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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名科学家分享诺贝尔化学奖
为!生命密码"修复研究作出决定性贡献

! ! ! !新华社上午电 一名瑞典科
学家、一名美国科学家和一名拥
有美国和土耳其双重国籍的科学
家因在 !"#（脱氧核糖核酸）修复
方面的研究而分享 $%&' 年度诺
贝尔化学奖。

诺贝尔化学奖评审委员会 (

日认定，)名获奖者的研究在分子
水平上描绘了细胞如何修复 !"#

并维护遗传信息，为创新癌症治
疗手段提供了广阔前景。

)名获奖者分别是 ((岁的英
国弗朗西斯·克里克研究所名誉
教授、瑞典人托马斯·林达尔、*+
岁的美国杜克大学医学院教授保
罗·莫德里克以及 *+岁的美国北
卡罗来纳大学医学院教授阿齐
兹·桑贾尔。其中，桑贾尔出生在

土耳其萨武尔，同时拥有美国和
土耳其国籍。

诺贝尔化学奖评审委员会
说，)名获奖者的研究在人类了解
活细胞功能、从分子层面解释遗
传性疾病成因以及癌症发生发展
和人体衰老的机制方面作出了
“决定性贡献”。

!"#是一种分子，可组成遗
传指令、引导生物发育和生命机能
运作，带有遗传信息的 !"#片段
被称为基因。!"#每天会因受到紫
外线、自由基和致癌物质的侵袭而
受损。

由于认定 !"# 的衰变速度
与人类生命的衰亡进程并不一
致，林达尔发现了能够不断抵消
!"#崩溃的碱基切除修复这一分

子机理。桑贾尔则绘制出了核苷
酸切除修复机制，展现出细胞如
何修复紫外线对 !"# 造成的损
伤。莫德里克更是在研究中发现
了在细胞分裂过程中 !"# 复制
时的细胞“纠错”机理。

林达尔说，自己能获奖相当
惊喜。他表示，!"#大量受损会诱
发癌症和其他严重疾病，“因此我
们希望尽可能地对抗这种损伤，
而第一步要做的，就是摸透这些
损伤形成的机理。”

另一名获奖者桑贾尔同样激
动不已，甚至有些语无伦次。桑贾
尔说，通知电话打来时自己正在
睡觉。“电话是我妻子接的，她叫
醒了我。我根本没想到会获奖，太
吃惊了。”

诺贝尔化学奖预示“纯化学”没落？
生物学研究翘楚赢得殊荣 多学科交叉融合前景远大

! ! ! !“说是化学奖，其实又颁给了生
物学研究的翘楚。”昨天，$%&'年诺
贝尔化学奖在瑞典皇家科学学院揭
晓，)位科学家托马斯·林达尔、保
罗·莫德里克以及阿齐兹·桑贾尔获
奖，表彰他们在 !"#修复方面的卓
越贡献。

!上帝"就是我们自己
托马斯·林达尔出生在瑞典，保

罗·莫德里克是美国人，阿齐兹·桑
贾尔出生在土耳其。他们三人均分
了此次的诺贝尔奖奖金，且从事的
都是“!"#修复的细胞机制研究”。
颁奖词中写到，三人在分子领域绘
制出了细胞如何完成 !"#修复及
保护遗传信息，他们的工作为活细
胞功能的认知提供了基础知识，研
究成果在未来甚至可以为癌症治疗
发展提供很大帮助。

科学界有戏言，!"#修复技术
宛如是人类自己在扮演“上帝”的角
色。从地球上有生命开始，遗传信息
便是生命传宗接代、进化的重要基
础。数亿年来，遗传信息不断与地球
环境之间发生相互作用，受到各种
外界干扰，但仍然能够保持完整，这
才有了今天修复 !"#、保障遗传信
息传递的研究。
在 $%世纪 (%年代之前，科学

界一直认为 !"#是极其稳定的分
子，但托马斯·林达尔发现 !"#是
会随着时间发生改变的，而如果这
种改变不被修复，地球上所有的生
物都不会存在了。通过实验，托马
斯·林达尔证实了 !"#确实存在比
较缓慢的衰减现象，每一天都有潜
在的破坏性伤害出现，因此，他提出
了 !"#必须有分子修复能力，将这
些缺陷自我修复。&+(,年，他有了
新的发现，细胞可进行碱基切除修
复术。&++*年，他设法在体外进行
此类修复。

有助研发抗癌新药
阿齐兹·桑贾尔也对这个研究

非常有兴趣。他发现了一个特别的

现象，细菌在致命剂量的紫外辐射
下，可以自我修复。他在 &+-)年发
表了关于紫外线损伤的修复机制，
人类的 !"#比细菌遗传物质更加
复杂，但是，核苷酸切除修复功能适
用于所有的生物。而保罗·莫德里克

的贡献在于说明 !"#的错配修复
过程，$%世纪 -%年代末，他发现了
分子修复机制在体外已经能够重
建，但是，一个错误在出现后，细胞
会有多种修复机制，除了目前知道
的碱基切除修复，核苷酸切除修复

和错配修复，应该还有其他一些
!"#修复机制。
华东理工大学生物化学与分子

生物学专业博导叶邦策教授说，三
位科学家的成果不仅对基础研究有
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其应用前景也

是划时代的。“每天我们的 !"#都
会受到一些损坏，比如紫外线照射
等，每个细胞分裂时都会出现错配
问题，但我们的基因组会修正它们。
如果细胞修复机制出现错误，那么
癌症就有可能发生。因此，三位科学
家试图利用这个特点研发新的抗癌
药物，这也是他们的重大贡献。”

指明新的前进方向
有意思的是，诺贝尔化学奖揭

晓后，引来了坊间科学迷们的不同
声音。“这到底该授予化学奖还是生
物学奖？傻傻分不清！”“感觉传统化
学越来越没落了。这几年的诺贝尔
化学奖要不和物理搭边，要不就和
生物有关系。”“大生物再次攻陷化
学！”……所有的调侃，其实恰是针
对了今年三位科学家试图攻克
“!"# 修复机制的研究与突破”这
一世界难题，因为，在常人眼里，这
应该是彻头彻尾的生物学问题。
近年的诺贝尔化学奖，似乎真

的都与生物学、物理学有着剪不断
理还乱的关系。去年表彰的是超分
辨率荧光显微镜，前年的成果是多
尺度复杂化学系统模型，$%%-年美
籍华裔化学家钱永健的得奖成果是
“发现并发展了绿色荧光蛋白”。

叶邦策教授解释说，化学奖评
选的似乎不是纯粹的化学研究成
果，看似有点“走样”，其实恰恰说明
了当下国际化学研究的方向。“这几
年有不少生物学研究成果获得了化
学奖，说明在生命科学研究领域里，
已经涌入了越来越多的化学家，他们
用化学的方法来解决生物学问题，这
对人类自然科学的发展，特别是多
学科交叉融合都是意义巨大的。”
叶教授说，相比较而言，我国的

“纯化学”发展势头十分迅猛，分析
化学、材料化学等，都已接近世界
先进水平，但诸如利用化学方法原
创性地解决生物学问题等，我们还
存在不少的欠缺，因此，诺贝尔化学
奖或将为中国化学家指明一条新的
前进之路。 首席记者 王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