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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科进展与展望
·

近期国外重要的生命科学研究计划和资助情况

饶 子 和

(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

北京 1 0 01 01 )

〔摘 要」 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开展
、

实施和顺利完成
,

标志着生命科学开始由以自由探索为特点的
“

小科学
”

时代逐步进入了以学科交叉为特 点
,

以国家战略需求与 国际科学前沿为 目标的
“

大科学
”

时代
,

且
“

大科学
”

与
“

小科 学
”

结合
、

互 补
,

同时并存
。

由于
“

大科学
”

是要发挥多学科交叉
、

优势互

补
、

组 织 团队
、

联合攻关去完成某一项科学计划或科学工程
,

因此需要得到 国家
、

政府和相关部 门的

宏观调控和资金方面 的支持
。

本文将对美 国
、

英国和 日本近期实施 的一 些重要 的生命科学研究计

划和资助情况进行调研
,

以了解和掌握国际生命科学的发展方向
。

〔关键词 〕
“

大科学
” ,

生命科学
,

研究计划
,

资助情况

引 言

科学研究中所谓 的
“

小科学
”

通常指
“

以科学假

设为驱动力
” ,

以个别科学家及其领导的小组研究为

主体的
“

自由探索
” ;而

“

大科学
”

是指
“

以科学 问题为

驱动力
” ,

发挥多学科交叉
、

优势互补
、

组织 团队
、

联

合攻关去完成某一项科学计划或科学工程
。

如我国

早期的人工合成胰岛素
、

胰岛素晶体结构测定
、

人工

合成酵母丙氨酸 t R N A 等都是具有一定特色的生命

科学领域的
“

大科学
”

计划成功的案例
。

大规模人类基因组测序的顺利完成
,

标志着生

命科学开始 由
“

小科学
”

时代步入了
“

大科学
”

时代
,

确切地说是
“

大科学
”

与
“

小科学
”

结合
、

互补
、

并存的

时代
。

当代生命科学从信息科学角度可以从 3 个层次

去理 解
:

( 1) 一 维空 间
:

基 因组 科学 ( G eo m e cS i
-

e n e e ) ; ( 2 ) 三维空间
:

蛋白质科学 ( P r o t e i n S e ie n e e ) :

( 3) 四维空间
:

系统生物学 ( S ys et m iB ol o g y )
。

在上

述 3 个层面上
,

美国等发达 国家由政府牵头实施了

一系列重要的
“

大科学
”

计划
。

本文是作者对美国
、

英国和 日本近期实施的一些重要的生命科学研究计

划和资助情况的一个调研
。

2 美国近期生命科学研究热点

2 0 0 3年 N IH 的线路图 ( R o a d M a p )是当代健康

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的具有指导意义的文件
。

它在

3 个主要领域确定了当前 的重大机遇
:

探索新途径

和新方法
、

打造未来的研究团队
、

重新设计临床研究

事业川
。

N I H 的路线图是一套完整的规划
,

可以加

深我们对生物学的理解
,

激励各学科研究队伍
,

改进

医学研究
,

从而推动 医学发现和改善人类健康
。

围

绕 N IH 路线图的主题
,

美国各大相关研究机构相继

制定了未来生命科学领域研究的重点并启动了一系

列大科学研究计划
。

2 1 从基因组到生命一系统生物学

2 0 0 3 年以来
,

人类和多种模式生物体基因组测

序的完成
,

标志着 生命科学研究进入 了
“

后基因组
”

时代
,

随后发展 的以基因组学
、

蛋白质组学为代表的

各种组学技术把生物学带入 了系统生物学的时代
。

系统生物学是采用系统科学的方法
,

不是把生物过

程作为孤立的很 多部分
,

而是将其作为整个系统来

定量研究
。

它借助和发展多学科交叉的新技术方

法
,

研究功能生命系统中所有组成成分的系统行为
、

相互联系以及动力学特性
,

进而揭示生命系统控制

与设计的基本规律
。

系统生物学的主要技术平台为

爷

中国科学院院士
.

本文于 2 0 0 6 年 6 月 12 日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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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组学
、

转录组学
、

蛋白质组学
、

代谢组学
、

相互作

用组学和表型组学等
。

20 0 2年 7月美 国能源部 ( De pa r tm
e n to fE ne r-

g y
,

D O )E 推出了为期 5 年
、

资助强度达 1 亿美元的

后基 因组计划
-

—
“

从基 因组到 生命 ( G en o m e s ot

iL f e )
” 。

这是美国科学家在人类基 因组计划成功的

基础上制定的又一重大研究计划
。

2 0 0 5 年底
,

美国

能源部宣布该项计划下一阶段的核心是要发展系统

生物学

—
一门整合 了大科学和传统 实验科学

,

并

涉及生命科学乃至数学
、

计算科学等非生命科学的

综合学科
,

并命名为
“

基 因组学
: G T L ( G en o m i cs

:

G T L )
” 。

2 0 0 6 年 2 月美国总统布什要求在 2 0 0 7 年

为该项计划资助一亿一千九百万美元
。

针对该项研

究
,

能源部计划建立 4 个研究中心
,

每个研究中心设

立不同的研究方向
,

分别是
:

大规模蛋 白质特征研究

( l a r g e 一 s e a l e C h : l r a e t e r i z a t i o n )
、

复 合 物 分 子 成 像

( i m a g i n g C o m p le x m o l e e u l e s )
、

蛋 白 质 组 学 ( p
r o -

t e o m i e s )以及系统生物学 ( S y s t e m : b i o l o g y )川
。

美国

能源部认为
,

该项计划的潜在影响可能涉及新的生

物技术产业
、

纳米材料
、

环境科学等方面
。

此外
,

系

统生物学的发展将不仅推动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的

发展
,

而且对整个 国民经济
、

社会和人类本身产生重

大和深远的影响
。

2
.

2 人类干细胞研究项 目

干细胞 ( tS e m C ell )的研究及应用是继
“

人类基

因组计划
”

之后的又一场生物医学的革命
。

自美国

《科学》杂志 19 卯 年和 2 0 0 0 年连续两次将干细胞生

物学和干细胞生物工程评为世界十大科学成就之首

以来
,

干细胞领
卜

域就持续成为国内外医学和生物学

研究的热点
。

作为基因治疗研究的新领域
,

希望有

一天干细胞研究能够让患者体内的多种组织实现再

生
,

替代病变组
`

织
,

用以治疗临床上众多的
、

用常规

手段治疗效果不佳的疾病
。

2 004 年 1] 月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批准一项拨款

3 0 亿美元进行干细胞研究 的 71 号提 案
,

有关官 员

说
,

这项法案使加利福尼亚 州走在干细胞 医学研究

的前沿
。

这项法案授权加州政府发行 30 亿美元的

债券
,

资助加州再生医学研究所
,

并授权该研究所在

今后 10 年每年拨款 3 亿美元给干细胞研究项 目圈
。

尽管很多人反对 71 号提案
,

但支持者们有很大的信

心
,

他们认为
“

这是一项双赢的提案
,

我们不仅有可

能帮助治愈病人
,

并研发出这些方面的治疗方法
,

而

且对加州的经济也会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

尤其是对

正在起步的生命科学
,

以及医学和生物科技中心
” 。

2
.

3 癌症研究

在美国
,

每天大约有 3 4 0 0 人被确诊为癌症
,

另

有 1 5 0 0 人死于癌症
。

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 ( N at io n
-

a l C a n e e r I n s t it u t e ,

N C I )是美国癌症研 究和资助的

主要机构
,

是 N I H 所属 的 27 个研究所 中历史最为

悠久的一个
。

N CI 认为 应整合各方面的力量
,

加强

癌症的基础研究
。

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
,

美国癌症的

发病及死亡率均呈下降趋势 (年均下降 0
.

7 % )
,

这

是癌症研究获得持续支持所取得的骄人成绩
。

N CI

针对其
“

鼓励和支持癌症研 究中的新发现并促进其

应用
,

以期使癌症在不远的将来变为少而易治的疾

病
”

的 目标
,

制定并资助了一系列大 科学启动项 目

( B ig S e i e n e e I n i t i a t i v e S ) [3 1 (表 i )
。

表 1 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大科学启动项目

项 目名称
起止时间

(年 )

经费资助

(百万美元 )

国家肺癌筛选试验

( N
a t l o n a

l L u n g S e r e e n in g T
r id )

N C I 癌症纳米科技联盟

( N ( I AI 五~
e

for
N 王山 ol ce h士1Ol 呢 y m C a n C e

动

生物医学信息网格

( B i o m e d i e a l I n f o r
m a t i e S G r id )

临床蛋白质组学平台

( C li n i e al P r o t e o nt ie S I n i t iat
, v e )

动力学与癌症

E n e

塔
e t i e s

an d C a n e e r

癌症基因组学地图计划

C
a n e e r G

e n o m e A t l a s P l
l o t

癌症遗传标记的感受性

C a n e e r G e n e t i e M a r
k

e
sr o f S u s c e p t l

b i li t y

2 0 0 2一2 0 12 3 5 0

2 0 0 5一 2 0 10 14 4

2 0 0 4一 2 0 07 6 0

2 0 0 6一 2 0 1 1 3 5

2 00 5一 2 0 1 0 5 4

2 0 06一 2 0 0 9 10 0

2 0 0 5一 20 0 8 1 4

此外
,

N IH 于 2 0 0 5 年开始了
“

人类癌症基 因组

计划 ( H u m a n c a n e e r G e n o m e P r
oj

e e t )
”

的试验 阶段
,

目标是编 目与癌症相关的遗传改变
。

该项计划为期

1 0 年
,

耗资高达 15 亿美元
。

其建议者指 出
,

总结癌

细胞中所有的遗传突变将会发现新的药物靶点
。

此

项试验计划包括 5 个 阶段
:

( 1) 相关代理研究机构

将挑选两到三种类型的癌症用以重点研究
,

并收集

其肿瘤样品
; ( 2) 资助可以进行肿瘤高通量分析 (比

如
,

基因表达实验 )的 中心 ; ( 3) 代理研究机构要求

其基 因测序中心将每种肿瘤的大 约 2 0 0 0 个基因重

新测序 ; ( 4) 技术发展资助 ; ( 5) 生物信息学系统资

助
。

美国国家 人类基 因组研究所 ( N at ion al H u m an

G e n o m e R e s e a r e h In s t i t u t e )所 长 C o l l in S
指出

“

该项

试验计划对于研究所以及所有的基因组科学家来说

是至关重要的
”

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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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构生物学计划 (第 2轮结构基因组学计划 )

人类的身体需要数以十亿计的被称为
“

蛋 白质
”

分子的协调行动
,

每一个蛋 白质分子都有一个独特

的三维结构
,

以适应它们的特殊工作
。

假如一种蛋

白质的三维结构相发生了变化
,

就会对人 的健康产

生很大的影响
。

许多疾病的起因都是 由于蛋白质的

畸形
,

包括囊肿性纤维化
、

iA hz ie m e r ’ S 症 以及许多

其他的疾病 〔5〕
。

2 0 0 0 年
,

N IH 发起了与
“

人类基因组计划
”

规模

相当的
“

蛋 白质结 构启动 计划
”

( P r o t e i n s t r u e t u r e

Iint iat iv e : P SI )即
“

结构基 因组计划
” ,

它的最终 目标

是在 10 年内获得 1 0 0 0 0 个蛋 白质的三维结构 6j[
,

该

计划试验阶段 ( iP lo t p ha s e )注资共计 2
.

7 亿美元
,

进

展 良好
。

2 0 0 5 年 7 月
,

N I H 宣布再投入 3 亿美元对

该研究计划进行为期 5 年的第二轮资助
,

即将该计

划转 向它 的生 产 阶段 ( p or d u e t i o n p h a s e )
,

命 名 为

P S IZ
,

目标是在蛋 白质结构数据库 中提交 500 个新

的蛋白质结构
。

N I H 首先将其中大约 2 亿美元资助

4 个大规模研究中心
,

以尽快解析一大批蛋 白质结

构
,

剩余 的大 约 1 亿 美元 资 助 6 个
“

专业
”

( S eP
-

ic h ez d) 研究中心
,

集中力量研究如何攻克难度大又

富有挑战性的蛋白质
,

包括那些药物靶标蛋 白 (表

2 ) [7 ]
。

表 2 “
结构基因组计划

”
研究中心

研究中心名称 主要研究任务 s[J

4 个大规模研究中心
:

·

cs irP p S

研究所 ( cs irP
p S R es

e
ar ch I ns itt ut e )

,

I an w ll os
n

领导的结构基因 开发规模化
、

高通量的结构基因组技术平台
,

解析大量重要蛋

组学联合中心 ( J o i n t C e
nt

e : fo r S t r u e t u r a
l G

e n o rn i e s ) 白的三维结构
·

阿贡国家实验室 ( rA
g on

n 。
N at ion al aL bor at or y )

,

nA dr ejz Joa hc i rn iak 领导 发展依靠同步辐射光源的结构测定技术
,

解析大量蛋白的三维

的结构基因组学中西部中心 ( M sdw e s t e
e n t e r

of
r

s t r u e t u r
己 G e

on rn i e s ) 结构
。

·

结构 G e

on m i x
公司 ( S t r u e t u r

al G e n o m i x )
,

s t e p h e n B u r l e y 领导的 纽约结 应用 X 光衍射晶体学
、

N M R 技术在内的多种技术
,

解析超过

构基因组研究联盟 ( N e w 乳
r k s t r u e t u r a l G e n o rn ix R e s e a r e

h e o n s

ort i u m ) 2 0 0 个重要蛋 白的三维结构
。

·

罗杰斯大学 ( R ut ge rs u in ve rs i t y )
,

aG et a

no M on te h on
e 领导的东北结构 开发规模化的蛋白质三维结构测定技术平台

。

基因组学联盟 ( N o r t h e a s t S t r u e t u r a l G
e

no m i e s

oC
n 台o r t i u

m

6 个
“

专业
”

研究中心
:

· D e e o d
e

生物结构公司 ( D
e e o d

e B i o s t r u e t u r e s

)
,

L a n e e
S t e

w
a r t
领导的基因

-

3 D 结构加速技术中心 ( A e e e
l e r a t e

d T e e
h n o

lo g i e s e e n t e r f o r G e n e t o 3 D

S t r u e t u r e )

·

威斯康星大学 ( u n i v e r s i t y o f w is e o n s i n
,

M
a

di s o n )
,

J o h n
M

a r kl e y 领导的

真核生物结构基因组学中心 ( e e n t e r
of

r E u k
a r y o t ; c s t r u e t u r a l G e on m i e s

)
·

比
u p t m a n

一

w
o o d w ar d 医学研究中心 ( H a u p t m a n

一

W o o d w a r d M e d i e a l R
e -

s e

acr h In s t )
,

G e o r g e D e T i t t a

领导的高通量结构生物学中心 ( c
e n t e r

of
r

H i g h
一

T h
r o u g h p u t S t r u e t u r a l B i o l o

盯 )

·

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 ( u 垃

vers
it y of 以i f6

11五a ,

S日
I二 F r日 n c is co )

,

R o be r t s t r o u d

领导的膜蛋白结构中心 C e n t e r
of

r

( S t r u e t u r
es o f M

e
m b

r a n e P or t e i n s )

·

洛斯
一

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 ( L o S

iA am
o : N a t i o n a l L a bo r a t o r y )

,

T h o m a s

T e r w 山
, g e r 领导的结构和功能创新综合中心 ( I n t e g r a t e d e e n t e r fo : s t r u e

-

t ur
e a n d F u n e t i o n In n o v a t i o n )

·

纽约结构生物学中心 ( N e w 孔
r
k s t r u e t u r a l B i o lo g y e e n t e r )

,

w a y n e H e n
-

dr i e k s o n
领导的纽约膜蛋白结构联盟 ( N ew Y o r k C o n s o rt i u m o n M e rn

-

b arn
e P or t e i n S t r u e t u r e

)

发展规模化
、

低花费的蛋 白质三维结构 测定技术平台
,

发展从

基因克隆到结构解析的一系列技术
。

侧重于解析真核生物
,

包括模式植物
,

人
、

斑马鱼等在内的真核

生物的蛋白质结构
。

发展从样品准备到晶体衍射数据收集的技术平台
。

侧重 于解析膜蛋白的三维结构
。

着重解决蛋白质可溶性表达
、

结晶技术内的重要的技术问题
。

通过包括生物信息学分析在内的多种技术
,

发展快速膜蛋 白结

构测定的技术手段
。

3 英国近期生命科学研究计划

英国研究理事会是英国政府重要的资助与研究

机构
,

包括 医学研究理事会 ( M R )C
、

生物技术与生

物科学研究理事会 ( B B S R )C
、

自然环境研 究理事会

( N E R )C
、

粒子物理与天文学研究理事会 ( P P A I灵C )
、

工程和物质科学研究理事会 ( E P S R )C
、

经济与社会

研究理事会 ( E S R )C 等 6 个研究理事会和 1 个 中央

实验室理事会 ( C L R )C
。

其资助范围广泛
,

重在支持

基础科学
。

英国的生物技术基础研发力量雄厚
,

人

均发展水平高于美国
。

英国医学研究理事会 ( M de i
-

e a l R e s e a r e h oC
u n e i l

,

M R c )与生物技术与生物科学

研 究理 事会 ( B i o t e e h n o l o g y a n d B io zo g ie a l s e i e n e e s

R e s e a r e h oC
u n e i l

,

B B S R C )是英国最大 的两个资助

生物技术领域研发的机构
,

2 0 0 3 年两大机构分别发

表了 《预见生物学发 展— 10 年展望 》和 《未来 展

望》两份报告
,

就生物技术的未来发展方向进行阐述

和展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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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1 干细胞研究计划

英国的干细胞研 究居于世界领先地位
,

是世界

第一个将复制研究合法化的国家
。

2 0 0 4 年英国研

究委员会将
“

干细胞研究计划
”

列为未来 3 年的新启

动研究计划之首
。

该计划的基础研究将进一步深入

了解干细胞的基础 生物学特性和发育过程
,

应用研

究将针对治疗残疾和重大疾病的新方法 ;物质科学

研究将对开发模拟抑制细胞凋亡及其功能丧 失的方

法提供支持 ;社会科学研究将探讨该领域的研究如

何获得公众 的信任及相关的法律法 规问题
。

2 0 0 2

年末
,

M R C 和 B B S R C 已在英 国国家生物学标准和

控制研 究所设 立 了国家干细 胞库 ( u K s et m eC n

B a n k)
,

并宣布在 2 0 0 3一 2 0 0 6 年间
,

将为干细胞研究

提供额外的 4 0 0 0 万英镑的资助资金
。

该计划 的 目

标是
:

短期 内加强对国内最优秀科学家的支持
,

进一

步吸引国外研究人员 ; 中期将获得更多的关于干细

胞发育成不同类型的体细胞及其正常发挥作用的能

力的知识 ;长期对治疗方法 的初步研究将进入人体

实验阶段
,

最终可能开发出新疗法
、

新产品
。

各个分

理事会各年度对干细胞研究计划资助如下 9[]
:

表 3 英国各分理事会各年度对干细胞研究的资助计划 资助金额 (百万英镑 )

分理事会名称

卜在R C

B B S F C

E P SR C

E S R C

C L R C

2 00 3一2 0 0 4 年 2 0 0 4一2 0 0 5 年 2 0 0 5一 2 0 0 6 年 共计

0
.

0 0 0

0
.

0 0 0

0
.

0 0 0

0
.

0 0 0

0
.

0 0 0

6
.

0 00

2
.

4 50

0
.

2 8 0

0
.

4 2 0

0
.

1 0 0

2 0
.

0 0 0

8
.

15 0

0
.

9 2 0

1
.

38 0

0
.

30 0

共计 0
.

0 0 0 9
.

2 5 0 30
.

7 5 0

2 6 0 0 0

10
.

6 0 0

1
.

2 0 0

1
.

8 0 0

0
.

4 0 0

4 0
.

0 0 0

3
.

2 后基因组学和蛋 白质组学研究计划

随着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实施和推进
,

生命科 学

研究已进入了后基 因组时代
。

在这个时代
,

生命科

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功能基因组学
,

包括结构基 因

组研究和蛋白质组研究等
。

英国的基 因组计划开始

于 2 0 0 1年
,

2 0仍 年继续实施并 扩大到包括蛋 白质

组学的研究
,

整个计划预计资助 2
.

46 亿英镑
。

该计

划的 目的在于提升英国在基因组学和蛋白质组学领

域的研究能力
,

并设立了新的资助领域
,

包括
:

蛋 白

质结构和预测模拟实验 ;蛋 白质功能 ;高度依赖于蛋

白质及其特性的高通量识别能力 的调节机制
、

诱发

变异和表达方式 ;将蛋 白质组和基因组 的数据与诸

如对模式生物或人类种群的研究结合起来的综合后

基因组科学 ;提供数据挖掘和预测工具并能对研究

发现进行综合和 比较的生物信息学 ;为开展研究与

推动工业基础发展而进行的技术开发以及关键设施

和工具的供给
。

研究理事会在这一方面的投资将加

速后基因组研究中已有成果的转化
。

各个分理事会

各年度对后基因组学和蛋白质组学研究计划资助如

下 [ 1 0 〕 :

表 4 英国各分理事会各年度对后基因组学和蛋白质组学研究的资助计划 资助金额 (百万英镑 )

分理事会名称 2 0 0 2一 2 0 0 2 年 2 0 0 2一 20 0 3 年 2 0 0 3一2 00 4 年 2 0 0 4一 20 0 5 年 2 0 0 5一2 00 6 年 共计

20
.

0 0 0 2 4
.

0 0 0 2 5
.

4 4 0 1 0 7
.

2 5 0

n曰气气00气
é,才70
ù工ǎ ù日n勺气ù0

,1

…

27
QO00

OC112
曰
l

1000554500R气ù07气
én八,了7

CO
Z

气乙
2

0 12 0

7 4
.

7 3 0

0
nnUUllCo只

é2门Jo
r、

5
C7Qnlf0n0

lln
0
CU

0000005000000000000500000

M R C

B B S R C

N E R C

E P S R C

E S I又C

CL R C

共计

9
.

0 0 0

3
.

0 0 0

0
.

0 0 0

2 0 0 0

1
.

0 0 0

0
.

00 0

1 5
.

0 0 0 3 9
.

5 0 0 5 5
.

5 0 0 6 1
.

2 7 0 2 4 6
.

00 0

除了以上两项最为主要的研究计划外
,

在生命

科学领域 中
,

M R C 和 B B S R C 还将着重开展和资助

如下的几项工作
:

( 1 ) 脑科学 ( B r a i n S e i e n e e )
。

英国政府计划投

入超过 1 4 0 0 万英镑 的资金 (包括 M R C 投入 970 万

英镑
,

BB s R c 投入 4 00 万英镑 )进行脑科学的研究
。

旨在发展新的脑科学技术
,

以及对精 神健康和神经

退化所导致的疾病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o 〕
。

( 2 ) 动物传染性疾病 ( In f e e t io u S d i o e a s e s o f a n i
-

m al s )
。

M R C 计划投人
一

1 0 0 0 万英镑的资金
,

主要开

展与动物相关的传染病源 (包括病毒
、

细菌和真核感

染病原 )和宿主之间的关系
,

宿主对病原 的免疫反映

等研究
,

并对动物传染病学
、

传染病诊断等进行进一

步的资助
,

以期开发出针对动物传染病的疫苗 [`。〕
。

( 3) 电子信息技术在生命科学中的应用 ( e 一

sc i
-

en ce )
。

各专项理事会还将协同合作
,

共同对生命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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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中的电子信息技术进行资助开发
。

主要是开发新

的服务于生命科学和医学研究的新设备和新技术
,

并尝试建立国家性的数据库资源
,

整合包括脑科学
、

蛋白质晶体结构
、

基因组研究在 内的多种研究的成

果
,

为 整 个 生命科 学 的研 究 提供雄厚 的资源储

备仁川
。

4 近期日本生命科学研究热点

日本政府于 2 0 0 2 年 12 月提出了
“

生物产业立

国
”

的 口号
,

20 02 年发布了 <开创生物技术产业 的基

本方针》
。

4
.

1 “

基因组网络研究
”

计划

日本文部科学 省决定从 2 0 0 4 年度起斥资实施

一项名为
“

基 因组 网络研 究
”

的新计 划
,

用 以查 明基

因
、

蛋白质如何在体内发生复杂的相互作用
,

最终引

发癌症等疾病的整体过程
,

以获取大量与制药相关

的信息
。

该项计划持续 5 年
,

当年投入 30 亿 日元

(约合 2 8 3 0 万美元 )
。

这是一项加强后基 因组研究

的重大研究计划
,

涉及生物
、

医学
、

信息等科学领域
,

需要文部科学省
、

厚生劳动省等部门共 同推动
。

其

主要研究内容为
:

解 明基因遗传表现及调节的网络

机制
,

对转录区和转录因子进行集中研究和解析
,

并

构筑能够帮助理解生命现象的系统数据库
。

项 目初

期将以人类基 因为研究重点
,

适当研究老鼠基因
,

集

中研究转录其实区域和转录因子
,

并尽可能在 R N A

方面进行扩展研究 〔̀ 2〕
。

4
.

2 “
后基因组研究

”
计划—

“

蛋 白质 3 0 0 0 ”

计划

文部科学省官员认为
,

日本在人类基 因组解析

方面远落后于欧美国家
,

如不迅速掌握蛋 白质功 能

研究的专利
,

日本将受制于别国
。

因此 日本文部科

学省从 2 0 0 2 年 4 月起实施 了
“

后基因组研究
”

大型

生命科研计划
,

总共投资 5
.

7 亿美元
,

重点启动
“

蛋

白质 3 0 0 0 ”

计划
,

投资 1
.

6 亿美元
,

目标是在 5 年 内

解析与查明 3 0 0 0 种与开发新药相关的蛋白质结构

和功能
,

以弥补基因组研究中的差距
,

促进基因药物

的开发
。

该计划由政府系统的理化研 究所和国立大

学具体实施
,

主要单位是理 化研究所的基因组科学

研究中心
。

日本后基因组研究计划主要项目概括如

下 [` 3〕 :

表 5 日本后基因组研究计划主要项目

项 目名称 研究内容 经费资助 /百万美元

蛋白质 30 00 计划

( P or
t e i n 3 0 0 0 p orj

e e t )

国家生物资源计划

( N
a t ion

a
l B i o r e s o u r e e S P orj

e e t )

技术创新

( T e e h on l o g l e
淑 In n o v a t i o n s

)

其他基 因研究

( O t h e r G e n e t i c r es e二 e h )

对免疫和过敏的研究

( R e s e
ar

e
h i n t o im m u n i t y an al l e r g i e s )

5 年内确定 3 0 00 个蛋白质的结构和功能

测序模式生物体
,

开发胚胎干细胞系
,

组配试验
动物群体

发展生物成像技术和生物信息学
;
支持将基础研

究的结果转变为医疗手段

分析 S N sP
,

以发展专用的医疗手段为 目标

支持应用基因技术来了解影响免疫和过敏反应

的条件

5 结束语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成立 20 年以来
,

国家

投入连年增加
,

稳定支持 了约 6 万名科技工作者从

事基础研究 〔̀ 4 〕
。

特别要指出的是
,

20 年来
,

自然科

学基金委往往以重大课题的形式在国内率先资助一

些重要的
、

甚至在当时还没有取得共识的
、

具有创新

意义
、

同时具有一定风险的新兴的
“

大科学
”

课题
,

如

基因组学研究启动
、

蛋白质组学研究启动
、

结构基因

组学启动等一大批项 目
,

为我国及时开展国际科学

前沿课题提供了重要的平台
,

功不可没
。

最近
,

我们

高兴地看到
,

在 自然科学基金委第五届委员会第三

次全体会议上
,

自然科学基金委 负责人透露
, “

十一

五
”

期间
,

我国将大幅增加对基础研究的投人力度
,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今后 5 年的投入总量将超过 2 00

亿元人 民币
,

比
“

十五
”

期 间的 1 05 亿 元多 出近 一

倍仁̀
“ 〕

,

会同国家科技部等有关部 门对科技的投入
,

这将为我国基础研究带来一个非常难逢的机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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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h r o u g h i n t e r 一 d i s e i p li n a r y r e s e a r e h
,

w h i l e “
S m a l l S e i e n e e ” 15 e h a r a e t e r i z e d b y i n d i v id u a l f r e e d o m f o r s e i e n t is t s t o

e x p lo r e t h
e i r o 、 v n a r e a s o f in t e r e s t

. “
S m a l l S e i e n e e ” a n d

“ B ig S e i e n e e ” p r e s e n t ly e o e x i s t a n d e o m p l e m e n t e a e h

o t h e r
.

S i n e e “ 1319 S e i e n e e ” r e q u i r e s t h e e o o p e r a t i o n o f a n d i n t e r a e t i o n b e t w e e n m a n y g r o u p s t o e o m p l e t e la r g e

p ojr
e e t s ,

it 15 n e e e s s a r y t o o b t a i n f i n a n e i a l s u p p o r t a n d g u i d a n e e d i r e e t l y f or m g o v e r n m e n t a n d r e l a t e d o r g a n i z a -

t i o n s
.

In t h i s s t u d y
,

1 w i l l s u

mm
a r i z e t h e im p o r t an t “ B i g S e i e n e e ” r e s e ar e h p r o i e e t s in t h e li f e s e i e n e e s f i e ld a n d

t h e i r e o r r e s p o n o
l i n g f i n a n e i a l s u p p o r t b y t h e U S A

,

U K a n d J a p a n e s e g o v e r n m e n t s

K e y w o r d s “ 玉;19 S e i e n e e ” ,

l i f e s e i e n e e s , r e s e a r e h p l a n ,

f in a n e i a l s u p p o r t

·

资料
·

信息
·

国家基础科学人才培养基金 (生物学 )
“

+ 五
”

结题验收会在滇召开

7 月 1 日至 2 日
,

国家基础科学人才培养基金

(生物学 )
“

十五
”

结题验收与交流会在云南大学召

开
。

本次结题验收会 旨在对
“

十五
”

期 间
,

受到 国家

基础科学人才培养基金支持的生物学
“

基地
”

工作的

总结和经验交流
。

在为期两 天的会议上
,

来自北京大学
、

清华大

学
、

兰州大学
、 ;云南大学等 19 个大学的 40 多位从事

教学
、

科研的代表参加讨论
。

会议代表围绕高校基

础理科人才培养
,

就生物学学科建设
、

教学改革
,

实

验教学
、

教材编写等情况进行总结汇报
,

相互交流学

习
。

与会代表还就基础人才培养模式
、

基金支持方

向
,

下一步工作重点等展开讨论
,

提出建议
。

会议结束时
,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计划局

副局长孟宪平对讨论意见进行了总结
,

对基地学校
“

十五
”

期间做出的巨大成绩表示肯定和感谢
,

对 国

家基础科学人才培养基金 (生物学 )
“

十一五
”

发展方

向和发展重点做 了阐述
,

对基地学校的下一步工作

进行了指导
。

(宣传处 供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