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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工作将一部分‘死物学’变成‘生物学’了。”谈到2008年度诺贝尔化学奖三位得主的贡

献时，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学术副所长饶毅教授如是说。 

 

饶毅解释说，生物学有些现象只能在打碎细胞以后才能做，所以实际上是从“死物”上来推测生物

的情况。而下村修、钱永健和马丁·沙尔菲发明的用荧光分子标记其他分子的方法，使科学家们能在活

细胞、活生物上直接观察一些生物现象。所以，可以说是把一些“死物学”变成了真正的“生物学”。 

 

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奖委员会于北京时间10月8日17时45分左右宣布，将2008年度诺贝尔化学奖

授予日本科学家下村修、美国科学家马丁·沙尔菲，以及美国华裔科学家钱永健。他们三人因为在绿色

荧光蛋白（GFP）研究和应用方面做出的突出贡献将各分得2008年度1/3的诺贝尔化学奖奖金。 

 

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研究员汪鹏飞介绍，绿色荧光蛋白在医学和生物化学方面得到了广泛的

应用，它能够使人们直接看到细胞内部的运动情况。在任何指定的时间我们都可以轻易地找出绿色荧光

蛋白在哪儿：你只需要用紫外光去照射，这时所有的GFP都将发出鲜艳的绿色。绿色荧光蛋白特别突出

的应用是在癌症研究的过程中，用荧光蛋白对肿瘤细胞标记使得科学家们能够观测到肿瘤细胞的成长、

入侵、转移和新生等具体的过程。 

 

据介绍，这项技术还可以应用于军事领域，例如通过观察海洋动物发光的突然爆发，可以用来判别

水下军事设施等。在生化分析方面，利用生物发光现象可以用来检测超微量钙的存在。 

 

汪鹏飞介绍说，钱永健发明的荧光探针技术不仅可用于生物医学领域，在其他领域也有极为重要的

意义，如环境污染的实时监控、食品安全等。应该说这些看似深奥的研究工作与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

息息相关，比如说，如果目前有一种便宜的荧光试剂或试纸，能快速、灵敏地检测出三聚氰胺，老百姓

就可以在家里放心食用奶制品了。再比如，我们可以设计一种对某种糖类具有特殊识别性能的荧光探

针，可以用来快速、方便地检测人体唾液中糖的含量，这样糖尿病患者就可以很方便地控制自己的饮

食。 

 

“总而言之，本次诺贝尔化学奖得主的工作不但在科学上对化学、生物学、医学等领域具有重要的

意义，而且也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对于提高人类的生活品质以及进一步改善人类的健康有十分

重要的意义。”汪鹏飞说。 

 

据了解，我国有许多高校和研究所也开展了与钱永健教授等相类似的研究工作。在有机、生物发光

材料研究领域较早开展研究的单位有原中国科学院感光化学研究所等单位。 

 

“我希望三位获奖者能多和中国科学界进行学术交流。”饶毅说，“沙尔菲教授今年早些时候来中

国访问过，在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作过学术报告。我前两天刚刚邀请年逾八十的下村修来中国访问，他

当时同意明年来北京大学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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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毅署名文章《美妙的生物荧光分子与好奇的生物化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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