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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 50年代，现代物理学的一系列成就极
大地促进了生物物理学在世界范围内的兴起和发

展，“两弹一星”国防建设工程迫切需要填补我国

在生物物理学研究上的空白．在贝时璋先生卓有成

效的努力下，国务院于 1958年 9月 26日批准中国
科学院将北京实验生物研究所改建为生物物理研究

所(下简称生物物理所)．同年，贝时璋先生还创建
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生物物理学系．从此，生物物

理学在中国迅速发展起来．

建所 60年来，生物物理所秉持贝时璋先生提
出的“理论联系实际、服从国家需要、赶超世界先

进水平”的办所原则，凝聚了一批优秀科学家，产

出了众多高水平科研成果，开创和推动了我国放射

生物学、宇宙生物学、细胞生物学、酶学、结构生

物学、膜生物学、神经生物学、生物控制论和生物

物理工程技术等学科的研究和发展，为国家生命科

学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建所初期，生物物理所以完成国家任务为光荣

使命，为满足国家“两弹”研制和原子能和平利用

的需要，承担了“核武器试验核辐射对动物远后期

效应研究”等重大课题，为了解核爆炸对人体和动

物的危害及其防护措施、制定我国辐射安全标准提

供了可靠的科学依据．为配合人造卫星上天及星际

航行工作，承担了我国第一批成功发射的生物探空

火箭的全部生物实验工作，为发展我国载人航天事

业铺设了基石．承担和完成国家任务，促进了新技

术在生物物理学研究中的应用，研究所在国内率先

研制成功了顺磁共振波谱仪、超速离心机、荧光分

光光度计、自动液体闪烁谱仪等生物物理仪器设

备，不仅保障了研究所完成国家任务，还填补了国

内空白，为开创我国生命科学仪器研制贡献了力

量．

改革开放以来，生物物理所在中国科学院的坚

强领导和大力支持下，通过参与国家和中国科学院

科技体制改革，实施“知识创新工程”和创新

“2020”，深入贯彻“率先行动”计划，建设“生物
大分子科教融合卓越创新中心”，确立了建设生命

与健康领域国际一流研究所、在国家创新体系中发

挥源头创新和骨干引领作用的发展目标．围绕蛋白

质科学、脑与认知科学、感染与免疫、核酸生物学

等前沿领域，优化学科布局、培育新兴学科、促进

学科交叉融合，引进和培养高端人才、建设创新团

队，着力办好国家重点实验室和院重点实验室等研

究基地，创建和稳步提升科学研究平台的系统支撑

能力，加强生命科学领域关键装备的创新研制，研

究所的科技创新能力和原始创新水平显著提升，取

得了一系列重大原创性科研成果．

研究所主持或主要参与的酵母丙氨酸转移核糖

核酸的人工全合成、蛋白质功能基团的修饰及其生

物活性之间的定量关系、菠菜主要捕光复合物

(LHC-域)的晶体结构测定、猪胰岛素晶体结构的测
定入选中国科学院建院 60周年百项重大成果．以
30 nm染色质的高级结构与细胞命运决定、高等植
物捕光复合物的结构与功能为代表的“真核膜蛋白

和蛋白质复合体结构与功能关系”研究成果入选中

国科学院“十二五”期间 25项重大科技成果及标
志性进展．至今，研究所已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一

等奖 2项、二等奖 11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
等奖 4项，中国科学院及省部级重要奖项数十项．
研究所依托基础研究成果和技术，开发了一批高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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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产品，孵化和创办了中生北控等数家高新企业，

与地方政府、科研机构、大学、医院和企业建立联

合实验室、技术成果转化基地、转化医学研究机

构，实现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在院“十

二五”任务验收中，专家组认为生物物理所“处于

国内领跑，国际同类研究机构第一梯队的地位”．

研究所在率先建成国际一流科研机构的征程上迈出

了坚实步伐．

生物物理所 60年的光荣历史，是贝时璋、邹
承鲁、梁栋材、杨福愉等老一辈科学家带领的一代

又一代生物物理所人，用团结协作和执着奋斗书写

的．60年来，生物物理所人以探索生命奥秘、服
务国家需求为己任，严谨治学、艰苦奋斗、开拓创

新，研究所得以蒸蒸日上、不断发展壮大，也印证

了研究所发展的一条基本经验———人才是立所之

本．如今，生物物理所履行使命、创造未来，更需

要凝聚一批具有国际水平的科技领军人才、青年科

技人才和高水平创新团队．令人欣喜的是研究所已

经为此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目前，研究所拥有院士

12人，“千人计划”入选者 25人(其中青年项目
16人)，“万人计划”入选者 15人(其中青年拔尖
人才 3人)，院“百人计划”入选者 38人、青促会
员 38人，基金委“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 24人、
“优秀青年基金”获得者 12 人、“创新群体”4
个，科技部“创新人才推进计划”重点领域创新团

队 2个．2011年，研究所被中组部授予国家海外

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基地．2014 年，研究所被科
技部授予第二批国家创新人才培养示范基地．

新的历史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发出了为实现建

设世界科技强国的目标而努力奋斗的号召，生命科

学领域将更加与诸学科交叉融合，实现新的变革和

原创性突破，为强国富民贡献创新源泉．生物物理

所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深入实施“率先行动”计

划，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

国民经济主战场，发挥多学科交叉优势，加强人才

队伍建设，加强关键技术创新和装备研制，提升原

始创新能力，在生命科学前沿领域实现基础性、前

瞻性、战略性突破，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和人类

文明做出重大科技创新贡献．

时值生物物理所建所 60周年之际，《生物化学
与生物物理进展》出版了这期纪念性专刊，收录了

全面回顾研究所发展历程的纪念性文章、大事记，

还邀请所内的多位科学家基于自身的研究基础和学

术视野撰写了前沿评述或原创性论文．出版本专

刊，旨在进一步增进广大读者对生物物理所历史、

现状和未来发展方向的了解，进一步增进研究所与

学界同仁合作与交流．

值此专刊出版之际，我谨代表生物物理所科技

人员和学生，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研究所建设和发

展的海内外同行专家、所友和社会各界朋友致以衷

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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