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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冻电镜国际研讨会在沪召开   

2014-07-31 17:33:12      

  【Email推荐：    】 提交

    新华网上海７月３１日电（王琳琳、甄子锐）“２０１４冷冻电镜（ｃｒｙｏ－ＥＭ）

三维分子成像国际研讨会，暨第七届郭可信电子显微学与晶体学暑期学校”日前在国家蛋白

质科学中心•上海（筹）举办。 

    人类疾病的发生与体内相关蛋白质的功能异常密切相关，解析这类蛋白质的结构对阐述

疾病发生的机制至关重要，而冷冻电镜就是担此要任的“利器”。 

    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副教授程亦凡说，常规电镜技术的化学固定方法有一定的局限性：

蛋白的结构容易遭到破坏并失去原有形态，因此很难被解析。相比之下，低温冷冻电镜技术

却可以在毫秒之间将样品内部的水快速冷冻成玻璃态，以保持样品的天然形貌，这对解析蛋

白结构提供了便利。 

    本次国际研讨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第七届郭可信电子显微学与晶体学暑期学校”

着眼于冷冻电镜相关实验技术及计算软件的实践技术培训。第二部分“２０１４冷冻电镜

（ｃｒｙｏ－ＥＭ）三维分子成像国际研讨会”邀请当今冷冻电镜领域国际一流的专家学者

研讨冷冻电镜领域最新的进展与方向，交流科研与实验方法及经验。 

    近年来，我国生物冷冻电镜技术从设备到人才都取得了长足发展，在知名国际学术期刊

杂志相继发表了多篇代表性学术论文。例如，今年中科院生物物理所研究员李国宏与朱平合

作在《科学》杂志上发表的冷冻电镜３０纳米染色质高级结构解析，以及清华大学施一公院

士与剑桥生物医学院ＳｊｏｒｓＨ．Ｗ．Ｓｃｈｅｒｅｓ教授合作在《自然》杂志上发表的

利用冷冻电镜技术解析的人类γ-分泌酶的近原子分辨率三维结构。 

    本次国际研讨会除聚焦前沿科学主题外，还充分展示了我国在冷冻电镜领域综合实力的

提高。在国家蛋白质科学中心，一台专门用于生物大分子超高分辨率成像的冷冻透射电镜Ｔ

ｉｔａｎ Ｋｒｉｏｓ配置先进、备受瞩目。 

    据了解，经过三年的建设，国家蛋白质科学中心·上海（筹）的冷冻电镜设施现已顺利

投入使用，并将担当我国生物冷冻电镜技术的示范窗口，成为国内冷冻电镜技术学习与交流

的人才基地。（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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