

癌 )
。

其中一例肝癌病人已存活 7 个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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