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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科学领域里的辛勤耕耘者

— 记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
“

医学分子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

创新研究群体

赵爱芳

(中国医学科 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
,

北京 10 0 0 05 )

“

人 口与健康
”

是 21 世纪我国和世界各国共同

面临的重大科学问题
,

关系到社会发展
、

经济建设和

文明进步
,

其科学问题不 仅构成 生命科学 的主体内

容
,

也是基础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

生命科学的发展

为解决
“

人 口 与健康
”

重大科学问题提供 了机会
。

在北京市繁华 的商业 中心—
王府井地 区

,

有

一个锲而不舍的研究群体
,

一 直孜孜不倦地在生命

科学领域里探索
,

这就是 中国医学科学 院基础 医学

研究所医学分子生物学 国家重点实验室 (以下简称
“

实验室
”

)
。

以该实验室中青年研究骨干为核心
,

以

刘德培院士为学术带头人组成的研究群体
,

在 2 004

年获得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

创新研究群体科学基金
”

项 目资助
。

实验室是 以协和医科大学生物化学系为基础组

织起来的
,

原协和的生物化学 系为我们 国家培养出

了一批著名的 医学 生物化学家
、

营养 学家
,

象 刘思

职
,

张昌颖
,

刘士豪
,

梁植权
、

王世真
、

刘培楠
、

周启源

等
。

实验室一直提倡
“

严谨
、

求实
、

敬业
、

创新
”

的工

作作风
,

继承发扬
“

协和人
”

的优 良传统
,

号召在研究

上要科学思维
、

探索创新 ;工作中务必踏踏实实
、

埋

头苦干
,

互敬互帮
,

团结合作 ;作风上坚持严谨求实
,

切忌浮躁
。

老一辈科学家 的言传身教
,

潜移默化的

影响着年轻的科技人员 和学生
,

朴实与和谐的科学

研究氛围营造了人才脱颖而 出的良好环境
。

1 一个人才济济的研究群体

这是一个在 国内外享 有盛誉 的实验室
,

迄今实

验室已产生两院院士 5 位
,

除梁植权教授是 20 世纪

80 年代进人 中国科学院生 物学部 的老院士外
,

其余

4 位 (中国科学 院和中国工程院 院士各两位 )均是在

实验室建立至今 13 年来被相继增选 的
。

原实验室

主任王琳芳教授 19 97 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 ;副主

任强伯勤教授是 19 91 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 ;现任

实验室主任刘德培教授 19% 年当选 中国工程院院

士 ;沈岩 2 0 03 年新增选中国科学院院士
。

一个实验

室平均每 3 年有一位学术带头人被选为院士
,

而且
,

他们当选时的年龄大多数在 45 一52 岁期 间
,

显示 了

实验室在人才培养方面的突 出成绩
。

该实验室群体学术带头人刘德培教授长期从事

血红蛋 白基 因的表达调控 及其基 因治疗 的科 学研

究
。

曾主持并完成多项国家级重点
、

重大科研项 目
,

包括
: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优秀中青年基金资助项 目

、

国家杰 出青年科学基金资助项 目
、

原 国家教委跨世

纪人才基金资助项 目
、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重大资助

项 目
、

国家科技攻关项 目等
,

迄今共发表文章 100 余

篇
,

文摘与会议摘要 60 余篇
,

SCI 收录论文 60 余篇
,

引用 2 0 0 余次
。

19 91 年原国家教委与国务 院学位委

员会表彰他为
“

做出突出贡献 的中国博士学位获得

者
” ; 19 93 年 被授予

“

全 国首届 中青 年 医学 科技 之

星
” ; 19 94 年获卫 生部科 技进 步奖一 等奖 (第一 作

者 ) ; 19 94 年被授予 国家级有 突出贡献的中青 年专

家 ; 19 9 5 年获 国家 自然科学 奖 四等奖 (第一作者 ) ;

199 5 年获国家杰 出青年科 学基金资 助和获求是基

金会杰出青年学者奖 ; 19 % 年获卫生部杰 出科技进

步奖二等奖 (第 四作者 ) ; 19 9 6 年当选 中国工程院院

士
。

实验室主要研究骨干沈岩教授是 自学成才的优

秀科 学 家
,

主 要从事 人类 疾 病 分 子遗 传 学研 究
。

19 8 3 年以来发表研究论文 90 篇 ( SCI 论文 28 篇 )
,

综

述 28 篇
,

译文 8 篇
,

参编专著 5 部
。

2 002 年获 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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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2项; 2 01 0年中华医学科技奖一

等奖 1项; 卫 生部科技进 步奖二等奖 1项; 于 2 0 0 3

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

是
“

长江学者奖励计划
”

第四批特聘教授 ;他获得国务院颁 发的政府特殊津

贴
,

被人选人事部
“

百千万人 才工程
” 19 95 一 19 9 6 年

度第一
、

二层次人选 ;被卫生部等 4 部委评 为
“

第二

届全国中青年医学科技之星
”

和
“

北京市有突出贡献

的科学
、

技术
、

管理专家
” 。

研究室主要研究骨干朱大海教授主要从事肌 肉

发生的遗传发育生物学与进行性肌营养不 良疾病的

研究
。

在美 国工作期 间
,

先后获得美国国家卫生研

究院 (M H ) 19 97 年度功勋奖 ;第七 届美洲华人生物

科学家年会优秀奖 ;美 国国家卫生研究 院 ( M H )科

研与培划11奖 ; H o w a dr H u
hg

e s M e d i e al I n s ti t u te 博士后

基金奖
。

回国后获得原 国家教委优秀年轻教师基金

奖和国家杰 出青 年科学基金资助
,

承担多项国家级

项 目
。

实验室主要研究骨干张学教授主要从事肿瘤遗

传学和单基 因遗传病致病基 因鉴定
、

克隆及表达调

控研究
。

迄今为止在 国内外学术杂志发表论文 101

篇
,

其中 SCI 论文 17 篇
、

被引用 40 4 次
。

组
,

在第一线承担 国家级的研究课题
,

培养学生
,

成

了重要骨干
。

还有 陈红梅博士在承担
“ 863

”

国际合

作项 目
、

开展 R N iA 技术平台研究 中
,

进展顺利
,

还

申请一项专利 ; 20 02 年下半年从美国哈佛大学医学

院留学回来的张业博士
,

正在积极筹 建表观遗传学

( E p i ge en ict
s )新领域 的课题

。

现在实验室 已形成你

追我赶
,

公平竞争
,

互相促进
,

共同发展的局面
。

2 宽松的研究环境凝聚人心

宽松的科研环境
,

民主和谐 的学术 氛围是研究

室室的特点
。

该实验室非常重视青年科技人员的培

养
,

尤其是在 2 0 01 年 国家重点实验 室评估 以来
,

采

用加快内部培育
、

结合适量的外部引进的办法
,

选拔

与留住了本室培养的 7 位博士和 2 位硕士
,

他们是

张晓东
、

乔原
、

黄粤
、

吕湘
、

吴雪松
、

李涛
、

杜 占文
、

马

宏
、

王欣
、

陈伟京等
,

大部分年龄在 30 一 35 岁间
,

首

先是在工作中给他们压担子
,

独立承担课题
,

牵头申

请经费
,

至今他们 中已有 80 % 左右的人员承担了国

家
“
8 6 3

”

计划项 目和国家
“
97 3 ”

计划项 目
、

国家 自然

科学基金资助项 目
,

成为各 项 目组 的学 术骨干 ;其

次
,

加强了进一步的培养
,

如送 出国外短期培训
、

参

加合作研究和参加国际学术会议
,

再如送去参加国

内的各种学术会议和学术交流
。

在加强青年学术骨

干的选拔
、

培养的同时
,

实验室积极推进年轻优秀人

才的引进
,

近 3 年来
,

从 国外 留学人员 中共引进 了 8

位博士
。

其中
,

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
、

并曾分别在美

国哈佛大学医学 院
、

美 D uk
e
大学工作过 的蒋澄宇

、

朱大海两位博士被聘为 中国医学科学 院特聘教授
。

三位副教授彭小忠
、

孟雁
、

刘英
,

分别 由美国
、

日本留

学后引进本实验室的
,

他们加人 了现有的相关课题

3 立足高起点
,

不断开拓创新

多年来
,

以创新群体 为主体的实验室紧紧把握

人类生命与健康问题 的基础研究方 向
,

抓住各种机

遇
,

在国内外开展 了多渠道
,

多层次的科研合作和学

术交流
。

实验室努力将 自己 的基础研究优势与临床单位

的资源优势结合
,

充分尊重临床单位在合作研究 中

的贡献
,

合理分享科研成果
,

吸纳临床单位派人参与

基础研究
,

帮助临床单位培养人才
。

良好的合作关

系产生了重要的科研成果
。

如与天津医科大学口 腔

医学院
、

北大医院儿科和皮肤科等单位合作
,

分别研

究了遗传性乳光牙本质的致病基 因
,

儿童失神癫痛

和红斑肢痛病 的致 病基 因
,

研究 成果在 aN ut er 晓
-

ne it 。
护 30

.

69 3 刊物上发表
,

为实验室研究工作走 向

高水平学术刊物实现了零 的突破
。

又如
,

加强 了与

清华大学
,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所等单位的合作
,

完

成了数项蛋白质三维结构 的分析
,

并同时开展 了生

物信息学的研究
。

为了使实验室的医学分子生物学研究进一步走

向世界
,

参与国际高水平学术竞争
,

开展了多种形式

的国际学术交流与科研合作
。

例如
:

实验室作为国

内承担单位与美 国 M H 心脏
、

肺和血液研究所分子

免疫学实验室合作
,

启动了染色质动态调整因子靶

基因研究这一前沿领域的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国际合

作研究课题 ; 与美 国加州大学圣地亚戈分校进行了

染色质体外组装与染色质模板基 因调控的研究 ;与

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生物医学研究 中心的有关实验

室在生殖分子生物学方面保持长期 的合作研究
、

人

员互访与学术交流 ; 与加拿大多伦多大学 医学 院加

中生物技术工作站合作
,

开展人类多组织
c DN A 克

隆
、

测序和生物芯片的研究 ; 与法 国科学院遗传分子

生物学细胞生物学研究所合作开展脆性 X 智力低

下基因功能研究 ;与美 国哈佛 大学 医学院合作开展

T 淋 巴细胞激活与凋亡的调控研究 ;与加 州大学旧

金山分校 医学 院合作开展珠蛋 白基 因表达调控 研

究 ;与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合作研究心血管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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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因表达调控
。

此外
,

还和 国外多所大学与研究所

建立并保持着密切联系
。

通过国际合作研究和举办

双边与多边国际学术会议
,

不仅使实验室从多渠道

获取研究经费
,

解决关键技术
,

更重要 的是参与国际

合作 的研究人员在国际高水平竞争的大环境 中增长

了见识与才干
,

促进 了实验室的科研工作与国际前

沿接轨
,

向国际学术界展现了我国当今在本领域 的

科研水平
,

提高 了实验室的知名度
,

扩大了我国在国

际学术界的影响
,

加深 了与国际同行的相互 了解
,

对

实验室跻身于 国际学术界起到 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

4 迎接挑战
,

再创佳绩

该创新研究群体是实验室的重要组成部分
,

也

正是实验室良好的氛围孕育了这个群体
,

在疾病相

关基因的发现
、

表达调控和疾病发生分子机制方面

积累了丰富的研究经验
,

获得过重大科研成果
。

“

居安思危
”

是该创新群体保持高水平研究工作

的成功秘诀
。

在 国际
、

国内研究水平不断提高
、

科学

竞争的态势愈加激烈的背景下
,

该创新群体密切关

注医学生物学国际前沿研究进展
,

高度重视 国家对

医药卫生 的需求
,

在研究工作 中锐意 进取
,

创新求

实
,

团结协作
。

他 的秉承协 和
“

严谨
、

博精
、

创新
、

奉

献
”

的校训
,

从疾病基 因组水平进行致病基因定位
、

基因表达调控 和发病分子机制 三个方面 的系统探

讨
,

针对 日益危害国民生活的两类疾病
:

心脑血管和

神经精神性疾病
,

正深入揭示其内在机制
,

推动临床

治疗 的发展
。

我们有理由相信
,

在不久的将来
,

这个创新研究

群体会在 医学分子生物学 国家重点实验室这片沃土

上耕耘出更加辉煌的研究成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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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
、

发现国际合作的苗头和机遇
、

引导和组织科研人

员进行高层次的国际合作
,

充分发挥
“

引领未来
”

的作

用
,

尚有大量工作要做
。

建议进一步加强原有的沟通

协作机制
,

如定期 召开外事工作研讨会
、

国际合作 与

交流资助工作情况通报会
、

务 虚会等
,

使 科学部与国

际合作局之间
、

科 学部与科学部 之间在资助政策
、

资

助方向
、

实践经验等诸多方面进行广泛深人的沟通交

流
,

共谋 自然科学基金委国际合作与交流的大计
。

国家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体现在各个方面
,

需要不

同部门间的统一协调
,

自然科学基金委在资助国际合

作项 目时应与国家科技部
、

中国科学 院
、

国家教育部

等部门协作与分工并举
,

重视部门间的沟通协作
,

在

组织项 目
、

管理项 目
、

政策研讨
、

外事协作等方面相互

支持
、

集成资源
、

避免重复
。

例如
,

已经建立起来 的科

字 口
“

八科
”

国际合作局长联席会议就是加强
“

科
”

字

口部委 国际合作管理部门间联系的典范
,

应充分发挥

这种机制对重大国际科技合作工作的协调作用
,

形成

合力
,

组织更高层面上 的科学合作计划
,

共 同资助 重

大的实质性合作研究项 目
。

国家 自然科 学基金不仅

是资助我国基础研究的一个重要渠道
,

而且在资助科

研人员开展高水平 国际合作中也担负着 越来越重要

的责任
,

这要求我们充分理解合作是现代科学研究的

必然要求
,

倡导合作
、

促进合作
。

在实践中
,

要按照 自

然科学基金委新时期二十四字工作方针的要求
,

不断

反思过去
、

审视现在
,

以激励创新 和引领未来作为促

进 国际合作的出发点和使命
,

筹划 自然科学基金委国

际合作与交流事业的未来
。

我们有理 由相信
,

只要委

内外管理人员
、

专家学者密切配合
、

求真务实
,

以科学

发展观对待 国际合作与交流事业
,

共 同努力
,

我委 国

际合作与交流事业一定会有更为灿烂 的明天
。

R E F L E C T I O N S O N N S F 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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