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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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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大分子结构与功能研究部史庆华教授和哈佛

大学合作，利用实时摄影技术，跟踪观察人体细胞的

分裂过程和分裂结果，并利用分子生物学技术检测细

胞的染色体组成，发现在细胞分裂过程中，如果染色

体分配出现异常，就会导致细胞分裂不能完成，从而

形成双核细胞。一般来说，这些双核细胞会停止分

裂，但如果他们再进行分裂，就可能产生染色体数目

异常的细胞（又叫非整倍体） ，从而有可能最终导致

肿瘤的发生。这一研究成果，为追溯癌细胞的起源提

供了重要线索。《自然》杂志发表该文时配发了评论

文章。《自然》杂志审稿人认为：“这项研究对染色体
数目异常的细胞是如何形成的具有显而易见的作用”、
“这个现象是全新的，并且对癌症研究有着重要作用。”

2月8日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
国在安徽省委书记郭金龙、省长王金山等省市领导的陪同下，来中

国科学技术大学合肥微尺度物质科学国家实验室（筹）视察。

中国科技大学常务副校长、合肥微尺度物质科学国家实验室

（筹）常务副主任侯建国院士向吴邦国一行简要汇报了中国科大的

概况以及国家实验室的筹建进程、队伍建设、最新研究成果和建设

目标。吴邦国委员长充分肯定了中国科大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

实验室建设等方面取得的成绩，并欣然签名留念。随后，吴邦国一

行饶有兴趣地参观了中科大－新科隆联合实验室、分子反应动力学

实验室、量子物理与量子信息实验室，认真听取了相关科研人员的

介绍，并不时地就有关问题进行询问，与科研人员亲切交流，勉励

科研人员再接再厉，刻苦攻关，勇于攀登科学高峰，为增强自主创

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做出更大贡献。

陪同吴邦国委员长视察的校领导有，朱清时、侯建国、李定、王

东进，秘书长汪克强等。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视察
合肥微尺度物质科学国家实验室

“单分子结构与电子态的理论和实验研究”
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

单分子科学是国家实验室最早形成的交叉学科领

域，在原子分子科学、低维物理与化学和理论与计算

科学研究部长期密切合作的基础上，以侯建国、杨金

龙、王海千、王兵、朱清时为主要完成人的“单分子结
构与电子态的理论和实验研究”成果获2005年度国家自
然科学二等奖。

对衬底表面或凝聚相环境中的单个分子和原子团

簇的几何与电子结构进行直接观察和理论表征是纳米

科技的重要基础。扫描隧道显微术（STM）是研究单
分子结构的有力工具，但其图象只反映分子电子态的

空间分布，不直接反映其几何结构。同时，实验还受

到衬底和针尖等因素的影响。因此确定单分子的构型、

取向、内部原子结构和电子态等是极具挑战性的课题。

该项目围绕单分子结构与电子态的基本问题，通过精

确控制各种实验条件获得了大量关于单分子结构与电

子态的实验数据，总结出获得高分辨STM图像和高分
辨STS谱的规律，并结合理论计算与计算机模拟，发展
出一套实验测量与理论模拟相结合的, 可以对

♦成功揭示出可能致癌的染色体数目
异常《Nature》2005

单分子结构进行高分辨表征的研究方法。该方法在

单分子结构的研究方面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和突破。

如，用直接成像法获得具有化学键分辨率的C60单分
子STM图象；成功地确定了单个C60分子在Si表面不
同吸附位置的取向；通过“能量层析”的方法成功地确
定了Dy@C82分子中被包裹金属的位置，实现了同时
对单分子的电子态进行位置和能量空间的表征；首

次证实了非晶态对纳米点的量子限域效应的抑制以

及纳米尺度“结”的量子电容特性、成功地用C60分子
构筑了Esaki二极管分子器件等。这些工作发表在美
国《物理评论快报》、英国《自然》等杂志上，得

到了国内外同行的广泛关注与重视。例如1999年美
国物理学会（IOP）为单分子吸附取向的研究成果发
布了专题图片新闻，单分子结构直接观测的研究成

果2001年被两院院士评为中国十大科技进展，同时
上述成果还分别于1999和2001年两次被科技部评为
中国基础科学研究十大新闻。其中的部分成果获

2001年中国分析测试协会特等奖和2003年安徽省科
学技术一等奖。

♦天然免疫研究取得重要进展《PNAS》
2005

生物大分子结构与功能研究部周逸峰教授与中科大

校友、美国南加州大学吕忠林教授合作开发出一种治

疗成人弱视的可能方法。该成果发表于2005年度的
《Vision Research》杂志上。2006年1月3日发行的美国
《纽约时报》以《成人弱视，希望犹存》为题对该项

成果进行了新闻报道。文章说，由于传统遮盖治疗方

法在大龄儿童及成人弱视患者效果非常不理想，长久

以来，在弱视临床研究领域，人们对8岁以后的弱视
（在8岁前治疗失败或未得到有效治疗者）几乎不采取
任何治疗措施。弱视如得不到有效治疗，则可引起永

久性视觉损失。《纽约时报》的文章指出，弱视的机

制至今尚不清楚。一般认为其与发育早期的异常视觉

经验相关，如斜视或屈光参差等。治疗多采用遮盖相

对健眼来提高弱视眼视觉功能。很久以来人们一直认

为，视觉系统相关区域在发育关键期以后不再具有“可
塑性”或“可塑性”显著降低，因此，在临床上，对8岁以
后的弱视几乎不采取任何治疗措施。但研究者们认为

事实可能并非如此“弱视治疗的年龄界限可能并非像我
们以前所认为的那样确定”。

♦ 有关成人弱视的研究获重要进展
《Vision Research》2005

天然免疫是机体抗细菌、抗病毒和抗肿瘤等的第

一道防线，天然免疫功能的损伤或丧失会导致多种严

重疾病的发生。生物大分子结构与功能研究部田志刚

教授领导的课题组发现，用人工合成的双链RNA
（poly I:C）预处理，可以显著降低由细菌脂多糖注射
引起的肝衰竭, 动物试验证明，可大大降低小鼠的死亡
率。进一步研究表明，poly I:C可作用于枯否氏细胞中

的 Toll 样 受 体 3
（TLR3），降低同一细
胞上Toll样受体4（TLR4）
的表达，进而使细菌脂多

糖失去作用的靶点，因为

枯否氏细胞上的 TLR4 是
细菌脂多糖的结合位点。

该研究成果于2005年11
月22日发表在国际著名
学术刊物《PNAS》上。
该杂志的审稿人指出，研

究工作 “第一次描绘了
TLR3和TLR4之间的交叉
对话，会吸引肝脏学家和

免疫学家的共同兴趣。”
该研究在国际上首次揭示

TLRs受体之间的调节关
系，对天然免疫系统的深

入探讨有一定指导意义，

同时也对爆发性肝炎的发

生机制有了进一步的了

解，为爆发性肝炎的防治

提供新的思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