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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 20 年的发展
,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已

成为我国基础科学研究的主要资助机构
,

为我国的

科技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

回首上海交通大学医学

院附属瑞金医院上海血液学研究所的发展历程
,

我

们深深体会到
,

科学基金对于她的成长所发挥的
“

酶

促
”

作用
。

1 9 89 年
,

我爱人陈竺和我在法国获得博士学位

后
,

怀着报效祖国的拳拳赤子之心
,

立即回国投入到

创建上海血液学研究所的事业中
。

可当时只有 5 万

元创建费
,

条件十分艰苦
,

一切都得从零开始
。

由于

经费短缺
,

只能因陋就简
,

依靠一些收集到的老旧设

备或借用其他单位的仪器设备开展探索和钻研
。

面对这样的条件
,

我们并没有畏缩
,

而是在努力

开展实验的同时
,

不断思考今后的发展战略和科研

思路
。

我们认为要提 出富有生命力的课题
,

必须在

科研思路上有所创新
。

考虑到 白血病在青少年癌症

发生率中占据首位
,

其病程发展十分凶猛
,

对患者的

生命威胁非常大 ; 同时白血病取材方便
,

治疗效果易

于评估
,

且为多学科的集中交叉点
,

是研究癌症这一

复杂性疾病的一个很好的模型
。

因此
,

我们坚持将

白血病作为肿瘤研究的一个突破 口
,

并坚信只要通

过顽强的拼搏
,

使科研设想变为经得起考验和对学

科发展有所贡献的结果
,

就能最终赢得领导和科学

界同行们的理解和支持
。

但 白血病在肿瘤发病率 中

占第六七位
,

远不如肝癌
、

肺癌等显得突出
,

故当时

申请白血病的研究经费非常困难
。

科学基金适时支持了我们
。

我至今仍清楚地记

得
,

上世纪 9 0 年代初
,

我们分别得到 了科学基金面

上项 目的资助
,

一个是 3
.

5 万元
,

另一个是 3 万元
。

这是我们回国后获得的第一笔资助
。

现在看来
,

这

点经费虽然微不足道
,

但确是弥足珍贵的
“

种子
”

钱
。

正是因为这笔经费
,

我们才得以按照设 定的思路开

展研究工作
。

可以不夸张地说
,

15 年来我们取得 的

科研成果都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的
。

当时上海血液学研究所在王振义教授的指导

下
,

成功地应用全反式维甲酸治疗急性早幼粒细胞

白血病 ( A P )L
,

但如何在分子水平阐明其作用机理
,

引起了国际上多个研究组的激烈竞争
。

在极端困难

的科研条件下
,

我们毫不畏惧
,

适时抓住血液分子 生

物学这门新兴学科发展的机遇
,

利用我们在法国学

到的分子生物学技术
,

依托科学基金资助项 目
,

经过

艰苦努力
,

终于在维 甲酸诱导分化机制的基础研究

方面走 在国际 的前 列
,

在 -eI
u ke m i a

、

B I印d
、

O n c o -

ge n 仑 、

JCI 等多个杂志发表了论文
。

当我们在 A P L 研究中获得重大突破后
,

自然科

学基金委又适时启动了白血病分化凋亡研究的重点

项目
,

给予了大力支持
。

自 90 年代中后期
,

我们在

科学基金重点项 目和 自然科学基金委首批创新研究

群体基金的支持下
,

完成了急性早幼粒细胞 白血病

诱导分化
、

凋亡靶向治疗研究
,

在该领域掀起了国际

研究的若干新热点
。

19% 年 当我 们对三氧化二砷

( A匆马 )治疗 A P L 的研究结果在 B z似2 上发表并上了

当期封面时
,

美国 & 乞胭“ 杂志主动以
“

古药新用
”

为

题发表了专题评论
,

称
“

这是以全反式维 甲酸… … 令

人人震惊的研究小组的又一个令世人震惊的成果
” 。

正是在自然科学基金委的
“

酶促
”

作用下
,

我们

的研究工作也赢得 了
“
8 63

” 、 “ 9 73
”

等国家重大项 目

的支持
。

通过全反式维甲酸治疗 A P L 的机制的研

究以及白血病细胞分子遗传机制的研 究
,

在过去的

10 多年里
,

上海血液学研究所在人类疾病相关基因

的研究方面取得了一批创新性成果
。

在白血病相关

的基因组研究方面
,

以 A P L 为模型
,

系统深入地 阐

明了染色体易位所致融合基因及其蛋白产物在 A P L

发病中的关键作用 ;成 功地应 用全反式维 甲酸和

A sZ 仇 进行 A l
〕
L 的诱导分化

、

凋亡靶向治疗
,

被国际

同行认为有可能使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成为人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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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第一个可治愈的急性髓细胞性白血病 ;率先

定位了中国人群原发性高血压和 n型糖尿病在基 因

组中的相关位点
,

并在国际上首次对造血前体细胞
、

下丘脑
一

垂体
一

肾上腺轴这两个具有重要 医学意义的

系统进行了大规模基因表达谱分析
。

2 0 世纪末
,

国际生命科学 发展瞬息万变
,

尽管

我们在 白血病研究方面 已取得可喜的突破
,

但如何

保持快速发展的态势
,

确保在相关领域的国际领先

优势
,

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
。

为此
,

我们花

了很大的力气对国内外医学基因组学研究现状和发

展趋势进行了研讨
,

确定 了具有特色的发展 战略
。

作为揭示生命奥秘进而了解健康和疾病规律及本质

的生命科学研究将进入大科学形态
,

以整体破译人

类遗传信息密码为核心内容的人类基 因组研究必将

从当时的萌芽状态走 向现实
。

因此
,

应该在现有血

液学及人类基因组研究基础上
,

尽快完善功能基因

组
、

蛋白质组
、

细胞分子遗传学等医学基因组学相关

技术平台
,

同时充分利用我国的人群资源优势
,

直接

切入疾病基因及功能基因的定位
、

克隆
、

结构和功能

研究
,

以及生物多样性研究等人类基因组研究的重

要 内容
。

这一事半功倍的正确思路和发展战略很快

在实践中取得了显著成效
,

也得到了生物 医学界同

行的充分肯定
。

有了正确的学科发展战略
,

确定了具有国际先

进水平的科研课题
,

如果没有一支高素质的队伍
,

仍

将一事无成
。

高层次创新人才无论对学科发展还是

国家的各项事业
,

都是诸多要素中的决定因素
。

人

才不是天生的
,

除了本身要有较好的素质
,

受过严格

的基础教育
,

有多学科的熏陶
,

具备相当的发展潜能

外
,

还需要培养
,

这就要有一流的导师和一流 的环

境
。

上海血液学研究所一直将人才培养作为学科发

展的一个重要任务和措施
。

我们深刻认识到
,

经济

和科技全球化已成为当今世界发展 的趋势
,

创新人

才的培养就必须从国际合作和竞争的大环境中去考

虑
。

只有在竞争中确立的学术地位才是牢固的
。

因

此
,

采取积极的措施
,

让青年人出国
“

镀金
”

的渴望与

我们的学科建设 目标尽可能地结合到一起
。

在青年

人通过实干崭露头角时
,

就支持他们参加国际会议
、

做短期合作研究或技术培训
,

让他们在国际科技舞

台上认识到自己肩负的使命和责任
,

增强立足国内

创业的信心
。

对于一些确实优秀的青年人
,

有条件

时也帮助他们联系 出国攻读博士
,

更多的则是送他

们进行博士后训练
。

由于我们为年轻人联系的国外

学术机构都是一些学术水平很高又与我们有着一定

合作关系的实验 室
,

或者是学科交叉需要的一些实

验室
,

青年人出去做的工作和学的东西与他们在 国

内已经奠定的基础是相衔接的
,

利用出国机会拓展

新的知识和技能
,

回来后就可 以在新的台阶上继续

从事同一个大学科领域的研究
,

使得我们研究所的

学术积累不断深厚
,

能够形成一些被称为
“

体系
”

的

东西
。

多年来
,

我们这一想法和措施能得以实施
,

在

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际合作项 目

的支持
,

在实践中也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

宋怀东是

我们自己培养的博士生
,

在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国

际合作基金的资助下
,

曾两次到美国哈佛医学院短

期进修
,

目前 已成为 医学基 因组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大规模基因测序技术平台的主要负责人
,

并参与建

立斑马鱼模式生物技术平 台
,

近年来在下丘脑
一

垂体
一

肾上腺轴大规模基 因表达谱分析
、

SA R S 病毒的分

子生物学研究和甲亢易感基因的研究方面取得了一

系列重要成果
,

论文发表在 & i en ce
、
尸N A S 等国际

一流刊物
。

近年来
,

不断有学成 回国的青年科学家加入我

们的队伍
,

如何让他们安心在国内工作
、

创业
,

已成

为一个巫待解决的重大课题
。

在这方面
,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同样发挥了关键作用
。

我所 2 0 0 5 年 回国

工作的朱军研究员先后在美国
、

英国
、

法国相关实验

室进修和开展合作研究
,

并在法国获得博士学位
,

与

法方合作完成的有关白血病融合蛋白的泛素化研究

成果发表在 2 005 年初的 山
n ce r

Q l l 上
。

医院和研

究所对他回国工作都非常重视
,

尽可能为他创造条

件
,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也适时给予 了资助
,

这对

他在国内的发展将起到十分积极的作用
。

诸江
、

刘

廷析
、

赵维苍等青年科学家也都在国外进修
、

学习期

间做出了一流的科研工作
,

目前都已回国
,

成为上海

血液学研究所的一支生力军
,

他们都先后获得或参

与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
,

这为他们的研 究生涯

提供了很好的开端
。

此外
,

早几年学成 回国的陈国

强
、

王铸钢教授均为国家杰 出青年科学基金的获得

者
,

更已成为各自领域的领军人物
,

分别担任
“
973

”

项目的首席科学家和国家
“
863

”

南方模式生物研究

基地
、

上海市模式生物研究中心的主任
。

从自己的切身体会和上海血液学研究所现有青

年科学家的成长历程
,

我们清楚地看到了国家 自然

科学基金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

衷心祝愿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委员会在新世纪 中进一步发展壮大
,

为提高

我国基础科学研究水平
、

促进青年科学家的培养和

成长做出新的贡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