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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基金资助 内地与港澳台地区合作现状及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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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家 自 然科 学基金 委 员 ．会 国 际合作局 ，北 京 1 0 0 0 8 5

［关键词 ］ 国家 自 然科学基金 ｒ港澳台 ；合作交流

在两岸 四地实现科技 的繁荣与稳定发展是大家增长到平均每项 9 0 万元／ 4 年 ，项 目 批 准数也 由 1 5

共 同 的愿望 ，
国家 自 然科学基金委 员会 （以 下简称项增加至 2 3 项左右 。 联合科研基金 申 请受理及评

“

Ｎ ＳＦＣ
”

）立足
＂

支持基础研究 、 坚持 自 由探索 、发挥审的模式主要为 ： （ 1 ） 双方资助机构 同时发布指南 ，

导向作用
”
的战略定位 ，积极支持和资助两岸四地科分别接收 申 请简表 ，各 自 进行初审 。 （ 2 ） 双方核对

学家在共同感兴趣的领域开展形式多样的 合作与交初审结果 ， 同时通过 双方初审 的项 目 获得提交正式

流 ，建立科学基金促进 内地学术界与港澳 台地区科申请书 的资格 。 （ 3 ） 双方各 自 受理正 式 申 请书 ，分

技合作与交流的稳定 资助机制 ， 开展 了
一系列卓有别进行通讯评议 。 （ 4 ） 双方专家联合会议评审 ，根

成效 的工作 。据评审结果协商确认受资助项 目 。 截 至 2 0 1 4 年 ，

ｔＮ ＳＦＣ－ＲＧＣ 联合科 研基 金共 资 助 项 目 3 0 7 项 ，

工，ＮＳＦＣ 累计资助金额为 1
．
 5 6 亿元。 资助项 目承担

1
．

1 与香港研究资助局设立联合科研基金 （
ＮＳＦＣ－者覆盖 内地 的 1 8 个省 、直辖 市 ， 港方合作者来 自 香

ＲＧＣ 联合科研基金 ）
港 7 所公立高校 ，有力促进了 两地人才资源 的跨区

香港研究资助局 （Ｒ ｅｓ ｅａｒ ｃｈＧｒ ａｎｔＣｏｕ ｎ ｃｉ
ｌ

， 以下域合作及交流 。

简称
“

ＲＧＣ
”

）于 1 9 9 1 年成立 ， 通过设立各类不 同 目 1 9 9 8 年联合科研基金设立之初 ，双方确定信息

标的竞争性基金项 目 ， 向获教资会资 助的香港城市科学 、海洋与环境科学 、材料科学 、生命科学 、 中医 中

大学 、香港浸会大学 、香港 中文大学 、香港理工大学 、 药和管理科学为重点资助领域 。 随着近年来 的学科

香港科技 大 学及香 港 大学 等 8 所 院 校分配 科研发展 ，现已将 中医 中药拓展为医学科学 ，更加提倡创

经费 。新性和全面性 。 此外 ， 双方 在项 目评审过程 中始终

为了加强内地与香港特区学术界之间 的交流合坚持竞争择优原则 ，保证项 目 质量 ，保证评审工作 的

作 ，
1 9 9 8 年 ＮＳＦＣ 与 ＲＧＣ 达成共识 ，双方商定共同客观与公正 。 2 0 1 0 年 以来获资助项 目 在 ＮＳＦＣ 各

资助 内地与 香港地 区研究人员 间 的 合作研究 ， ＮＳ－

科学部的分布情况分别为 ： 医学科学部 （ 2 1 ％ ） 、信息

ＦＯＲＧＣ联合科研基金应运而生 ， 开创 了两地基础科学部 （ 2 1 ％ ） 、 化 学科学部 （ 1 7 ％ ） 、 生命 科学 部

科研领域实质性合作 的先河 。 该联合科研基金 自 （ 1 5 ％ ） 、 数理 科学 部 （ 1 4 ％ ） 、 工 程 与 材料科 学部

1 9 9 9 年开始征集项 目 ，按照双方投人对等的方式资 （ 1 4 ％ ） 、地球科学部 （ 5 ％ ） 、管理科学部 （ 4 ％ ） 。 统计

助 ，至今 已运行 1 6 年 。 国家 自 然科学基金 的经费投数据反映出两地合作 的优势领域 ，有 利于实质性合

入从 1 9 9 8 年 5 0 0 万元人民币 ，增加到现在每年 2 0 0 0作项 目的发现与培育 ， 同 时也提示 了 双方有待于进

万元人 民币 。 香港 方面 的投入也从最初 的 1 0 0 0 万
一

步加强合作 的学科领域 。

元港币 ， 增 加 到 目 前 的 2 3 0 0 万元 港 币 。 ＲＧＣ 在ＮＳＦＣ
－ＲＧＣ 联合基金得到 了 内地 与香港学术

ＮＳＦＣ－ＲＧＣ 联合科研基金方面的投入 占 其合作研界的 良好反响 与认 同 。 自 2 0 0 6 年 以来 ， 约 9 5 ％ 的

究计划 的 8 5 ％左右 ［
1 ］

， 可见力度之大 。 ＮＳＦＣ－ＲＧＣ获资助项 目 负责人具有正高级职称 ，其 中 不乏两院

项 目的资助强度从最初 的平均每项 3 3 万元 ／ 3 年 ，院士 、 杰青 、 长江学者等 。 统计 2 0 1 0 年 以来项 目 负

收稿 日 期 ，
2 0 1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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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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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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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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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5 年

责人年龄结构显示 ，
4 0
—

5 0 岁 年龄段的 中青 年学者开展的
“

澳 门环境遥感和数字化研究
”

、

＂

珠江河 口西

占 4 9 ％ ， 3 0
—

4 0 岁 的青年学者 占 1 4 ％ ， 5 0 岁 以上学部水域 的环境评价
”

项 目 的研究成果被列人澳 门特

者 占 3 7 ％ ， 5 0 岁 以 下的学者总计 占 了 6 3 ％ ， 成为承区政府发布的 《澳门环境状况报告 》并作为环境评价

担联合基金的 中坚力 量 。 这将保证双方合作研究 的指标 ，得到特区政府 的积极评价和澳 门社会各界 的

持续性 ，有利于积累产 出高水平 的研究成果 ，同 时也好评 ［
2 ］

。 因澳 门科技领域 目前基础研究规模相对有

表 明 ＮＳＦＯＲＧＣ 联合基金影响力在不断扩大 ，具备限等因素 ，我委与澳 门科技资助机构 尚 未有更多实

可持续运行 的人才基础 。 此外 ，双方参与项 目 研究质性合作工作 ， 目前仍 以帮助澳门 基金会代评基金

的博士生 、硕士生有机会沟通交流开展学术研究 ，提项 目 为主 ，但双方
一致保持 良好畅通 的合作沟通渠

高了研究生培养质量 。道 ，随着中 央政府对澳 门科技事业的大力 支持 以及

该联合科研基金实施十六年来 ，有力推动 了两两地间科技交流 日 渐频繁 ， 未来的 合作空 间
一定会

地基础科研领域 的交流与融合 ，建立 了合作互信 的得到不断拓展 。

2 蕭機細磁助工作

与 ＲＧＣ 十几年来的 沟通与合作 ，也使联合科研基金ＮＳＦＣ 成立 2 9 年来 ， 立足科学基金优 势 与特

资助机制 日溱成熟 ， 双方对未来平稳推进联合资助色 ，稳步推进大陆学术界对台湾地区 的合作与交流 ，

工作 、拓宽合作领域充满信心 。促进两岸科技繁荣 、 增进两 岸人 民福 祉 。 1 9 9 2 年 ，

除了
ＮＳＦＣ－ＲＧＣ 联合科研基金外 ，科学基金其受 台湾方面的邀请 ， ＮＳＦＣ 在有关方面的支持下 ，时

他的几类项 目 也逐渐成为资助香港地区科学家学术任主任张存浩院 士率团访 问 台湾有 关学术机构 、 高

活动的重要渠道 。 如 ，重点 国际 （ 地区 ）合作研究项校及科学工业园 区 ， 自 此打破两岸科技交流隔绝 4 0

目 、海外及港澳学者合作基金等 。 另外 ，随着香港 6年 的坚冰 ，开创 了双 向交流的先例 ，重新联结起了双

所教资会所属高校在深圳建立研究院并注册为 Ｎ Ｓ －向交流 的纽带 。 2 0 0 8 年 ，应财团 法人 台 湾李 国鼎科

ＦＣ 依托单位 ，许多香港学者可以 内地身份 申请科学技发展基金会 （ 以下 简称李 国鼎基金会 ） 的邀请 ， 时

基金各类项 目 的资助 。
2 0 1 4 年 ，通过上述三种渠道任主任陈宜瑜院 士率团对 台湾进行 了访 问 ， 与李 国

对港资助项 目 共计 1 1 9 项 ， 资助金额 6 8 0 0 余万元 。鼎基金会之间达成务实推进 、 共同 支持两岸科学家

1 ． 2 科学基金对 内 地与香港学术 交流活动 的资 助之 间实质性合作与交流的共识 ， 为促进两岸基础研

情况究领域的科技合作翻开了新 的篇章 。

除实 质性合作研究项 目 资助工作 以外 ，
ＮＳＦＣ 2 ． 1 与李 国 鼎 基 金会 联合 资助 项 目 研 究及 学术

始终重视为两地学者 搭建 良好 的 沟通与交 流 的 平交流

台 。 京港学术交流 中心是联 系两地的教育科技交流 2 0 0 8 年 ，
ＮＳＦＣ 与李 国鼎基金会联合设立两岸

服务机构 ，对两地学术资 源 的融合起到牵线搭桥 的项 目 ，用于资助两岸科学家之间的实质性合作研究 。

作用 ，
ＮＳＦＣ 作为该中心董事单位之

一

， 与之保持长两岸项 目 的 运行模式主要 为 ： （ 1 ） 双方资助机构根

期稳定的合作关系 。 自 2 0 0 7 年以来 ，根据与该 中心据共同关注的重要科学领域 ，组织两岸 专家学者召

的合作协议 ，科学基金资助在港 内 召 开两地高水平开学术研讨会 ， 确定联合资助领域 ； （ 2 ） 双方资助机

学术研讨会 1 3 项 ，涉及天文和空 间 、化学生物学 、蛋构 同时发布联合 资助项 目 指 南 ， 同 时受 理 ， 各 自 评

白质组学 、 中 医药 、 水资源 、凝 聚态物 理 、可再生能审 ； （ 3 ） 根 据评 审结 果 ， 双方协商确 认受资助项 目 ；

源 、生命分析化学 、 电磁技术 、控制 与 自 动化 、 天气与（ 4 ） 内地每年提供 7 5 0 万人 民币 的资助经 费 ，
台湾

气候 、 消化疾病 、海量数据 等领域 ，资助 内地赴港参方面提供 3 0 0 0 万新 台 币 的 资 助经 费 ， 资助期 限三

会学者 2 6 0 余人次 ， 促进 了包括青年学者和学生在年 ； （ 5 ） 根据项 目 实施情况 ，双方资助机构商定组织

内 的两地学术交流和互动 。中期研讨和结题交流 。

1 ． 3 对与澳门交流的资助工作 2 0 0 8 年以来 ，双方在地震 （地球 ） 、暴雨台 风 （地

ＮＳＦＣ与澳门基金会 、澳 门科技发展基金会 、 澳球 ） 、生物多样性 （生命 ） 、光电材料 （化学 ） 、 热带病医

门大学 、澳门科技大学等科研资助机构和高校 ，

一直学 （医学 ） 、 光电医学 （信息 ） 、 水产生物 资源 （生命 ）等

保持 畅通联 系 ， 并 曾 开展 了
一定 的 合作 资助工作 。具有较强地域性科技需求的 7 个领域发布了联合资

ＮＳＦＣ 与澳 门基金会共 同资助澳 门大学与清华大学助 申请指南 ，共计资助项 目 3 8 项 。
ＮＳＦＣ 资助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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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2 6 6 万元 ，平均资助强度 1 3 8 万元 ／项 。 2 0 1 4 年 ，鉴 6 6 0 0 万元 ，受理了 农业 、人 口 与健康 、 资源 与环境 、

于两岸 的合作需求 ，
Ｎ ＳＦＣ 将该项 目 的 资助强度提电子信息 4 大研究领域的重点支持项 目 申请Ｍ 。

升至 2 0 0 万元／项 ， 资助期 3 年 ，
相当 于科学基金重

点项 目 的 资助纖 。
3 未来推进＾合＿展望与思考

值得指出 的是 ，两岸项 目数量虽然不多 ，但承担推动两岸 四地科技繁荣 、 搭建平台促进 内地学

人员层次较高 ，大多为来 自 两岸相关领域著名 高校者与港澳 台 同行交流 、 增进相互理解和信任 ，是科学

和科研机构的学术带头人 。 此外 ， 在双方学者 的建基金促进 地 区合作交流 的 长 远重 任 。 着 眼未 来 ，

议下 ，为进一步巩固扩展已获资助领域的研究成果 ，ＮＳＦＣ 对港澳台地区合作与交流将按照科学基金国

ＮＳＦＣ 与李 国鼎基金会达成对两岸共同关注 的重点际 （地 区 ）合作战略规划总体部署 ，创新合作机制 ，深

学科领域进行延续资助的共识 ，并于 2 0 1 4 年发布了化合作内涵 ， 以期在现有基础上取得更加显 著的实

地震 、 台风暴雨 、生物多样性三个领域 的延续资助指效 。 总体而言 ，应 围 绕稳定 经费投 人 ， 优化资助体

南 ，得到了两岸科学家 的积极响应 。 延续资助不仅系 ，加强学科调研 ，探索合作模式 ， 提高合作效 益等

对已有 良好成果的合作研究 给予 了持续支持 ，深化方面开展工作 。

了双方 的合作 ， 同时也为两岸合作注入新鲜血液 ，

一 3
．

1 对港澳合作与交流工作的思考

些新形成的合作团队经过评审获得了资助 。 两岸项（ 1 ） 稳定经费投人 ，加强学科调研 ，推动两地合

目延续资助工作的启 动 ， 充分反映了 两岸资助机构作研究深入开展 。 稳定 的经 费支持 ，是开展对港合

战略合作的进
一

步深入 。作工作 的必要保证 。 ＮＳＦＣ－ＲＧＣ 联合科研基金是

通过资助形式灵活 、 内容多样 的学术研讨会 ，促科学基金开展对港合作的主要渠道 ，

一

直 广受 两地

进两岸学者交流与融合 ，是 ＮＳＦＣ 与李国鼎基金会科学家重视 ，然而项 目 的资助强度受各方面因 素制

合作工作的另一项重要 内容 。 在双方共同资助下 ，约 ，其资助规模仍处于较低水平 。 在 2 0 1 4 年 ＮＳＦＣ－

两岸近年来的 学术交流更为繁荣积极 。
2 0 0 8 年起 ，

ＲＧＣ 项 目 评审会上 ，双方就未来项 目 资助议题进行

双方围绕两岸项 目 的立项及实施 ，建立 了召 开前期了广泛探讨 ，特别是在适当 提升该类项 目 资助强度

学术准备会 、项 目 中期研讨会 、结题汇报会 的交流机上达成共识 ，计划从 2 0 1 5 年开始 ，在难 以扩大 资助

制 ，稳定合作 、深化交往 ； 吸纳双方科学 家发起 的建项数的情况下 ，拟将资助强度稳步提升至 1 0 0 万元／

议 ，在包括化学 、材料 、生命、 医学等学科的重点研究项 ， 以进一步改善合作条件 ，扩大此基金的感召力 。

领域资助两岸学术研讨会 ，至今共计十余项 ，均取得联合基金重在联合 ，即人力 、脑力资源共享和优

圆满成功 ，得到两岸学者 的积极支持 。 ＮＳＦＣ 与李势互补 。 双方通过合作研究实现重大成果产 出必须

国鼎基金会联合组织的学术交流活动 已成为两岸基遵循一定的科研规律 。 鉴于此 ，科学基金应考 虑建

础科研领域不可或缺的 交流平 台 ， 为增进两岸 了解立合作研究项 目 的 延续资助机制 ，加强对港学科发

推动两岸合作发挥 了重要作用 。展 的调研 ， 并 结合其地 域 性科技 需 求 ， 每 年遴 选

2 0 0 8 年 以来 ， ＮＳＦＣ 与李国鼎基金会合作顺畅 ， 1 0
—

2 0 ％项具有较好合作基础及研究成果 的获资助

相互信认 、彼此尊重 。 两岸科学家充分发挥各方优项 目 ，通过联评会现场汇报 、实地考查的方式对其进

势和特色 ，合作研究与交流取得 良好进展 ，受到两岸行延续资助的评审 ，进行较高资助强度 的重点支持 ，

学术界的一致好评 。构建 ＮＳＦＣ－ＲＧＣ联合基金点面兼顾的资助格局 ，这

2
．

2 促进海峡两岸联合科研基金将有利于两地合作关系 的横向拓展 、纵 向深入 ，促进

ＮＳＦＣ 和福建省人 民政府于 2 0 1 1 年 1 2 月 1 日重大科研成果的产出 。

共同设立了
“

促进海峡两岸科技合作联合基金
”

。 该（ 2 ） 优化项 目管理及资助体制 ， 更好发挥科学

联合基金 旨在发挥科学基金 的导 向作用 ，引 导社会基金对港合作 的 资助作用 。 Ｎ ＳＦＣ－ＲＧＣ 联 合基金

科技资源投入基础研究 ， 进一步 吸引 和聚集海峡两每年收到约 2 0 0
—

3 0 0 项 申请且居高不下 ， 因管理条

岸科学家开展科技合作 ， 重点解决福建及 台湾地 区件所限并且希望提高资助项 目 质量 ，故在此基金运

共 同关心 的重大科学问题和关键技术 问题 ，带动人行之初就设立 了先行 申报 申 请简表并评审 的环节 。

才队伍建设 ，提升海峡两岸经济区 的科技创新能力 ，双方核对初评结果后 ， 只有约 2 5％ 的 申 请人可 以获

促进区域经济 与社会 的 可持续发展 。 2 0 1 4 年度促得填写正式 申 请书 的 资格进 入通讯评议和联合会

进海峡两岸科技合 作联合基金计划安排 资助经费评 ，最终资助率不及 1 0 ％ ， 而整个项 目 的受理评审周



2 2 2中 国 科 学 基 金 2 0 1 5 年

期耗时近
一年之久 ，繁多的 申请评议流程也增加了管但仍存在合作方式相对单

一

、合作领 域不 够宽广的

理成本 。 因此 ， ＮＳＦＣ 还应与对 口机构积极磋商 ，探讨现状 。 因此 ，在稳定现有经费支持 的前提下 ，科学基

简化受理评审模式、 降低管理成本的可能性 。金应积极主动从扩大资助领域 、 拓展资助模式 、 加大

另 外 ，香港学者在交流和座谈中 ， 表达了对 申请对交流活动 的资助力 度等方面 ， 以更 为灵 活有效 的

承担科学基金项 目 的强烈愿望以及对放宽经费使用方式促进海峡两岸基础研究领域 的合作交流 。

限制等方面 的诉求 。 考虑到两地 日 渐密切的合作交（ 2 ） 加强学科调研 ，扎实推进实 质性合作研究

流和形式的快速发展 ，应 积极鼓励吸 引 香港学者参工作的资助 。 目 前 ＮＳＦＣ 与李国鼎基金会两岸项 目

与 国家科技创新体系 建设 。 因此 ， 探索并创造便于资助的 7 个领域多为 民生议题相关 的科学问 题 ，在

香港学者申 请科学基金项 目 和开展合作研究 的条件共 同推动学科发展方面 尚有很大 的合作空 间 。 我们

和途径或 为今后工作 中需 要思考 的
一

个问 题 。 例应尝试推进与其在更为广泛领域合 作研究的 开展 ，

如 ，研讨允许 以港人身份 申 请各类基金项 目 的可能 一方面关注与两岸科技 、 民生密切相关的科学问题 ，

性 ；探索既避免与现行管理制度和管理办法产生 冲另 一方面强调优势学科和领域 。 例 如 ， 依据汤森路
突 ，又能够在资金管理方 面给在港学者承担科学基 透关于近五年论文发表数量及引 用次数的 统计数据

金项 目
一

定 的灵活空 间 的运作模式 。 另外 ，应加强显示 ， 台湾地 区在材料科学 、 化学 、生命科学与医学
ＮＳＦＣ 内 外科学基金管理队伍与港 （也包括澳门 、 台 相关领域 、地球科学等领域 的科研 能力具备

一定优

湾地区 ）学术界和科管队伍的深人交流 ，乃至建立常 势ｗ 。 因此 ，拓宽强强联合或优势互补的 合作研究
态化的对话交流

，
’共 同 打造利于两地科学家合 领域将引导两岸合作向纵宽 、 纵深发展 。 同时 ，随着

鶴献隨高 ，赌项 目Ｍ 力 度 Ｂ顏向科学

、

（ 3 ） 加大工作力 度 ’进－步推进Ｍ学术界
絲重点项 目 规模靠近 。 因此应更加注重项 目 的 中

广泛交流 。 香馳關际化水平 高 ，
觀活动开放

挪耐及结题 耐继賴化双边 的合
活跃 ，吸引储备了海内 外高水平的科研及人才资源 。

？
特

（ 3 ） 加大力度资助两岸青年学者 的学术交流 。

促进两岸青年学者交流尤为重要 ’ 建议科 学基金 给
大高校 的资源和开放的 窗 口

，大力 资助 内地与香港
，
，

、 、 予充分重视与支持 ，充分发挥科学基金 自 身特点 ，从
不问学科领域学术交流活动的举办 ；汪重开发两地青“

年 的Ｓｉ ，增进了解 扩大影响 为两ｓ立

＝＝＝＝＝＝
学术交流的深度融合发挥科学基金独特的細 。

（ 4 ） 积极探 索与澳 ｎ有关机＿ 实難合作 。

！Ｔｕ ｒ^Ｔｆ
建议进－步ｍ对細与澳ｎ开歸技合作工作的

持ｕ魏额可能不ｎ耐縣 良好 ；
又如 ，

调研和探索 ， 支持澳 门地区 的科技发展 。 例如协 助
贿助大陆重点院校和科研机构开设暑期班 、青年＠

推动澳门相关科研单位在 内地设立分支机构并注册
？

ＮＳＦＣ 依鮮位的相关工作 ； 尝试举婦定领域 、有Ｈ 台 犹如 巾 目献门 的二扇 窗 口 ，面 向世

限纏 的两地 间学术交流 ， 把 ＮＳＦＣ 与澳 门科技界
界背雜 国 。 实现两岸 四地科技强盛 、 社会繁荣是

的合作推出实质性的
—

步
？

。大家共 同的 目标 ， 相互 间 的科技交流将更有用武之

3
．

2

＂

对促进海峡两岸合；的思考地 ，利于发挥两岸 四地智 力资源 、研究资源等优势 ，

海峡两岸同胞同祖同宗 ， 血脉相连 ，相同 的语言 多力共聚造福于民 。 作为国家支持基础研究的主渠

文化与共谋发翻醒交织而成的天然凝聚力 －直 奴－

，鮮絲錢細力陳ｓ力 ？ｎｒｇ腳

是两岸交流 中的直接推动力 。 目 前在两岸各领域交 响力 ，积极推进两岸 四地科技人才互联互通与合作

流 日 趋频繁 的形 势下 ，科技 领域 的交 流更为活跃 。
交流 。 相信随着 ＮＳＦＣ 对港澳台科技交流与合作工

2 0 1 4 年 4 月 、 9 月 ，李国鼎基金会及相关科技理管部作 的 日 益深人 ，定将为推动两岸 四地科技事业 的发

门有关人士先后两次访问 ＮＳＦＣ 交流合作事宜 ，显示展作出 更大贡献 。

了对与科学基金开展合作工作的愿望 ，也为 ＮＳＦＣ 进
一步推进海峡两岸合作工作提供了 良好的机遇 。致谢 作者 2 0 1 4 年 3 月 至 1 2 月 担任港澳 台 办流 动

（ 1 ） 做好
“

领域－模式－经费
”

的 整体规划 ，制定项 目 主任 ，在此期 间得到 了 办公室 前任主任鲁荣 凯 、

更为全面灵活的合作策略 。
ＮＳＦＣ 与李国鼎 基金会副 主任王逸 、流 动项 目 主任荣培晶 、兼聘人 员 安 东 老

近七年的合作虽 已初步形成相对稳 定的合作机制 ，师 等 的 大力指导和帮 助 ，在此表示衷心 的 感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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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家发现高等真核生物中 ＤＮＡ 新修饰方式

2 0 1 5 年 4 月 3 0 日 ，
ＣｅＷ 杂 志在线发表 了 中 国基 甲基化 。 因此 ， 中科院 动物研究所陈大华课题组

科学院动物研究所陈大华课题组与 中科院生态环境与 中科院生态环境研究 中心汪海林课题组合作 ，对

研究 中心汪海林课题组的 合作研究文章
“Ｎ 6

－Ｍｅ ｔｈ
－果蝇基因组 6ｍＡ 修饰进行 了 系统 的研究 。 研究者

ｙｌａｄｅｎｉ ｎｅＤＮＡＭｏｄ ｉ ｆｉｃ ａｔ ｉｏｎ ｉｎＤ ｒｏｓｏ ｐ ｈｉ ｌａ
”

，该研究的假说是高等真核生物中 6ｍＡ 在 甲 基化酶催化形

发现了 真核 生物 ＤＮＡ 的新修饰形式 ，证 明在果蝇成后 ，可能很快被去 甲基化酶去除 ，从而在总体上维

基因组中存在 6ｍＡ 的 甲基化修饰 ，该修饰在胚胎发持
一

个非常低 6ｍＡ 的水平 。 在这一过程中 ， 去甲基

育早期阶段受到去甲 基化酶 ＤＭＡＤ （果蝇 Ｔ ｅ ｔ 同 源化酶在调控 6ｍＡ 整体动态水平起主导作用 ， 因此发

蛋白 ） 的精确调控 。现 6ｍＡ 去甲 基化酶是评判这一假说的关键 。

ＤＮＡ 甲基化作 为重要 的表观遗传机制调控基研究者利用 ＣＲ ＩＳＰＲ／Ｃａｓ 技术制备了去 甲基化
因表达 ，影 响着 一系 列生物学 过程 ， 如细胞命运决酶 ＤＭＡＤ 的一系列突变体 ，发现 ＤＭＡＤ 对于果蝇

定 、发育和组织 、 器官稳态 维持及人类疾 病 。
ＤＮＡ的生长发育是必须的 ， 同时证明 了

ＤＭＡＤ 在体 内具
甲基化 以 多种修饰方式 5

－

ｍ ｅｔｈｙｌｃｙｔｏｓ ｉｎｅ（ 5ｍＣ ） ，有催化果蝇基 因组 6ｍＡ 的去 甲 基化 的功能 。 体外
Ｎ 6

－

ｍ ｅ ｔｈｙ ｌａｄｅｎｉｎｅ （ 6ｍＡ ） 和 Ｎ 4
－

ｍ ｅｔｈ
ｙ

ｌｃｙ
ｔ 0 Ｓ ｉｎｅ

实验也表 明 ＤＭＡＤ 具有直接催化 6ｍＡ 去 甲基化酶
（ 4ｍＣ ） 等 广 泛 存 在 于细 菌 、 真核 生 物 中 。 目 前 ，

的 活性 。 此外 ， 该研究对果蝇 卵巢 中 ＤＭＡＤ 调 控
5ｍＣ 在哺乳动物基因组 ＤＮＡ 中被认为是唯一 的碱

6ｍＡ 去 甲基化 的 过程及功能进行 了 分析 。 通过进
基甲 基化形式调控 基 因 的 表达 。 最 近研究表 明 ，

一

步对 ＤＭＡＤ 突变 体及野生 型果蝇卵巢基因 组
5ｍＣ 去甲 基化过程 中 的 衍生物 5 ｈｍＣ 在基 因 表达ＤＮＡ 的 ＭｅＤ ＩＰ 高通量测序 ， 发现果蝇卵巢基 因组
调控中也歸重要侧 。 与之不賊是 ， 6 ｍＡ 以较

巾 的 6 ｍＡ 修脑常发生 于難子Ｋ 域 ， 特别是在
胃 胃 ＤＭＡＤ 突变体 中 ， 位 于转座 子 区 域 的修饰显 著增

？
＾‘

 5 － 2 1
‘

加 。 这表 明 ＤＭＡＤ 可 能通 过 降低 转 座子 区 域 的

！ ？， 6ｍＡ 修饰来调控转座 子的 表达 。 该项研究揭示 了

ｆ

Ｊ ？ ＾

真核生物 ＤＮＡ 新 修饰形式 ， 在表观遗传研究领域
表观遗传领域中地位非常奇特 ，

果蝇基 因组 中 5ｍＣ
？？了 ＠＃ 1＃ ⑷六＠

该项研究得到 了国家 自 然科学基金重大研究计

戈Ｗ ） ’重点项 目⑶删 3 6 ）等资助 。

点 。 鉴于 5ｍＣ 主 要 存 在 于 哺乳 动 物 基 因 组 ， 而

6ｍＡ 主要存在 于细 菌等原 核生 物 ，从进化 角 度考
他咖 丨 田 如方介 瓦人 ；》士她 丨 成（生命科学部 田艳艳 谷瑞升 杜生 明 供稿 ）

虑 ，推测果蝇可能存在 至今没有被鉴 定的 ＤＮＡ 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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