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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8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了诺贝尔化学奖得主的名单，作为绿色荧光蛋白的发现者和推广

者，日本科学家下村修、美国科学家马丁·沙尔菲和钱永健分享了这一殊荣。 

 

然而，俄罗斯科学院医学生物学研究所的专家却指出，美国学者赖以获得诺贝尔奖的研究成果中，

同样凝聚着俄罗斯生物化学家的心血。他们包括俄罗斯科学院生物有机化学研究所的谢尔盖·卢基扬诺

夫、生物化学研究所的亚历山大·萨维茨基。 

 

是他们最先发现了绿色蛋白具备变异特性以及荧光是如何生成的。此外，他们还发现了其他能够发

光的蛋白，如能发出红光的蛋白。 

 

就连下村修本人也强调，俄罗斯学者在绿色荧光蛋白的研究方面功不可没。 

 

然而，诺贝尔化学奖并没有垂青于最早将荧光作为追踪标记使用的俄罗斯科学家，幸运落到了钱永

健头上。他发明了能够追踪蛋白所在活体细胞内信号变化的显微镜。 

 

简而言之，该显微镜安装了带滤光器的圆盘，以过滤各种颜色蛋白所发出的色光。随着圆盘的高速

旋转，显微镜的光管会进行信号选择及捕捉：不同色系的荧光能够同时在光电显微镜的不同光管上显现

出来。 

 

这一发明使得人们能够同时观察到若干分子变化。 

 

在科学上，荣誉以及随之而来的物质奖励，其归属并非一向公平，诺贝尔奖同样不能免俗。我们惟

有希望美国科学家在其得奖感言中能用片言只语，提及俄罗斯同行的贡献。 

 

（俄罗斯《观点报》10月8日发表文章，题目是“美国人从俄罗斯人手中夺走了诺贝尔奖”，摘

要） 

 

更多阅读 

 

下村修：我本以为得诺贝尔化学奖可能性为零 

 

2008年度诺贝尔化学奖得主简介 

 

华裔科学家钱永健：痴迷色彩带来的诺贝尔奖 

 

2008年诺贝尔化学奖揭晓 

 

科学网2008年度诺贝尔奖专题 

 

饶毅署名文章《美妙的生物荧光分子与好奇的生物化学家》 

 

俄媒体称：美从俄手中夺走了诺贝尔奖
最早将荧光蛋白作为追踪标记使用的是俄罗斯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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