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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了在免疫学领域做出开创性工作的美国科学家布鲁斯·博伊特

勒、法国科学家朱尔斯·霍夫曼和加拿大科学家拉尔夫·斯坦曼，表彰三位免疫学家“发现先天性免疫

激活新机制”和“发现树突状细胞及其在获得性免疫应答中的作用”。 

 

三位诺奖得主的原创性工作揭示了先天性和获得性免疫应答是如何被激活的，其原创性发现从根本

上更新了免疫学理论研究，使人们得以更深入地了解免疫相关疾病的发病机制。更为重要的是，他们的

研究成果为疾病的免疫治疗特别是疫苗设计与应用提出了新的理论基础和技术体系，为感染、癌症、自

身免疫性疾病及炎症性疾病等的防治开辟了新方向、提出了新途径。 

 

三位杰出免疫学家的获奖也给“零诺贝尔自然科学奖”的我国科技界及学者们带来很多思考和启

示。从科学家个体角度出发，笔者从以下六个方面提出拙见，请批评指正。 

 

1.大师级科学家的原创性科学思想： 三位免疫学家的创新精神在国际免疫学界被广泛称颂，他们之

所以分别作出了革命性的原创性科学发现而更新了现代免疫学基本理论，是因为他们从内心深处对于科

学研究本质的理解达到了一种境界，即“言人所未言、见人所未见”。所谓大师级的科学家是指站在学

科的前沿、凝练根本性的重大重要科学问题、开辟新的研究领域，或者在某一领域针对性解决某个关键

性科学问题，具有杰出贡献、引领学科发展新方向并能够以国际化的视野带领这一领域不断前进的科学

家。这类科学家是始终走在国际前沿的高层次创造性人才，他们均具有强烈的创新精神、创新意识，具

有很强的创新才能。 

 

2.一流科学家的独创性技术体系：因为要解决关键性的科学问题，有时不得不自己建立独创性技术

体系去攻克研究中遇到的难题。技术体系的建立甚至能够推动整个领域的发展，也能够催生新的学术思

想。今年获奖的三位免疫学家均有自己的独创性技术体系：朱尔斯·霍夫曼的果蝇与先天免疫研究体

系，布鲁斯·博伊特勒的突变小鼠诱导体系与生物学功能筛选体系，拉尔夫·斯坦曼的树突状细胞培

养、鉴定、免疫功能分析技术体系， 这些体系均对他们各自的原始创新性科学研究起了关键作用，推广

应用后也对后来者或追随者的研究起到了重要的技术支撑作用。 

 

3.领军型科学家的引领作用：笔者曾经在国际会议上多次聆听过三位免疫学家的精彩报告，他们高

屋建瓴式的发言，特别是对于本领域未来关键性前沿科学问题的分析与思考，以及学科发展趋势的清晰

展望令与会者折服。重要的是， 三位免疫学家及其实验室在原有发现的基础上一直不断地发表着有重要

意义的研究论文，不断拓展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很多篇论文成为该领域研究人员反复阅读和领会的纲领

性文献。三位免疫学家均在国际一流杂志发表过综述（其中拉尔夫·斯坦曼在Nature发表的树突状细胞

综述的引用次数高达4000多次），为本领域下一步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起到了引领的作用。 

 

4. 学派级科学家的人才培育与科学家群体聚集意识：目前我们比以往较少地谈及学派对于科学发展

的推动作用，其实，纵观世界科技史，许多重大科学发现和科学理论体系的提出与完善是与科学学派有

关的。 

 

科学学派作为一种成熟的科研组织或者学术团体，是基于对某些研究领域和某些科学问题有独创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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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见和共同见识才出现和聚集形成的，往往由处于领先地位的、享有崇高威望的科学家为主导及其科

学家群体组成。科学学派在一定程度上主导了某个领域发展的方向，特别是在开拓学科发展新领域、提

出领域发展新方向、构建新观点新学说、最终推动基础科学理论和重大科学前沿问题的研究上取得突破

性进展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三位获奖者以斯坦曼“资格最老”，其创办的“树突状细胞国际研讨会”每两年举办一次（去年在

瑞士召开了第13届），从最初的数十人参加到近几届的1500人左右与会者，表明了树突状细胞领域在斯

坦曼教授的带领下日益繁荣。笔者1998年参加了在美国匹兹堡举行的第七届树突状细胞国际研讨会，至

今已经连续参加了七届研讨会（在最近的两届会议上曾应邀作大会报告），每次会议与会者最大的享受

是在闭幕式上聆听斯坦曼总结性发言，那种如数家珍般的对该领域研究现状和未来发展趋势分析与展望

的大家风范，深深地影响了众多学者。 

 

斯坦曼教授非常注意提携青年学者，他的第一个博士生Michel C. Nussenzweig目前是洛克菲勒大学

分子免疫学实验室主任，于今年当选美国科学院院士。此外，斯坦曼教授培养的学生遍布日本、德国、

法国、英国，这些学生均在本国做出了世界一流的树突状细胞研究工作，或将树突状细胞瘤苗应用到临

床试验，并取得了显著效果，从而推动了树突状细胞这个领域的全球化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三位免疫学家均培养过中国学生，例如，来自武汉大学的刘康是斯坦曼的博士生，

曾在国际一流杂志发表过数篇树突状细胞论文。霍夫曼很重视与中国的学术交流（曾经数次访问中科院

上海生命科学院），上海昆虫所曹梅讯研究员曾经在其实验室工作过。厦门大学生物医学研究院韩家淮

教授和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蒋争凡教授是博伊特勒的学生，除了在博伊特勒指导下在美国发表过CNS论文

外，两位回国创建了自己实验室之后分别在Science、Nature Immunology发表过论文，表明“强将手下

无弱兵”，也预示着我国生命科学的未来充满希望。 

 

5.杰出学者成长成功的坚韧品格与甘于寂寞的心态：成功者鲜亮表面的背后往往充满创业之初的艰

辛与无奈，对于具有原创性学术观点的学者的革命性科学发现， 学界往往不能马上接受，所以，需要坚

韧的品格将自己认为是真理的工作坚持下去。如今被大家公认为“树突状细胞之父”的斯坦曼于1973年

发现树突状细胞并自主提出这是一类新型免疫细胞之后，因其创新性太强，在当时并不被学术界所承

认，而他一直坚持研究近20年，直至上世纪90年代，免疫学界才真正认识到树突状细胞在免疫系统中的

重要性以及与临床疾病的意义，有关树突状细胞的基础与临床研究才在全球范围内兴旺起来，从这个角

度说，斯坦曼是一位具有坚韧品格和在寂寞中前行的开拓性科学家。反观国内学者和学界的急功近利，

不得不反思我国难以培养出或者自主涌现出世界一流科学家的科研环境与文化氛围。 

 

6.优秀生物医学家往往注重基础研究成果的实际应用意义与潜在价值：生物医学研究的目的除了满

足科学家的好奇心与探索科学基本规律之外， 最重要的目的是为人类的健康与高品质生活及环境服务，

所以，很多优秀科学家的研究一开始就是针对生物医学领域中的基本科学问题（生老病死）而展开的。 

 

三位免疫学家的一个共同特点是他们的基础研究成果能够指导疾病防治的实际应用，因为他们在先

天性和获得性免疫如何被激活以及如何被精密调控机制方面的发现，免疫学基本理论有了概念性发展，

极大推动了疾病的免疫治疗的实际应用。 

 

典型的例子是斯坦曼本身在诊断为胰腺癌之后积极地分析了自己肿瘤抗原的类型并应用自己的树突

状细胞制备了瘤苗用于自身治疗，使其病情一度得以控制并存活4年以上。美国FDA去年批准了世界上第

一个细胞免疫治疗药物：一种用于治疗前列腺癌的疫苗（Provenge），其本质上是患者自身树突状细胞

制备的治疗性瘤苗，这种国际制药界的重大突破无疑是建立在斯坦曼基础研究成果之上的。 

 

博伊特勒和霍夫曼关于先天免疫识别分子机制的研究，除为感染性疾病、自身免疫性疾病及炎症性

疾病等发病机制的探索开辟了新的研究方向之外，也为这些疾病的防治提供了潜在药物靶标。目前很多

企业和新药研发机构在该领域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目的就是希望寻找到可用于疾病防治的药物。由此

可见基础研究的重要性以及将基础研究与疾病防治应用性研究相结合的光明前景。 

 

如果我国学者能够结合我国丰富的临床资源，针对危害人类健康特别是我国高发以及危害性大的某

量子物理学中的常用算法与程序——fortr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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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评论只代表网友个人观点，不代表科学网观点。  

些重大疾病防治，开展创新性生物医学基础研究并同时关注应用性转化研究，假以时日，相信在国家不

断推进科技体制改革的大背景下，我国的生物医学研究定会涌现出得到国际承认的一流成果，也由此在

中国本土诞生具有国际学术影响力的一流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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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曼本身在诊断为胰腺癌之后积极地分析了自己肿瘤抗原的类型并应用自己的树突状细胞制备了瘤苗用于自身

治疗，使其病情一度得以控制并存活4年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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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应该让那些高高在上、夸夸其谈的院士们、自称大师的中国牛人们看看，你们够格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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