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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我们有些人就像是
乌龟，走得慢，一路挣扎，
到了而立之年还找不到
出路。但乌龟知道，必须
走下去！”

今年的诺贝尔化学奖
得主约翰·!·古迪纳夫，
以 "# 岁高龄刷新了诺奖
得主的纪录。他的这句名
言，是许多诺贝尔奖科学
家共同的为学品质。板凳
须坐十年冷，文章不著一
字空。要摘取最高处的果
实，必须沉下心来，从最深
处培土。

过去 $%年，日本 &"

人获得自然学科诺奖，堪
称诺奖大户。日本对基础
研究特别重视，申请课题
实行的是注册制，研究者
很少受考核、评价等干扰，
也不会担心因为在一段时
间内没有产出成果而受冷
落。这就使得科研人员特
别是青年学者，能一头扎
进学术堆里，不必在意研
究成果能否在短时间内产
出经济效益。

这样的经验，值得借
鉴。如果热衷研究“短、平、
快”的项目，什么来钱快就
研究什么，哪个应景就上
马哪个，就与诺贝尔科学
奖注重基础性研究、注重
对人类科学技术有重大突
破的宗旨相悖离。在诺奖
历史上，那些看似天外飞
仙般的灵感，其实往往来
自“我爱科学”的初心，来
自源头的创新。

科研的道路上，“走得
慢”有时并非坏事。上海师
范大学教授方广锠，埋首
$%余年研究敦煌学，终以
“敦煌遗书”前 &%册的整
理出版而震惊世人，让“敦
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外国”
这句刺痛几代中华学人之
心的话渐成历史。冷板凳
一坐就是 $%多年，方教授
至今连手机都不用。他说，
这是为了避免一切外部干
扰，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
中去。
“一切高端产品和尖

端产业，都需要基础研究
持续不断地支持。电池的
源头创新用了近百年，许
多科学家用一生在攀登一
座学术高峰，而不是寄希
望于一蹴而就。”华东师范
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
教授姜雪峰表示，回望我
国科技的种种突破，也是
一代代、一批批科研人员
不懈奋斗的结果，这些都
鞭策我们必须进一步摒弃
功利，始终保持戒骄戒躁、
追求卓越的劲头。

诺奖之路，未必遥远，
却肯定寂寞。

本报记者
郜阳 王蔚 曹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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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有位97岁的诺贝尔化学奖得
主，名叫‘足够好’！”“‘隔壁邻居’日本，今
年又有科学家获奖了。”尽管“缺氧诱导因
子”“物理宇宙学”等专业名词并不为大众
所熟知，但是自北京时间7日傍晚起揭晓

的本年度诺贝尔奖，还是频频占据“热搜
榜”前列。

诺贝尔自然科学类奖项今年再次与
中国无缘，难免有些令人遗憾。不过，诺奖
背后，仍有一些“中国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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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奖背后的“中国故事”

! ! ! !两年前，当发展研究冷冻电镜技术的
三位杰出贡献者获得诺奖时，大家发现，接
过接力棒的是一张张中国面孔，他们所解
析的多种原子水平超高分辨率的生物大分
子复合体结构，震惊世界。有人评价说，如
果今后以冷冻电镜技术的分辨率作为标
准，那么诺贝尔化学奖将属于华人。

在今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公布
后，传来一则振奋人心的消息———全球首
个低氧诱导因子治疗肾性贫血药物“罗沙
司他”作为国家 &'&类新药已在中国上市。
罗沙司他是由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
瑞金医院陈楠教授团队牵头，开展了 (年
的大规模全国临床研究。就在近期，相关
临床成果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发表。
陈楠对三名诺奖得主表达了热烈祝贺及

衷心感谢，她表示，没有他们的基础性研
究发现，也就没有临床研究者沿着这条道
路发现临床应用的可能，“这是奠基性的
工作，很伟大”。

&%月 "日诺贝尔化学奖公布后，上海
交通大学化学化工学院马紫峰教授告诉
记者，通向绿色能源是世界各国科学家
们共同的征程，其中的“接力队伍”已出
现领跑的中国研究者。“磷酸铁锂电池是
绿色二次电池，能量密度较高、安全性
好、循环寿命长，将在未来动力与储能电
池领域被广泛应用。从电动运输工具到
智能电网储能系统等，中国在磷酸铁锂
电池应用领域的研发与生产，都已经走
在了世界前沿。”

本报记者 郜阳 王蔚 曹刚

! ! ! !获得 $%&" 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
奖的三位科学家，曾在 $%&) 年斩获生物
医学领域的重要奖项———拉斯克基础医
学研究奖。格雷格·塞门扎获奖后写了一
篇《拉斯克故事》，配图是塞门扎和几位
学者的合影，一位黄皮肤的青年人站在
正中位置。
他就是这个故事的主角王广良，现在

美国大冢制药公司任职。
在诺贝尔奖网站列出的三位诺奖得主

的 *篇代表作中，塞门扎代表作的第一作
者，正是华人科学家王广良。&""$ 年至
&""*年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塞门扎实验
室从事博士后研究期间，他在 &""*年克隆
缺氧诱导因子（+,-.&）的工作，为本年度
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获奖成果奠定了
重要基础。塞门扎在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
有教学任务，还是一位从业医生，要诊治病
人，王广良因此承担了大量科研任务。“我
是塞门扎先生的第一个博士后，当时整个
实验室就只有我们两个人。在寻找 +,-.&

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是我一个人在做具体
的科研工作。”

在导师的指导下，王广良反复实验，
终于在第 /*次的凝胶电泳分析中发现了
缺氧诱导因子。随后，他从几百升培养人
细胞中分离出几微克的 +,-.&蛋白质，对
蛋白质片段微测序，进而根据氨基酸序列
设计了 012探针，通过筛选基因库获得

并克隆了 +,-.&基因。这一里程碑式的发
现，开辟了全新的基础科学研究领域，并
为药物开发和临床应用提供了全新途径。
在纯化 +,-.&转录因子的时候，因为不能
让蛋白失活，全程必须保持低温环境。王
广良需要长时间待在冷库里，每次都要穿
上厚棉衣，实在冷得不行了，才出去短暂
暖和一下。
此次与诺奖失之交臂，王广良并没有

太多遗憾，反倒觉得这是一个契机，更有利
于今后的研究。“缺氧信号通路有很多潜在
应用。”王广良说，“例如 +,-.&抑制剂可
以治疗乳腺癌、前列腺腺癌等实体肿瘤，也
能治疗老年黄斑退化等眼底病；+,-.&稳
定剂可被用于治疗中风、心肌梗塞、间歇性
跛行等心血管疾病。”
一起接受采访的还有浙江大学医学部

（肿瘤）生物化学教授骆严。他认为，伟大的
发现，往往是从“无用”的研究开始，潜在价
值需要在后续研究中进一步确定。“我们应
该鼓励做‘小科学’而不是‘大项目’。塞门
扎的成就，就是从包括王广良在内的一两
名博士后开始的。”骆严最后说，期待有一
天，能为中国的诺奖得主做点评。

! ! ! !“两位世界顶尖科学家此前应邀，将于
&%月底来上海参加第二届世界顶尖科学
家论坛。加冕诺奖后，他们还有时间成行
吗？”这是不少人的疑惑。论坛发起方世界
顶尖科学家协会给了大家一粒定心丸：
$%&"年度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
威廉·凯林和格雷格·塞门扎，在获奖后均
明确表示，将如约来沪！
比这两位更早步入诺奖殿堂的挪威夫

妇梅·布莱特·莫索尔和爱德华·莫索尔，因
发现大脑定位系统细胞的研究被授予
$%&/年度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在接受
新民晚报记者采访时，他们“隔空”寄语两
位新晋得主：突然之间，诺奖获得者成为了
世界科学大使———我们有机会、也有责任，

为科学而奋斗，激励下一代人。“但必须提
醒的是，他们应该继续从事自己获得成功
的日常科学工作。”再过半个多月，新老诺
奖得主将在滴水湖畔见面，相信他们的同
台对话，会擦出闪亮火花。
和去年相比，金秋十月即将走上临港

“星光大道”的科学家阵容，将更加璀璨耀
眼———约 #%位世界顶尖科学家与会，包括
/% 多位诺贝尔奖得主和 $% 多位沃尔夫
奖、拉斯克奖、图灵奖、麦克阿瑟奖和菲尔
兹奖等获得者。
这些全球“最强大脑”将为上海带来一

连串惊喜———在今年新设的“莫比乌斯论
坛”上，所有顶尖科学家将每人独立发言 3

分钟，畅想和预判未来 $%年科学、宇宙和

人类的样态；在“国际大科学计划”战略对
话中，十余位国内外战略科学家将展开
$%%分钟不间断讨论，重点聚焦国际科技
界普遍关注、对人类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
影响深远的研究领域；还有全球 &%%余名
优秀青年科学家齐聚“青年科学家论坛”，
在顶尖大咖面前展开“路演”推介自我，以
及 (大主题峰会，研讨或将改变人类命运
的众多话题……
这么多科学界明星聚集在上海，体现了

这座城市对原始创新的尊重、对前沿科学的
追逐，更包含了对青年才俊的无限期望。“基
础科学和发现，是所有进步的源泉。不要老
想着直接解决难题；相反地，我们更应该追
求对自然的好奇心，解决方案将随之而来。”
$%%)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世界顶尖科学
家协会主席罗杰·科恩伯格在去年开幕式上
如是说。言犹在耳，期待这些科学大家能为
年轻人带来更多启发和思考，或让晚辈们为
科研“甘坐冷板凳”的志向更坚定些。

中国情缘
新老诺奖得主来沪对话

中国身影
科研工作奠定获奖基础

中国跑者
一直在路上已有领先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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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研的道路上，“走得慢”有时
并非坏事
# 许多科学家用一生在攀登一
座学术高峰，而不是寄希望于一
蹴而就

● 在诺奖历史上，那些看似天外
飞仙般的灵感，其实往往来自“我
爱科学”的初心，来自源头的创新

! 王广良"左#与塞门扎合影 本版图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