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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72008诺贝尔奖

学

奖化

【人物特写】
钱永健在三人中走得最远

获奖名单公布时，钱永健居住的美国加利福
尼亚州天还未亮，祝贺获奖的电话将他吵醒。钱
永健对新闻界记者半开玩笑地说：“我很高兴，深
感荣耀。我没预料到能获奖。在这之前我听到了
一些传言，但来源可不是那么靠得住的实在人。”

在获奖的3人中，钱永健走出了绿色荧光蛋
白开发历程的“最后一步”，他在另俩人研究的基
础上进一步搞清楚了绿色荧光蛋白特性。他改
造绿色荧光蛋白，通过改变其氨基酸排序，造出
能吸收、发出不同颜色光的荧光蛋白，其中包括
蓝色、青色和黄色，并让它们发光更久、更强烈。

瑞典皇家科学院在公报上说：“这也正是研
究人员今天能用不同的颜色标记不同的蛋白
质、观察它们相互作用的原因。”

钱永健利用这些发现开发出各种荧光染
料，广泛应用于生物和医学实验。使用这些荧
光材料作出的最具代表性实验莫过于 2007 年
的“脑虹”。研究人员将红、黄、青3种荧光色素
嵌入老鼠基因组，随着老鼠胚胎的生长而分裂
生长。随后用来自细菌的重组基因激活这些色
素基因。通过在老鼠不同部位或不同发育阶段
使用色素基因，成功为老鼠的不同细胞涂上不
同颜色。由于采用的3种基因色素相互组合形
成多种颜色，因此最终展现在显微镜下的老鼠
脑干组织切片上有近百种颜色标记，如一幅色
彩绚丽的抽象画。

瑞典皇家科学院在公报中专门提到“脑虹”
实验，公报说：“在一次引人入胜的实验中，研究
人员成功运用如万花筒般的多种颜色标记老鼠
大脑中不同神经细胞。”

获诺贝尔奖的华裔科学家
1957 年，李政道和杨振宁因“发现宇称原

理的破坏”而被授予诺贝尔物理学奖。
1976 年丁肇中因“发现一类新的基本粒

子”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1986年李远哲因“发明了交叉分子束方法

使详细了解化学反应的过程成为可能，为研究
化学新领域——反应动力学作出贡献”而获得
诺贝尔化学奖。

1997年朱棣文因“发明了用激光冷却和俘
获原子的方法”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

1998 年，崔琦与德国的霍斯特·斯托尔默
和美国的罗伯特·劳克林因在量子物理学研究
作出的重大贡献而获诺贝尔物理学奖。

首先发现绿色荧光蛋白的是生于 1928 年
的下村修。他 1962年从生活在美国西海岸近
海的一种水母身上分离出了绿色荧光蛋白。

瑞典皇家科学院在公报中说，上世纪90年
代，沙尔菲指出绿色荧光蛋白的发光特性在生
物示踪方面有极高价值，钱永健则为理解绿色
荧光蛋白怎么发光作出了贡献。

由于绿色荧光蛋白用紫外线一照就发出鲜
艳绿光，研究人员将绿色荧光蛋白基因插入动
物、细菌或其他细胞的遗传信息之中，让其随着
这些需要跟踪的细胞复制，可“照亮”不断长大的
癌症肿瘤、跟踪阿尔茨海默氏症对大脑造成的
损害、观察有害细菌的生长，或是探究老鼠胚胎
中的胰腺如何产生分泌胰岛素的β细胞。

打个比方，绿色荧光蛋白就仿佛是伊拉克
战争中跟随美军做“嵌入”式报道的记者，让旁
观生物学反应的研究人员像在电视旁追踪战
争进程的观众一般，通过“现场直播”了解事件
进展。绿色荧光蛋白基因也因此被归入“报道
基因”范畴。

除了应用于科学研究，绿色荧光蛋白还应
用于艺术领域。应美国芝加哥艺术家爱德华
多·卡奇要求，研究人员于2000年制造出了一只
能发出绿色荧光的兔子。此后，研究人员造出
了经过基因改造的绿色荧光猪，还产下了绿色
荧光小猪崽。

【获奖名单】 美籍华裔科学家钱永
健、美国生物学家马丁·沙尔菲和日本有
机化学家兼海洋生物学家下村修。

【获奖成就】 发现和改造绿色荧光
蛋白，将均分1000万瑞典克朗奖金。

【获奖评语】 瑞典皇家科学院公报将
绿色荧光蛋白的发现和改造与显微镜的发
明相提并论：“绿色荧光蛋白在过去的10年
中成为生物化学家、生物学家、医学家和其
他研究人员的引路明灯……成为当代生物
科学研究中最重要的工具之一。”

下村修
生物发光研究第一人

现年80岁，出生于日本京都府，1960年获得名古屋大学
理学博士学位后赴美，先后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波士顿大
学和伍兹霍尔海洋生物实验所工作。他1962年从一种水母
中发现了荧光蛋白，被誉为生物发光研究第一人。

马丁·沙尔菲
睡得很香没听见祝贺电话响

现年61岁，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生物学教授，他获奖的主
要贡献在于向人们展示了绿色荧光蛋白作为发光的遗传标
签的作用，这一技术被广泛运用于生理学和医学等领域。
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说，这种蛋白已经成为同时代生物科
学研究最重要的工具之一。

居住在美国的沙尔菲说，自己没听到诺贝尔奖评审委
员会打来的电话铃声，直到早晨一觉醒来上网看新闻才知
道自己获奖了，“我完全睡着了，没听见电话”。

沙尔菲在说起自己的成果时，用词相当平实。他通过
电话告诉新闻界，这一发现让研究人员“只需要看看动物体
内出了什么状况，搞清楚这个基因在什么地点、什么时间被
激活，或什么时候这个蛋白被造出来，它要上哪儿去。它们
都打着手电筒，告诉你它们在哪儿”。

钱永健
16岁获美国西屋科学天才奖

1952年出生于美国纽约，现为美国加州大学圣迭戈分
校生物化学及化学系教授、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国家医学
院院士，2004年沃尔夫奖医学奖得主。钱永健的主要贡献
在于利用水母发出绿光的化学物来追查实验室内进行的生
物反应，他被认为是这方面的公认先驱。钱永健祖籍在杭
州，他的家族可谓是“科学家之家”，家中有多位工程师，他
的父亲是机械工程师，舅舅是麻省理工学院的工程学教
授，堂叔是“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他16岁即以金属如何
与硫氰酸盐结合为题获西屋科学天才奖；20岁获哈佛大学
学士(化学和物理)；剑桥大学博士及博士后(生理学)；曾获沃
尔夫奖；全美化学学会、蛋白质学会等多项大奖。

【精彩点评】 这种发现让科学家心跳加快
在宣布获奖名单时，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化学奖评

审委员会主席贡纳尔·冯·海涅手持一支试管，内装用绿色
荧光蛋白基因改造过的大肠杆菌。用紫外线照射后，试管
发出绿色荧光。冯·海涅说，这种级别的发现“能让科学家
的心跳比平时快上3倍”。 文图均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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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皇家科学院8日宣布，包括美籍
华裔科学家钱永健在内的3名科学家获
得2008年度诺贝尔化学奖。帮助他们获
奖的是绿色荧光蛋白。这种蛋白为生物
与医学实验带来革命，它发出的荧光像
一盏明灯，帮助研究人员照亮生命体在
分子层面和细胞层面的诸多反应。

用他们的发现造出绿色荧光猪

【延伸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