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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妮特·罗利 

费城染色体易位的发现是癌症研究史上的一个重大里程碑。这一发现颠覆了人们过去认为的癌症不

是遗传病的观念，奠定了当代肿瘤遗传学的基础。 

■王山鸣 张颜明 陈建军 

美国芝加哥大学的珍妮特·罗利博士（Janet Rowley, MD）于2013年12月17日逝世。美国国立卫生

研究院主任弗朗西斯·柯林博士称她的去世“使我们失去了一位非同一般的科学巨人，她的巨大贡献已

造福于整个世界”。他对罗利博士作出如此崇高的评价，并非偶然。 

“费城掉了的东西在芝加哥找到了” 

现代医学史上最具有戏剧性的事件之一大概要数费城染色体的故事了。 

1960年，美国诺维尔博士和杭格尔福特博士发现，在慢性粒细胞白血病（CML）的细胞里，第22号染

色体的长臂缺失了一块。这一缺失的染色体就以二位研究者所在地费城命名为费城染色体。但在其后的

12年中，费城染色体的意义一直不明确。 

1973年，罗利博士应用染色体分带技术检查慢性粒细胞白血病时，发现两个染色体的部分发生了相

互交换：第22号染色体那段丢失的片段跳到第9号染色体长臂上，而原来在第9号染色体的那段片段则被

接到了第22号染色体的长臂上。 

珍妮特·罗利：现代癌症遗传学的奠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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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在人类癌症细胞上第一次发现的染色体易位。这一重大发现被人们戏称为“费城掉了的东西在

芝加哥找到了”。 

1985年，研究发现9号和22号染色体断裂点各含有一个基因。费城染色体易位打断了这两个原有的基

因，同时又组合成了新的“融合基因”，造成细胞生长失控，最终导致慢性粒细胞白血病的发生。上世

纪90年代中期，一种称为格列卫的药物被设计出来用于特异性封闭该融合基因。该药物治疗慢性粒细胞

白血病效果奇佳，三期临床试验还未完成，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即批准于临床应用，整个

审批过程仅用了72天，创造了新药批审的最快纪录。由此慢性粒细胞白血病成为一种可以治愈的癌症。 

以费城染色体易位为典范，已有近百种染色体易位及其它异常在各种癌症中相继被发现，并被广泛

用于癌症的临床分类、危险评估，治疗方案选择、预后预测，以及作为药物治疗的特异靶标。 

费城染色体易位的发现是癌症研究史上的一个重大里程碑。这一发现颠覆了人们过去认为的癌症不

是遗传病的观念，奠定了当代肿瘤遗传学的基础，对癌症的基础研究、转化医学和临床治疗都产生了革

命性的推动作用。 

根据她的系列发现，罗利博士认定染色体异常是癌症的致病原因。但当时主流学界的观点认为染色

体异常是癌症的结果而非原因。所以罗利博士的开创性工作当时非但没有得到主流学界的认可，反而受

到嘲笑与质疑。对此，罗利博士一面继续她的研究以提供更多的证据，同时利用各种机会宣传她的观

点。罗利博士推动并组织了一系列癌症染色体专题研讨会以促进癌症染色体异常的研究。随后众多实验

室在各类癌症中发现了越来越多的染色体易位和其他异常，并进行了大量研究揭示出染色体异常在癌症

发生中的作用。染色体异常是癌症致病原因这一观点最终为主流学界所接受, 并成为现代癌症遗传学的

基石。 

科学传播者和鼓动者 

鉴于罗利博士在科学上所作出的重大贡献，她于1984年当选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 

罗利博士担任过众多学术团体的领导职位，如美国人类遗传学会主席、美国人类基因组计划顾问。

她一生获奖无数，包括美国国家科学奖、拉斯卡奖、总统自由勋章、日本国际奖。人们常常质疑为何诺

贝尔奖没有授予她。 

罗利博士与美国四任总统（卡特、克林顿、小布什、奥巴马）有过密切合作。卡特总统曾聘她为国

家癌症顾问委员会委员, 小布什总统曾聘她为总统生物伦理委员会委员，而克林顿总统和奥巴马总统分

别于1999年和2009年在白宫为她颁发了美国国家科学奖和总统自由勋章。 

此外，罗利博士还是一名杰出的社会活动家、科学传播者和鼓动者。她善于利用一切机会向公众说

明科学研究的重要性，激发年轻一代对科学的兴趣。她对当前研究经费紧张的问题非常关心，极力呼吁

政府和私立基金会支持科学研究。 

她有着高超的领导艺术，一直抱着与人为善的信念。她的人格魅力深深地影响了所有与她接触过的

人。她的家人认为她是最好的妻子、母亲和祖母,她的同事朋友认为她是最好的导师、知己、心目中的偶

像和英雄。 

与中国的渊源 

罗利博士与中国的渊源可以追溯到中国改革开放之初。 

1980年，她代表美国政府对中国医学界进行了两个多月的实地考察，走访过北京、苏州、上海等地

的多家医院和生物医学研究和教育机构。值得一提的是，罗利博士在早幼粒细胞白血病中发现的15号17

号染色体易位，正是中国王振义教授和其团队在1986年发明的早幼粒细胞白血病全反式维甲酸特效疗法

的靶子。我们可以称之为“在芝加哥找到的靶子被上海造的子弹击中了！” 

罗利博士对全反式维甲酸疗法非常推崇，她对中国科学家（比如王振义、陈竺、陈赛娟和陈国强等

的研究团队）近年来在白血病研究领域取得的重要进展相当熟悉，在她的多篇文章中指出中国科学家在

防锈方面的资料，关键是实用哦，值得一

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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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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血病研究中所作出的重大贡献。 

上世纪90年代后，前后有数十位中国研究人员进入她的实验室工作学习，包括笔者。在罗利实验室

的严格训练经历对我们各自事业的发展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实验室最常举行的活动

之一就是到芝加哥中国城的中国饭店聚餐。 

罗利实验室是一个国际实验室，成员来自世界各地。她前后培养了来自世界各地上百名学生、博士

后和进修人员，他们中的许多人成为血液病领域的科研骨干和专家，活跃在癌症研究领域。 

罗利博士的故事对中国科学界具有很好的启发作用： 

一是兴趣很重要。罗利博士从事研究工作的初衷只是兴趣所在，从未想过要作出重大的发现。 

二是年龄并非创新门槛。罗利博士学成后相夫教子，哺育四个儿子长大，年近五旬才开始从事全职

性工作。但起步晚并没有阻止她对科学作出重大贡献。 

三是积极采用新技术。一种新技术往往提供了新的机会作出新的发现或对老问题作出新的解释。罗

利博士应用新的染色体分带技术发现了费城染色体易位。 

四是细致观察的重要性。传统上细胞遗传学采用染色体形态作为主要观察手段，需要做大量烦琐的

拼图剪切工作。只有通过耐心细致的观察才能从大量看似杂乱无章的信号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 

五是勇于坚持真理。罗利博士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如果你认定你的观点是对的，你就要像传教士那

样坚持不懈，让时间来说明问题。 

六是保持稳定的经费支持。在染色体易位得到学术界的公认后，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和一些私立基

金会长期提供经费支持罗利博士的研究以扶持这一新兴学科的发展。 

七是注重团队合作。当大多数生物医学科学家们还在单干的年代，罗利博士已经身体力行于团队合

作。 

八是保持健康的身体。罗利博士很注重体育锻炼，年过80岁时，她还经常骑自行车上下班，并有着

惊人的记忆力。 

九是家庭与事业的平衡。罗利博士一直奉行“家庭第一”的理念，她与丈夫相濡以沫一起度过了65

年漫长的岁月。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无疑是她成功的基础。 

虽然罗利博士已离开了我们，但她的经历给我们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作者王山鸣供职于美国内布拉斯加大学医学中心，张颜明供职于美国西北大学医学院，陈

建军供职于美国芝加哥大学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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