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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浪科技讯 北京时间10月10日消息，据诺贝尔奖委员会官方网站报道，2012年度诺贝尔

化学奖已经于北京时间10月10日17:45公布，由于在“G蛋白偶联受体”方面所作出的突破性

贡献，今年的化学奖项授予美国科学家罗伯特·洛夫科维茨(Robert J. Lefkowitz)以及布莱

恩·克比尔卡(Brian K. Kobilka)。 

  细胞表面的“聪明”受体 

  你的身体是由数以十亿计的细胞之间的相互反应形成了复杂统一体。每一个细胞都拥有

一个微小的受体用于感知周遭的环境，以便可以让细胞得以适应新的情形。美国科学家罗伯

特•洛夫科维茨和布莱恩·克比尔卡正是由于他们在“G蛋白偶联受体”方面所作出的突破性

贡献而被授予2012年度诺贝尔化学奖。 

  长期以来，有关细胞如何感知周遭环境一直是一个未解之谜。科学家们知道一些荷尔

蒙，如肾上腺素拥有重大的影响：它可以提升血压，加快心率。因此他们怀疑在细胞的表面

拥有某种对于这些荷尔蒙物质的受体。然而至于这些受体具体是由什么构成的，以及它们究

竟如何工作仍然在整个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困扰着科学家们。 

  1968年，罗伯特•洛夫科维茨开始使用放射方法追踪细胞的受体。他用碘同位素示踪不同

的荷尔蒙，借助放射性研究技术的进步，他成功地锁定了几种不同的受体，其中就有肾上腺

素的受体：β肾上腺素受体。他所领导的研究小组成功地将这一受体从细胞壁结构中提取出

来，并初步了解了它的工作机理。 

  在上世纪80年代，洛夫科维茨率领的小组再次取得一项重大突破。新近加入这一团队的

科学家布莱恩·克比尔卡接受了这样一项艰巨的挑战，那就是从宏大的人类基因组中分离出

表达β-肾上腺素受体的基因段落。克比尔卡创造出一种方法达成了这一目标。当研究人员对

基因组进行分析时，他们注意到这种受体本质上和眼睛中用于感知光线的结构非常相似。他

们于是意识到存在一整个系列的相似受体，它们都以相同的方式进行工作。 

  今天，这一整个系列的受体被统一称作“G蛋白偶联受体”。大约有1000组基因用于这些

受体的表达，比如针对光线，针对气味，味道，肾上腺素，组胺，多巴胺以及血清素等等。

今天大约有一半的药物都是通过G蛋白偶联受体发挥其药效的。 

2012诺贝尔化学奖授予两位美国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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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诺贝尔化学奖得主罗伯特·洛夫科维茨(左)以及布莱恩·克比尔卡(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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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夫科维茨和克比尔卡的工作对于我们理解G蛋白偶联受体如何发挥其作用至关重要。另

外，在2011年，克比尔卡还达成了另外一项重要突破：他和他的小组拍摄到了β肾上腺素受体

在被荷尔蒙激活并向细胞发送信号一瞬间的图像。这一图像标志着分子生物学历史上的一项

杰作，是数十年来研究工作的结晶。(晨风) 

  获奖科学家简介： 

  罗伯特·洛夫科维茨于1943年出生于美国纽约，于1966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得硕士

学位。目前担任美国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研究员，并在美国杜克大学医学中心担任詹姆

斯·杜克医学教授，生物化学教授。 

  布莱恩·克比尔卡于1955年出生于美国明尼苏达州小瀑布城，于1981年在美国耶鲁大学

医学院获得硕士学位。目前担任美国斯坦福大学医学院医学教授以及分子和细胞生物学教

授。 

  背景介绍 

  G蛋白偶联受体(GPCRs)构成一个巨大的分子系统，允许各种信号实现透过细胞膜，在细

胞之间，或是在人体内的长距离传递。 

  每个人体细胞都被一层细胞膜包裹，即所谓的“磷脂双层”。这种结构性质确保细胞得

以保持其内部的特定生物化学环境，并阻止来自外界环境的其它不需要的物质的侵入。而为

了确保这种机制能正常发挥作用，细胞内部的生物化学体系应当能够通过某种机制了解其周

遭外部环境的信息。 

  细胞外部环境中荷尔蒙水平的变化会引起细胞内部酶活动性的变化。气味分子会引起嗅

上皮中细胞的活动，而食物中的物质则会引发味蕾中细胞化学活动的改变，而这些改变本身

也会发送信号传达至人体的大脑。 

  事实上，人体内的细胞每时每刻都在不断进行相互之间以及与外部环境之间的信息交

换，这就需要一种分子体系和机制来实现跨越细胞膜两侧的信息传递。除此之外，在人体内

部，信号的传递也可以在长距离上实现。为了达成快速反应，人的大脑也需要来自感觉器官

的快速信号上传，包括视觉，味觉，嗅觉等等。 

  这种分子体系便是由G蛋白偶联受体(GPCRs)构成的。它们是位于细胞膜上的蛋白质。它

们会通过位于细胞膜内侧的GTP结合蛋白实现信号的传递。由于其拥有7个跨膜的多肽链，G蛋

白偶联受体有时候也会被称作“7跨膜螺旋”(7TM)受体。它们可以负责多种生理信号的传

递。这些信号可以是肽，荷尔蒙，脂类，神经传递素等物质浓度的变化，或者照射到眼睛的

光线强度变化等等。G蛋白偶联受体会将这些信号传导至细胞内部，并以此激发一系列相应地

反应，其中会牵涉到其它蛋白质，核苷酸和金属离子，最终它将传递出一个反应信息，并引

起相应的细胞和生理反应。 

  哺乳动物的很多生理活动都需要依赖7跨膜螺旋受体进行，这也是很多药物发生作用的关

键部分。构成7跨膜螺旋受体的人体基因组大约有1000组，它们参与到对细胞外部各种环境刺

激的感知过程之中。比如肾上腺素受体，多巴胺受体，组胺受体，光线受体视紫质以及很多

类型的气味和味觉受体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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