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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家们分析基因组信息如何通过转译、表达和相互作用而形成果蝇和线虫。 

 

（图片提供：《科学》） 

 

黑腹果蝇和秀丽隐杆线虫是理解包括人在内的所有动物生物学的最好模式生物。十多年前，当研究

人员公布这两种生物的基因组序列时，人们为之惊叹。如今，几百位科学家合作、描述和解读了这两种

生物体的基因组，这相当于在揭示基因组中的暗物质。在2010年最后一期的《科学》杂志上，编辑们突

出介绍了这两项里程碑式的新成就，《科学》杂志总编辑布鲁斯·阿尔伯茨在社论中说：“两项研究的

目的是深入理解果蝇和线虫的身体是如何形成和维持的，这对提高人类的健康水平来说至关重要。” 

 

动物的胚胎能成功地将DNA双链上的遗传信息转化为多维的生命体，这些生命体能迎接自然选择的

挑战并繁殖后代。那么，动物的胚胎是如何将基因组中的信息精确地转化为组织和身体呢？目前，科学

家们还不能从基因组推断出生命体，但新研究让我们离这个目标更近了。阿尔伯茨认为，两项新研究的

意义已经远远超过了对形成果蝇和线虫基因组的DNA分子的完整描述，它们揭示出所有这些生物体所产

生的成千上万种RNA分子和蛋白质，以及这些遗传信息是如何被包装的。建立在这些数据基础的广博万

维网数据库免费向所有人开放，将大大加快未来发现的速度。 

 

阿尔伯茨指出， 美国政府用于资助生物医学研究的绝大部分经费分配给了国立卫生研究院

（NIH）。NIH在2010年度的预算达310亿美元，反映了公众的一种普遍共识：生物医学研究能大大提高

人类的健康水平。然而，尽管这些研究让我们对细胞和组织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但许多疾病仍然不可治

愈。今天，对公众而言，科学家们对细胞的化学和分子生物学的丰富知识与对人类疾病的干涉能力之间

的巨大差距，是一种不协调，但从事这些研究的科学家们并不感到吃惊：对细胞如何工作了解得越多，

就会更惊异地发现创造一个人的过程是多么的精致和复杂。 

 

阿尔伯茨举了一个例子。细菌只要有食物就会持续生长和分裂，不同于此，动物的细胞则需要一个

位置检测系统，在所需要的许多细胞聚集在组织中时指导其增生。一个动物细胞在行为时好像其内部有

一部微型计算机，评估它从附近收到的各种信息，然后决定是否保持自身的稳定、生长和分裂，或者自

杀以有利于整个细胞的会聚。这两项新研究中所使用的强力工具，为我们提供了参与其中的所有分子的

名单。但是，关键的挑战是如何精确解读细胞内信号分子的精致网络是怎样让它作出关键性的决定，这

相当于细胞的“思考”过程。一旦科学家们真正理解了这个过程，他们就能创建精确工具来修正细胞行

为，比如，当细胞增生失控产生癌症，或不适当的死亡而造成退化性神经疾病，如阿尔茨海默氏症等。 

 

阿尔伯茨指出，所谓的“转化医学”，就是利用我们在分子水平对细胞和生物体工作方式的知识来

提高人类健康水平的努力。他认为，新研究成果的最终成功依赖于能将更多的知识“转化”为医学。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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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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的进化过程让多种多样的动物生活在地球上，创造人、果蝇和线虫的分子和机制几乎是相同的。但与

人类不一样，果蝇和线虫可以通过实验进行操作，借助于强力的遗传工具，科学家们通过它们短暂的生

命周期以了解其形成的复杂机制。这时，人类就会发现自己处在一个令人叹为观止的位置：虽然看似不

可能，但未来对果蝇和线虫的研究将为人类疾病的治疗提供最短和最有效的途径。（王丹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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