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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生活条件与医疗条件下
,

人们的平均寿命得

到显著的延长
,

但与此同时
,

老年痴呆越来越多
,

肿

瘤病人越来越多
,

糖尿病
、

骨质疏松症
、

风湿症等慢

性疾病患者越来越多
,

很多老年人长期生活在痛苦

之 中
。

现代医学面 向一个一个现有条件下可 以诊断

的疾病
,

常常是找到一 种疾病 的诊断与治疗方法
,

却产生与发现更多的疾病
,

而且对亚健康状态置之

不理
。

其实
,

医学 的根本 目的应该是保障人类持续

的健康
,

而健康的概念应该是
“

一种躯体
、

精神与社

会 的完好状态
” 。

看似很简单的道理
,

但在面对具体

问题 上却不 是 那 么 简单
。

医 生们常 常为 了挽救生

命
,

不惜 昂贵的花费
,

但常常换取 的只是病人更大

的痛苦和苦恼
。

而不是真正的健康
。

如果从维护健

康这一 医学 的根本 目的出发
,

那么关于
“

安乐死
”

的

争论大概就比较容易得到统一
,

我 国对确定
“

脑死

亡
”

为死亡标准的反对声音也不会那么强烈了
。

关于 医学公平的问题
。

现代医学的发展
,

一

方面大大提高了疾病的诊断与治疗效率
,

另一方面

也使医疗费用飞速增长
。

即使在经济发达 国家
,

财

政能力与公众福利费用 的增加也难 以满 足 医疗支

出的增长
,

在发展 中国家
,

矛盾就更为尖锐
。

有限的

医疗资源 只能满足少数人 的需要
,

这就使医疗公平

问题变得异常尖锐
。

是首先满足有钱人 发达地区的

人 病重的人 年长的人 年轻的人 贡献大的人

似乎没有一条原则是公正的
。

在现在条件下如何实施

最大限度的医疗公平仍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困难且

极为重要的问题
。

责任编辑 杨 国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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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领域蓬勃发展
,

硕

果 累累
。

基 因组学是 当今引领 国 际生命科学 的前 沿学

科
,

一年来出现 了很多振奋人心 的成就
。

国际人类

基 因组计划 合作组 织公 布 了最新 的人类基 因组 图

谱
,

绘出 了人类基 因组上 的带有基 因的部位
,

识别出已知人类基因的
,

计算 出人类基因数

量在 万至 万之 间
。

英 国科学家破译 了人类第

号染色体
,

美 国科学家先后破译 了第 号和

号染色体
,

对于研究 防治乳腺癌
、

眼癌
、

前列腺癌
、

精神分裂症
、

遗传性高胆 固醇病
、

抗胰 岛素糖尿病
、

非特异性 炎性肠疾 病及成年 型 多囊 肾病等有 重要

意 义
。

此外
,

美 国和瑞典研究人员使用 一 种新 型

比较技术发现
,

人类基 因组 中广泛存在着大段

的缺失或增加现象
,

这有助 于解释为何人类的

基 因序列 差 别很小
,

而人与人之 间却有 很大 的不

同
。

科学家们在对其他生物的基 因测序方面也取得

了重要进展
。

如由多 国科学家组成的两个小组绘 出

以红原鸡为对象的鸡基 因框架 图谱和乌鸡
、

肉鸡
、

蛋鸡等 种不 同鸡种之间的遗传差异 图谱
,

后者是

由我 国科学家领衔
、

数 国科学家参与 的研究组完成

的
,

这一成果在防治禽流感
、

培育优质家禽和改善

人类健康等方面有重要价值
。

美 国和欧洲科学家联

合成功绘制了大 鼠基因组草图
。

大 鼠约有 万个

基 因
,

与人类有 的基 因相 同
,

其染色体上有

肠 以 。 。 以 儿 人。之记烤少 肠山 以 己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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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个碱基对
,

该基 因组的破译将大大促进包括

癌症
、

糖尿病
、

毒品嗜好
、

神经萎靡
、

心脏病
、

高血压

和空 间运动疾病等新疗法的开发
。

美国科学家先后

宣 布绘制成功首张狗基 因测 序草 图 和首张牛基 因

组图谱
。

德国科学家对座疮杆菌基因组 的 万个

碱基对完成了测序
,

识别出 个基因
,

将有利于

抗痊疮药物的研制
。

法国研究人员绘出了世界上 已

知的最大病毒的基 因组 图谱
,

发现该病毒的 所

包含的基 因之前在病毒中从未发现过
,

这将有助于

研究复杂生物的起源和演化
。

美国
、

加拿大和瑞士

的研究人 员共 同发表 了黑三 叶杨完整 的 序列

图谱
,

这是人类得到 的第一个树木基因图谱
,

将有

利于人们开发
、

培养速生树木种类
,

产生更多能转

变为燃料 的生物 量 的树木种类
,

并对树木进行保

护
。

干细胞研究 的美妙前景
,

使它近年来成为各国

竞相开展 的热门研究领域
,

一年来喜讯频传
。

如美

国一大学用 人胚胎培育 出 个干 细胞系 美另一

研究所从有缺陷的人类胚胎 中新分离 出 个 干细

胞 系
,

有助 于 加 深 对遗传疾病 的理解和 开 发新疗

法 我 国建立 了人类胎儿胰腺干细胞系
,

为临床治

疗人类糖 尿 病提供 了种子细胞
。

加 拿大科学 家发

现
,

将从人眼后部视 网膜上提取的干细胞植入 鼠和

鸡的眼睛
,

这些干细胞不但能够存活
,

而且可 以分

化为相应的感光细胞
,

这项突破意味着利用干细胞

治疗
,

将有可能使眼疾患者恢复视力
。

美国专家从

自制人类胚胎干细胞中
,

萃取健康脑细胞注射到瘫

痪老 鼠身上
,

成功地使其能够爬行
。

德国医生利用

从人体脂肪组织 中提取 的干 细胞
,

结合骨移植方

法
,

对一名女孩实施 了颅骨缺损修复术
,

使其缺损

处长出新骨
。

美 国科学家还发明 了人类胚胎干细胞

操作新技术
,

可刺激干细胞高效分化成其他有用 细

胞和组织
。

此外
,

世界上第一个人类干细胞库在英

国建立并投入使用
,

它将收藏从人类胚胎和成年组

织中提取的干细胞
。

克隆研究获得可喜的进展
。

韩 国科学家成功克

隆出人类早期胚胎
,

并从中提取 出干细胞
,

首次在

世界上证明人类治疗性克隆的可行性
。

美 国一华人

科学家和 日本研究

—
人员合作

,

成功地

进行了克隆牛的再

克隆实验
,

这是世

界上大动物再克隆

实验的首个成功案

例
,

对克隆技术 的

完善
、

在农业
、

野生

动物保护方面具有

重要意义
。

同时他

们的实验证明
,

再
克隆的第三代克隆 图 《自然扼 年 月 日封面

技术可能存在极限
。

美 国一公司采用染色质转移技

术克隆出两只猫
,

这种技术 比传统克隆技术更为安

全有效
,

克隆出的动物与基因提供者之 间的相象度

很 高
。

加拿 大科学 家在世界 上 首次成功 克隆出果

蝇
,

有助于发现控制克隆动物过程 中准确
“

改编
”

成

熟细胞的遗传物质程序的关键基 因
,

提高克隆动物

及人类治疗性克隆的成功率
。

俄罗斯研究人员在 分

析老 鼠单细胞胚胎 细 胞 核移植前 后 的钾离子浓 度

变化后发现
,

针对卵细胞进行的任何外在行为
,

都

将破坏其生物化学平衡
,

导致胚胎细胞正常发育进

程改变
,

这将帮助揭示大量克隆动物会出现不正常

现象的原因
。

癌症
、

艾滋病
、

禽流感
、

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

征 等全球性 的重大疾病和传染病的研究
,

因

其与人们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而备受关注
,

一年来

不仅在基础理论方面取得 了突破
,

而且在诊断
、

治

疗手段上也有很多令人鼓舞的成就
。

癌症
。

英国科学家发现有遗传病史 的患者

体内超过 的细胞的染色体不正常
,

证实染色体

数 目异常与癌症之间存在直接因果关系
,

对寻找癌

症起因意义重大
。

韩 国科研人员利用新发现的致癌

基因 产生 的蛋 白抗原制成诊断试剂
,

用于肝

癌的早期诊断
,

其准确率达到 以上
。

以色列研

究人员培育出一种功能改进性细胞
,

不仅可 以发现

癌细胞
,

而且可 以将癌细胞消灭
,

能够直接治疗 已

扩散到骨骼的前列腺癌
。

日本学者通过给人体癌细

〔肠 衍 卿 如
王 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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胞注人起干扰作用的小分子 方法
,

成功地抑制

了癌细胞特定基因的表达
,

有效阻碍 了癌细胞的增

殖
。

美国科学家发现了癌细胞分裂的开关
,

成功地

制止 了 蛋 白质的增加
,

创造了基因治癌的新方

法
。

美国研究人员还设计出一种只杀癌细胞而不损

害健康组织的智能药物分子
,

用它治疗前列腺癌和

乳腺癌的动物实验 已经取得成功
。

英国研究人员将

转基 因大肠杆菌和 一 抗癌药物先后注射到

实验 鼠内
,

前者可分泌一种酶将抗癌药物
“

激活
” ,

形成有效毒素
,

将周 围癌细胞杀死
,

而不伤害其他

组织器官
。

俄罗斯专家利用西伯利亚和远东地 区 的

种药用植物
,

研制 出了能够有效抑制癌细胞转移

的抗癌药剂
。

我 国科学家研制成功一种能教会人体

免疫系统识别并杀伤肿瘤细胞的新型肝癌疫苗
。

美

国专家 发现癌症放疗 治愈率低 的 主要原 因是 癌 细

胞在放疗后会产生一种被称为
“

细胞因子
”
的分子

,

它促使新血管的生成
,

为癌细胞提供血液
。

艾滋病
。

一个多 国科学家小组发现 一

基因在人体内的表现决定着艾滋病病毒受到抑制的

程度
,

以及病毒感染者的存活时间
,

这一发现为研制

有效 的艾滋病疫苗指 出了新 的方向
。

我国科学家发

现 了一组使 避过人体细胞天然防御系统而在人

体细胞内大量复制的蛋 白
,

阐明 了 突破宿主细

胞防御系统分子机制
,

并提 出了新 的艾滋病防治策

略
。

美 国一癌症研究所识别出猴子体内可阻止艾滋

病病毒 自我复制的蛋 白质阻滞抗体
“ 一 。 ” ,

这种抗体在人体内也存在
,

为人类在病毒感染初期

进行干预治疗提供了新思路
。

法 国科研人员成功地

合成了一种能阻止多种艾

滋病病毒感染人体淋巴细

胞的抗体
。

美国研制出一

种新型抗艾滋病药物 —整合酶抑制剂
,

能阻止艾

滋病病毒
“

扎
”

入正常细胞

的染色体
,

已在猴子实验

中取得明显效果
,

是艾滋

病药物研制领域的一大突

图 两只可爱的克隆猫 破
。

俄罗斯专家成功地将

图 韩国科学家克隆人类早期胚胎后从

中提取的干细胞

图 艾滋病病毒颗粒

抗原和西红柿相结合
,

开发 出一种含抗艾滋病

疫苗 的可食用 的西红柿
,

其 叶子 和果实 中均含有

抗原
。

我 国首个抗艾 滋病病毒中药
“

克艾特胶

囊
”

获准进行 期临床试验
。

禽流感
。

年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在东

南亚一些 国家暴发
,

并一度在亚洲 国家迅速蔓延
,

就连加拿大
、

美 国
、

南非 的一些地区也受到了它的

袭击
,

不仅使这些 国家和地 区 的养禽业遭受严重打

击
,

甚至病毒还传染到人类并危及人类的生命和健

康
。

与此疫情有关的 国家纷纷组织起来开展相关研

究和防治
,

相继取得了可喜的进展
。

如我国科学家

对具潜在性 的东亚高致病 流感病毒的起源研

究方面取得 了重要成果 研制出了世界首个禽流感

快速诊断试剂 盒
,

最快在 小时 内可检测 出

禽流感病毒 研制出了数种禽流感疫苗
。

韩 国科学

家开发 出针对 禽流感的疫苗菌株
,

既适用于

家禽
,

又适用 于人类
。

日本研究人员研制出防止小

鸡感染禽流感的疫苗
。

一对旅美华人科学家夫妇研

发 出一 种 可 防治人类禽流感 的新药
,

试验结果显

示
,

该药对老 鼠百分之百有效
。

〔肠
。 吧 二

‘
犷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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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科学家在解析 冠状病毒分

子进化规律方面取得突破
,

为防治 提供了新

的科学依据
。

我 国 自主研制的 灭 活疫苗 期

临床试验顺利完成
。

美国研究人员发现老鼠体内能

产生阻止 病毒复制的抗体
,

意味着可用老 鼠

作为动物模型来评估疫苗和 药物在 防治方面

的效果
。

美 国科学家新开发 出了以编码 病毒

表面一种外壳蛋 白的 片段为基础的疫苗
,

在实

验中有效地阻止 了病毒在鼠体内的复制
。

责任编辑 杨 国梁

歇亘鲁
。

, 颧疏吟‘ 易

生物学和医学前沿的热门

口黄 矛 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 北京 ,

本文 以美 国科学信息研究所 出版 的双月

刊《科学观察 》 所提供的统计数据为

依据
,

重点介绍 了一年来国际上物理学
、

化学
、

生物

学
、

医学 四大学科中最受人们关注和新 出现的前沿

热门课题
,

其论文 的引用率均曾进人或多次进人这

一时期 次公布的前 名排行榜
。

值得注意的是
,

在这些最热门的研究课题中
,

中国科学家做出了显

著的贡献
,

特别是在碳纳米管镀膜的电化学分析
、

聚合钢系络合物
、

水稻基 因组排序及 病毒和

蔓延等方面 的研究有卓越的成就
。

一
、

生物学

与基因和遗传有关的研究是这一时期生物学领

域前沿热门课题的超级 巨星
,

在 次热门课题前

名排行榜中出现的次数超过总次数的一半
。

紧跟其

后的是关于蛋白质组与蛋 白质数据库的工作
,

它们

在热门课题前 名排行榜 中约 占
。

注
。

在基 因的研究 中
,

水稻基 因组的定序最值得关

从许多方面看来
,

水稻是一种理想 的模型物种
,

其基因组具有 亿碱基对
,

远 比玉米 的 亿或小

麦的 亿碱基对为少
。

但是水稻基 因的长伸展度

却 以 同样 的顺序反 映在人类其他大宗 出产 的作物

中
,

这将使得研究人员相对易于将从一个物种 中得

到的知识转移到其他物种 中去
。

换言之
,

从水稻得

到的知识也可用于玉米
、

小麦和大麦等
。

以北京基

因组研究所为首 的世界 个研究所和美 国的 个

研 究 所 分 别 对 两 种 最 典 型 的 水 稻 进 行 了 基 因 排

序
。

最惊人的是完成排序的速度
,

特别是北 京的研

究人员
,

他们 白手起家
,

只用 了 年时间就成为世

界上强有 力 的基 因排序机构
。

虽然这些研究工作 只

是初步的
,

被称为草序列
,

但它无疑有趣地阐明 了

水稻 的基 因特 征 及其与 世 界 上 其他物 种 之 间 的 关

系
。

例如
,

首 次被排序 的植物 拟南 芥 的 基 因 中有

以上能在水稻 中找到对应物
,

但在被发现的水

稻基 因中
,

几乎有一半在拟南芥中没有同系物
,

这

也许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两大种群 —单子 叶植物

与双子叶植物之间的差异
。

有 关钙 泵 及 钙 调 控钾 通 道 的工 作 机制 的研究

肠 二。 汪 儿。

畔 腼 二 功 物
。 己 , 耐 ‘ 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