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科学家率先揭开“生命信息载体”
第二级密码

人类距破解遗传之谜又近一步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陈 雨

30纳米染色质是“生命信
息”的载体，其结构被评价为

最基本的分子生物学问题之一。

30多年来，各国研究人员始终
致力于这一结构的解析。中国

科学院科学传播局周德进局长

以一个形象的比喻阐述了 30纳
米染色质这一概念及其作用。

音响一：周德进（中国科

学院科学传播局 局长）
“我们人和动物、植物的不

同，是因为 DNA不同。如果我
有双胞胎的话，虽然都是同卵

双胞胎，（长相）又不一样，那

不是 DNA不同了，是什么呢？
是染色质。它有四级遗传结构，

他们今天是研究的二级遗传物

质 30纳米染色质。打个比方，
人比作是楼，有砖头、有墙、

有屋子、有预制房，然后有楼。他们把预制房的结构搞清楚了。”

正如这位专家所说，人类的遗传信息从 DNA到染色体，中间跨越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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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遗传结构，30纳米染色质是其第二级遗传结构。　　
此次《科学》杂志刊登的研究论文，介绍了中国科学家成功建立一套

染色质体外重组和结构分析平台，利用一种冷冻电镜单颗粒三维重构技术

解析了 30纳米染色质的高清晰三维结构，这在全球尚属首次。
对于本次成果的研究目的和未来应用，课题报告人、中国科学院生物

物理研究所李国红研究员介绍说，它的作用之一是对帮助人们理解诸如肿

瘤、糖尿病、精神病等复杂疾病的发生发展起到关键性作用。

音响二：李国红（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研究员）
“这个成果是解析染色质高级结构。对回答遗传信息也好，或者表观遗

传信息也好，它的传承也好，它（染色质高级结构）对细胞发育、分化及

疾病的产生都具有很重要的理论上的指导意义。而且对未来药物开发可能

也有一个指导意义。我们正在做一些药物，针对染色质结构（调控）的药物，

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个药物能够真正很清楚地看到（并实现）在染色质结

构这个水平上的开发。”

据悉，此次高清晰三维结构揭示了 30纳米染色质以 4个核小体为结构
单元；各单元之间通过相互扭曲折叠形成一个左手双螺旋高级结构。同时，

这一研究也首次明确了组蛋白 H1在 30纳米染色质纤维形成过程中的重要
作用。

提到双螺旋结构，人们势必会联想到 61年前的今天，英国两位科学家
沃森和克里克宣告发现 DNA双螺旋结构，揭开了遗传信息如何传递的“生
命之谜”，开启了现代分子生物学时代。对于本次成果由中国科学家率先完

成，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所长徐涛评价说，这标志着中国在这一领

域已经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音响三：徐涛（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所长）
“对我们国家领域的贡献还是蛮大的。它会推动新的研究方向，带动我

们国家在这个方向的发展。跟国际上水平来比，第一次看到在国际上已经

是领先了，我们处于领先的地位。如果我们在这个基础上再组织力量，再

去攻关，我们可能会作出更多的贡献，使得我们有望在国际上能够作出不

可替代的贡献。国际上都认可中国团队处于引领的地位。”

值得注意的是，本次研究成果采取了冷冻电镜单颗粒三维重构技术，

是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朱平研究组、李国红研究组、许瑞明研究组

长期合作获得的成果，研究论文共同作者 9人，还有 10余名研究人员为成
果的最终获得作出了不同程度的贡献。课题报告人、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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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所朱平研究员感慨地说，正是因为团队间的紧密合作，才使中国能够

率先完成这一研究。

音响四：朱平（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研究员）
“为什么我们生物物理所能先做出来？最重要的是我们有一个合适的团

队。国际上很多应该说是单打独斗，自己实验室从头做到尾，但这就需要

你有各方面的特长。比如说我是做冷冻电镜的，让我去装一个 30纳米的纤
维，我装不出来。李国红老师他长期作 30纳米功能这方面研究，但下面你
让他再学冷冻电镜，他从头开始做他也做不出来。我们团队特别好的就是

相互合作，毫无保留地交流我们的信息，他们有什么问题我们就马上沟通，

组织了不同的技术力量。”

据了解，本次成果历时中国科学家 4年多时间研究，是在投入数千万
人民币建成的国际一流的冷冻电镜研究平台，以及科技部 973计划、“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重大研究计划”和“中国科学院先导科技专项”（B类）等
的资助下完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