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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杂志伴随着中国科学院的成立，自

1950年创刊至今已届 60周年．《中国科学》曾经
是展示中国科技成果的最主要学术刊物，在过去

60年间发表了大量科学研究论文，见证和推动了
中国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发展，并为促进我国科

学家与国际学术界的交流与了解做出了重要贡献．

自 2008年以来，《中国科学》进行了全面改革，成立
了以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为理事长的理事会，组

建了各辑的新编委会．2009年 8月，《中国科学》与
《自然科学进展》决定合并，由中国科学院与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联合主办．自 2010年开始，在
保持刊物中文版名称不变的同时，其英文版已由

Science in China更名为 Science China，以更好地体
现其国际性定位．作为一个分辑，《中国科学C辑：
生命科学》也更名为《中国科学：生命科学》，其英文

版定名为 Science China: Life Sciences (SCLS)[1]．

在 2009年，SCLS进行了全面的改革，改变版
式、提高科学内涵、加快出版周期，以全新的面貌

出版了 12期．2009年的 SCLS贯彻“关注学科前
沿，促进学术交流”的编辑出版方针，刊发了 5个
专题，发表了近 200篇学术论文，使刊物从形式到
内容都展现了一个新的水平．以此为标志，SCLS
正站在一个前进的新起点，以全新的态势开始其发

展的新里程．在此，对 SCLS 2009年发表的一些重
要学术论文作一简要回顾和评述，以饗读者．

1 中国基因组学研究及国际研究新进展
在中国人类基因组南方研究中心(以下简称南

方中心)成立 10周年之际，SCLS 2009年第一期刊
发了一个基因组学研究的专题，包括 8篇论文，总
结了由人类基因组学研究为发端的中国基因组学研

究的 10年历程，评介了一系列基因组学研究的新
进展[2-9]．南方基因组学研究中心的领衔人陈竺院

士和赵国屏院士以“Human genomics in China———
ten years endeavor: from planning to implementation”
为题的“Editorial”中详细回顾了南方中心的成立
和 10年发展历程，总结了在此期间取得的研究成
果和大科学工程的组织经验[2]，对重大科学课题的

组织实施和有效运行有重要启示．在专题述评论文

中，肖华胜教授介绍了高通量基因组学研究中的两

大重要技术，DNA芯片和二代 DNA测序技术的工
作原理，及其在基因组研究中的应用前景[3]．黄薇

教授总结了目前广泛应用的几种基因分型技术，及

复杂性状疾病遗传研究的突破和进展[4]．韩泽广教

授详细评述了关于肝细胞癌(肝癌)发生、发展过程
中所涉及的体细胞遗传学变异的研究进展，与病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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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密切相关的 HBV感染所致 DNA插入整合的发
现，黄曲霉毒素 B1暴露引起的 p53第 249位氨基
酸突变等变异及其继发的的遗传学变异，包括染

色体的扩增与缺失， p53 其他位点突变，
Wnt/茁- catenin信号通路的活化突变等，为肝癌的
诊断和治疗提供了依据[5]．黄健教授综述了肝癌发

生的表观遗传学研究的最新进展，阐述解析了

DNA 甲基化与肝癌发生、发展的关系，以及
miRNAs与肝癌形成和某些肿瘤行为的关系[6]．王

颖教授概述了基因组学时代的免疫学研究现状：高

通量和大规模的基因组学研究策略，为基础免疫

学、免疫病理学及疫苗设计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研究

思路和策略，并探讨了免疫学在基因组和后基因组

学时代的可能发展方向[7]．杨瑞馥教授描述了我国

数种重要致病细菌，如痢疾志贺菌、钩端螺旋体、

结核杆菌、鼠疫耶尔森菌、霍乱弧菌、猪链球菌、

表皮葡萄球菌、脑膜炎奈瑟球菌的基因组学研究进

展[8]．王磊教授评述了我国在环境与工业微生物基

因组学方面的研究成果．我国已经完成全基因组测

序的 7株环境细菌，涵盖了嗜高温、嗜酸、耐高
压、耐低压等各种极端环境微生物，研究人员从中

发现了众多与环境和工业应用密切相关的代谢途

径、遗传功能和生物酶[9]．我国在基因组学方面已

取得的科研成果及实施过程中的基础建设为在这一

重要科学领域的更深入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2 非编码 RNA与 RNA组学
在 SCLS 2009 年第 3 期发表了以“RNomics:

the new frontier in the post-genomic era”为主题的专
题．在此专题的开篇中，屈良鹄教授评介了作为后

基因组时代研究新前沿的 RNA组学，以及目前非
蛋白编码 RNA(ncRNAs)的几个主要研究层面，包
括：a. ncRNAs的系统性鉴定及其特征；b.参与细
胞分化和发育过程的微小 RNA(miRNAs)的结构和
功能；c. RNA 在表观遗传学中的调节作用；d.
RNAs 和人类疾病的关系； e.前体信使 RNA
(pre-mRNA)选择性剪接的调节；f. ncRNA 基因资
源和 RNA 相关技术 [10]．随后，他详细论述了

ncRNAs和哺乳动物基因组印记获得之间的联系，
认为 ncRNAs可能通过调控印记沉默和染色质的表
观遗传修饰,参与哺乳动物获得基因组印记[11]．在

该专题中有三篇论述关注 miRNA．随后，在第 9
期和 12期又有多篇文章聚焦 miRNA．miRNAs对
基因表达的调节，是动植物中新近发现的一种基因

调控模式，在动植物的发育和细胞分化中发挥着重

要的作用．近年来成为生物学领域的一大热点．金

由辛教授介绍了miRNAs在早期胚胎发育、神经发
育、肌肉发育及淋巴细胞发育中的重要功能[12]．近

年来有关 miRNA 与多种癌症的关系已经得到证
实．陈月琴教授综述了miRNAs在白血病研究中的
最新进展，并展现了在白血病的致病机理中，

miRNAs 介导的分化、增殖和凋亡相关调控网
络[13]．宿兵教授综述了 miRNA基因簇的基因组多
样性，其表达和功能的协调性，以及重复和转座介

导的 miRNA基因簇的演化过程[14]．肿瘤细胞某些

关键基因的遗传学和表观遗传学的改变，可导致肿

瘤细胞产生耐药性．在发育、分化、肿瘤发生过程

中具有重要作用的 miRNAs，其变异也调控着肿瘤
细胞的化学敏感性．肖华胜教授在第 9期的述评中
综述了 miRNAs与肿瘤耐药之间的关系[15]．刘默芳

教授在第 12期的述评中讨论了 miRNAs如何调控
其靶基因，以及miRNAs发挥功能的多种模式的相
关研究进展[16]．miRNAs在肿瘤的发生、发展中起
着重要的作用，肿瘤来源的 miRNAs存在于肿瘤病
人的循环核苷酸中，检测循环 miRNA可能成为非
侵入性肿瘤诊断的有效方法．郑晓飞教授评述了在

肿瘤诊断中循环 miRNAs作为生物标记物的应用，
以及该领域的最新研究进展[17]．邵宁生教授描述了

miRNA 靶点预测和鉴定的研究进展，包括鉴定
miRNA 靶点的策略，生物信息学预测和实验分
析[18]．近来生物信息学和实验分析的改进，以及新

分析方法的发展，都将使 miRNA靶点的鉴定更为
有效．RNA干扰(RNAi)的发现，促进了我们对基
因调控的了解，并且作为一种有效的技术手段，在

遗传分析、疾病治疗、植物保护等领域有着巨大的

潜在应用价值．在第 3期的专题中，陈晓亚教授综
述了 RNAi的生物学功能及其在农业中的应用，并
简要介绍了 RNAi的发现过程和分子机理[19]．核酶

发现之前，RNA就因可折叠成高度有序的结构而
被预测可能具有催化功能．20世纪 80年代，四膜
虫玉型内含子与 RNase P 核酶的发现证明了该猜
想．近年来，伴随着包括核糖体在内的多个核酶高

分辨率晶体结构的解析，核酶结构与功能的研究取

得了长足进展．吴启家教授在第 3期的专题中综述
了大、小核酶结构和功能的关系，尤其是其催化活

性的结构基础方面的最新研究成果[20]．转运 RNA
(tRNAs)在蛋白质的合成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越来
越多的研究表明，tRNAs并不是绝对稳定的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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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些生理和逆境下，tRNA能够被剪切成不同长
度的片段，这些剪切产物和基因的调控相关．周慧

教授在专题论文中综述了 tRNA结构和功能的多样
性及其在基因表达调控中的重要功能[21]．同时，惠

静毅教授总结了 pre-mRNA选择性剪接及哺乳动物
pre-mRNA选择性剪接的调控机制研究的进展，并
介绍了选择性剪接领域的最新研究方向[22]．这些述

评论文对深入了解这一活跃研究领域的现状与发展

有着重要意义．

3 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和流感病毒
1997年以来，高致病禽流感病毒 H5N1被发

现可由禽感染人类，引发全球性的担忧和恐慌．截

至 2009年初，已在 15个国家发现了人类感染禽流
感 H5N1 病毒．SCLS 第 5 期发表了以“ The
challenges of avian influenza virus: mechanism,
epidemiology and control”为主题的专题论文 [23]．

该专题汇集了来自香港和大陆的科学家的 H5N1相
关研究领域的最新进展，包括 7篇综述，2篇研究
论文．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舒跃龙教授根据全

国监测体系，总结了中国的人类感染禽流感 H5N1
病毒的情况，包括其流行特征、临床特征以及病毒

学特征 [24]．香港中文大学的陈基湘教授回顾了

1997年后香港地区人类感染禽流感 H5N1病毒的
情况[25]．陈化兰教授介绍了中国历年 H5N1禽流感
爆发情况，中国禽流感 H5N1病毒的进化分析，以
及中国对高致病性禽流感的控制措施[26]．高福教授

和刘文军教授综述了禽流感 H5N1病毒的种间传播
及宿主范围限制机制的研究进展．流感病毒受体唾

液酸的应用研究是近几年的研究焦点．对于多种与

流感病毒蛋白作用的宿主因子对种间传播及宿主范

围的扩展作用，也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探讨[27]．邵鹏

柱教授综述了甲型流感病毒核蛋白(NP)结构和序列
的分析．文中讨论了其结构、功能与蛋白质序列的

关系及 NP的 RNA结合功能等[28]．刘迎芳教授和

饶子和院士评介了流感病毒聚合酶 PA亚基的结构
和功能研究进展，并且讨论了基于已知结构发展抗

病毒药物的前景 [29]．蒋澄宇教授综述了禽流感

H5N1病毒感染的分子致病机理[30]．深入理解其致

病机理，将促进新治疗方法的开发．其课题组通过

使用网格蛋白内吞途径的抑制剂及 siRNAs，发现
H5N1病毒通过网格蛋白介导的内吞进入 A549细
胞，拓宽了对 H5N1病毒致病机理的了解，为抗病
毒药物研究提供了新的信息[31]．马俊才教授建立了

流感病毒序列数据库和生物信息平台，提供对流感

病毒序列分析的公共资源[32]．在第 12期的综述中，
张泓教授评论了关于流感病毒组织和宿主趋向性的

某些相矛盾的报道，讨论了对血凝素和流感病毒免

疫组化结果进行定量分析的重要性，并且指出了此

领域未来的研究方向[33]．这些综述和论文对推动这

一领域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4 表观遗传学
表观遗传学是生命科学领域的另一个研究热

点．SCLS 在 2009年第 4 期发表了由 4 篇述评构
成的专题：“Molecular epigenetics: dawn of a new era
of biomedical research”[34]．本专题的述评论文包括：

哈佛医学院施扬教授全面总结了近期在组蛋白、非

组蛋白的赖氨酸甲基化与去甲基化调控方面的研究

进展[35]；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何琳教授阐

述了miRNAs的产生及其介导的基因沉默的主要分
子调控机制[36]；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朱健康综述了

植物中 RNA介导的 DNA甲基化和去甲基化，介
绍了 siRNAs介导的与 siRNAs本身互补的 DNA序
列中胞嘧啶的甲基化，及其在基因表达调控、基因

印记、和植物发育、应激反应中的功能[37]．这些关

于分子表观遗传学最新进展的述评已经引起了许多

的关注．

5 干细胞：从分子病理到临床应用
近年来，干细胞研究领域迅速发展，是生物医

药界的关注热点．SCLS在 2009年第 7 期发表了
“ Stem cell research: from molecular physiology to
therapeutic applications”专题[38]．蒋澄宇教授在为专

题撰写的评论中，通过对四位中国科学家在干细胞

研究领域的卓越工作及他们为本期所撰写综述的评

介，展望了干细胞研究的前景[38]．周琪教授评介了

人类孤雌生殖胚胎干细胞(hPG ESCs)，讨论了 hPG
ESCs的基因表达及其他一些特点，指出这类干细
胞非常类似于囊胚来源的人类 ESCs，可作为细胞
治疗的潜在资源[39]．赵春华教授总结了移植物抗宿

主病(GVHD)以及间质干细胞(MSCs)在 GVHD中的
应用[40]．MSCs具有免疫调节作用，已被用于急性、
激素难治性 GVHD的临床试验．张愚教授撰写了
关于帕金森氏症(PD)细胞替代治疗的综述[41]．干细

胞生物学的最新进展表明，核移植胚胎干细胞

(ntES)或 iPS来源的细胞，可成功治疗啮齿动物 PD
模型，但是接受了胎脑细胞移植的患者，其尸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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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结果却显示，植入的细胞很易退化———咫尺与天

涯，是张愚教授对 PD 细胞治疗前景的独到见
解[41]．邓宏魁教授总结了人类 ESCs和 iPS分化生
成功能性胰岛细胞的研究进展，并讨论了其未来研

究的挑战[42]．南开大学刘林教授和陈凌懿教授综述

了 iPS的研究现状，包括 iPS的诱导方法，其重编
程的分子机制，以及 iPS在细胞替代疗法中的潜在
应用，并讨论了目前需要解决的问题和 iPS研究的
前景[43]．中国在干细胞的基础研究和临床应用方面

都处在世界前沿，这一组专题论文反映了我国在这

一领域的部分研究成果及一些独特的研究视点，对

相关研究有重要启示和参考价值．

6 生物学前沿的一些重要研究论文
SCLS在 2009年中还发表多篇综述关注热点

蛋白酶的结构和功能．蛋白磷酸酶 2A(PP2A)代表
了从酵母到人类的各物种中，一个保守的丝 /苏氨
酸磷酸酶家族．PP2A的核心酶由一个支架亚基和
一个催化亚基组成，全酶由核心酶和一个可变调控

亚基组成．PP2A核心酶和全酶的活性，均通过与
大量细胞辅助因子作用来调节．施一公教授在第 2
期的述评文章中，以其自身的研究成果为基础总结

了 PP2A的结构及其组装和功能的分子机制的研究
进展[44]．昌增益教授在第 6期综述了对分子伴侣生
物活性的翻译后调控，其调控方式包括异构效应、

共价修饰、蛋白质相互作用和构象改变等[45]．在第

10 期的综述中，陈小江教授介绍了载脂蛋白 B
mRNA编辑酶催化多肽(APOBEC)家族的生物作用
及其免疫防御作用分子机制的研究进展，并着重介

绍了活化诱导胞嘧啶核苷 脱氨 酶 (AID) 与
APOBEC3G[46]．昌增益教授在第 11期的封面文章
中提出了 RbsD寡聚蛋白“组装之后再折叠”的模
型[47]．文中应用含尿素的聚丙烯酰胺凝胶电泳和化

学交联方法，研究了尿素诱导的 RbsD去组装中间
体的结构．这种中间体在失去完整的二级结构之

后，仍能保持寡聚状态．当尿素浓度降低，中间体

就能有效重折叠，当尿素浓度降为零时，中间体重

折叠为天然十聚体．这些结果强烈提示，在亚基折

叠完成之前，可能就会出现寡聚蛋白的组装[47]．

在动物模型方面，钱卓教授在第 6期的综述中
回顾了多种最初用于构建转基因小鼠模型的基因工

程技术的进展———目前这些技术已用于转基因灵长

类模型的构建———并讨论了生产系统性转基因灵长

类动物的可能性和局限性 [48]．我国自主研发的抗

HIV药物目前已经进入了早期临床试验阶段．如何
系统地设计该类药物的临床试验，依然是一项挑

战．李娅杰教授结合国内外文献资料及审评积累，

评介了在该类药物的早期临床试验中需要考虑的诸

多问题[49]．

在农林业领域，独角金内酯是新近发现的一类

植物激素，能抑制植物的分枝并介导植物与枞枝真

菌及寄生植物间的相互作用．朱立煌教授在第 8期
的综述中介绍了独角金内酯的结构、生物合成及其

功能和应用[50]．在第 10期中，张润志教授综述了
世界重要入侵害虫对中国的威胁及其管理策略[51]．

全球入侵物种数据库(GISD)中共有 27种最重要的
入侵昆虫(至 2005年 11月)，文中讨论了这些物种
的分布、危害及传播途径．同时针对中国面临的严

峻入侵形势,分别从立法、检疫、预警、综合防治
等方面讨论了中国对外来入侵昆虫的应对策略[51]．

7 重要科学人物
国际分子生物学的奠基人康奈尔大学的终身教

授吴瑞先生 2008年 2月因病去世 [52]．在他逝世周

年之际，SCLS在 2009 年第 2期刊发了一组由吴
瑞先生亲属、朋友及学生共同撰写的纪念性文章作

为对这位著名生物学家的周年祭．吴瑞先生的父亲

是中国生物化学的先驱、北京协和医学院生化系的

首任系主任吴宪先生．蒋澄宇教授介绍了吴瑞先生

与北京协和医学院生物化学系的渊源[53]．吴瑞先生

的家人回顾了吴家的历史和吴瑞先生的生平[54]，讲

述了他作为智者和长者的仁义亲情[55-56]．诺贝尔奖

获得者哈佛医学院的 Szostak教授应邀撰写了缅怀
导师吴瑞先生的纪念文章，对他表达了深切的回

忆[57]．两弹一星元勋郭永怀夫人李佩教授回忆了康

奈尔岁月和与吴瑞先生在 CUSBEA 共事的点
滴[58]．与吴瑞先生有世家交谊的沈珝琲教授深情记

叙了先生的中国情结 [59]． 顾孝成教授回顾了

CUSBEA岁月[60]．杨宁荪教授记叙了吴瑞先生对台

湾农业生物技术研究所的贡献[61]．施一公教授讲述

了与先生的交往和先生对华人科学家的爱护和组织

培养[62]．最后，康奈尔大学的 Tye教授的回忆填补
了 CUSPEA、CUSBEA历史过程中的一些空白[63]．

吴瑞先生通过 CUSPEA、CUSBEA等多种方式和
途径，对推动特殊时期的中国生物学、物理学的发

展尽心尽力，做出了他自己特殊的贡献，值得人们

记忆与感佩．

2009年是Science China: Life Sciences改革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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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进步的一年，无论在形式和内容方面都显示了

崭新的面貌．以《中国科学》60年厚重历史为基础，
在即时反映国内外生命科学研究成果，有效推动国

内外科学工作者学术交流和科学进步的道路上，以

2009年作为新的起点，SCLS正以更坚实的步伐在
不断改革中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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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cused on Frontier Sciences and Dedicated to Academic Exchanges
———Science China: Life Sciences in 2009 at a New Begi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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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xty years has passed since the inaugural Science in China was published in 1950, and at the same
time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was founded. Science in China, which is used to be the most important
journal reporting Chines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chievements, is committed to publishing high-quality, original
research results in both basic and applied researches. The advisory board of Science in China has been restructured
and the editorial board has been renewed in 2008. Science in China sponsored by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and Progress in Natural Science sponsored by the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were
merged in 2009 and the journal is renamed Science China.

The year 2009 marked a new beginning for Science China: Life Sciences. It has a dramatic improvement in
many aspects: a newly formed international editorial board, individualized color cover for each issue, articles
contributed by international authors, and so on. Throughout the year 2009, six issues of the journal published
articles focusing on a special topic, covering: the genomics; microRNA ; epigenetics; avian influenza virus; stem
cells . In adition, total of about 200 academic articles have been published. This review will make a retrospect of
Science China : Life Sciences in 2009.
Key words Science China: Life Sciences, reform , overview 2009, special topics , genomics , microRNA ,
epigenetics, avian influenza virus, stem ce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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