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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医学生物学  

  生物学是我国近代科学中发展较早的学科之一，但在解放前基础薄弱，专业研究
机构很少，学科分支残缺不全，全国从事生物学研究和教学的人员不超过400人。其
中只有吴宪及其少数合作者在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对蛋白质变性，免疫化学，血液
分析和营养方面做了一些出色的工作，新中国成立后，生物学有了很大发展。目前已
形成一支有一定规模和学科比较齐全的研究机构，在专业设置上，新建了生物化学，
细胞生物学，分子遗传学，遗传工程赞美批新学科，形成了生物研究中心。在医学生
物学方面，40年来也取得一系列重大成就。 
  首先是生物化学方面的研究，使临床诊断的各种物理化学方法得以建立和不断改
进，对正常与病理状态下各种常数进行了测定，开展血浆代用品、疫苗等多方面的研
究和应用。六十年代以来，对癌症和心血管病的致病病因，发病机制，药物治疗与预
防等方面也从生化角度积极开展了研究，在肝癌的早期诊断方面取得了突出成绩，通
过对高发区几十万人的普查，肯定了甲胎蛋白作为早期诊断指标的应用价值。同时在
甲胎蛋白的提纯，理化性质测定和生理的功能，正常肝脏信息RNA对离体肝癌细胞的
逆转分化作用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研究结果。中国医学科学院日坛医院，江苏启东
肝癌研究所以及江苏南通地区医院，关于早期肝癌及癌前期甲胎蛋白血清学规律的研
究也取得了不少成果。此后，中国还首次筛选出了选择性较高的肝癌单克隆抗体，并
将它制成生物导弹，用于杀伤肝癌细胞。在胃癌的相关抗原研究中，杂交瘤细胞株的
建立是一项重要成果。 
  在分子生物学研究方面：自本世纪四十年代以来，生物学研究已发展到亚细胞结
构和分子水平，通过对生物体的主要物质基础，蛋白质、酶和核酸等生物大分子结构
和运动规律的研究，来揭示生命现象的本质，我国在分子生物学，细胞生物学各个领
域也积极开展研究，其中一些成果已接近或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但无论从事研究的人
数和每年发表的文章的数量和质量，都不及美国一个中等水平的州。比先进国家落后
5～10年，也落后于南美，印度等第三世界国家。 
  生物大分子特别是蛋白质，酶和核酸的结构和功能的研究是分子生物学研究的基
础。我国六十年代开展了对生物高分子空间结构的研究，1965年在世界上首次获得人
工全合成的结晶牛胰岛素，经鉴定表明其结构，生物活性，物理化学性质，结晶形状
都和天然牛胰岛素完全一样。七十年代蛋白质研究被相对冷落达一段时间，但随核酸
分子生物学研究进一步发展，到八十年代蛋白质的研究又活跃起来，1971～1979年，
我国先后两次用X射线衍射方法完成了猪胰岛素晶体2.5埃[2a]和1.8埃〔2b〕分辨率
的结构测定。使我国生物高分子的X光晶体分析进入了先进行列。在上述工作的基础
上开展的胰岛素及其衍生物的结构，功能和作用原理的研究，从局部切断β链或置换
氨基酸观察功能变化，到比较不同种属胰岛素活力，都有不少进展。此外，还从脑脊
髓垂体和人胎盘中分离出一系列活性多肽，其中以肌球蛋白的研究较为系统和深入，
提出了原肌球蛋白的生理功能可能与肌肉的支持和紧张收缩有关，对不同类源的原肌
球蛋白和副肌球蛋白进行了纯化结晶，发现了原肌球蛋白的类晶体。此后，1981年人
工合成了酵母丙氨酸转移核糖核酸，在分子水平弄清了生物控制和调节的主要问题。
1985年测定第一个膜蛋白结构(紫菌光合作用中心)，并首次报道了一个人感冒病毒
(HRV)的高分辨率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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