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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
导游 浪漫地“涨姿势”理性地望星空

    在“后基因组时代”，科学家们发现

了许多生命活动与疾病治疗的“秘密”。
不过，要想从根本上阐释生命，就必须找

到一种方法，能跟踪、观测生命体活动中
真实状态的蛋白质。“我们要为与人体生

命活动密切相关的 2万余种蛋白质贴上
‘二维码’标签，编撰一本生命科学领域

的《辞海》。”中国科学院分子细胞科学卓

越创新中心（生物化学与细胞生物学研
究所）研究员李劲松说。而他口中的这本

“辞海”已初具雏形———由中国科学家主
导的基因组标签计划（GTP）进展顺利，已

给 600余个蛋白质加上标签并建立细胞
系。“我们欢迎全球志同道合的科学家加

入我们，在 5年时间标完 2.2万余个蛋
白，再用 5年时间培养 5000只携带标签

的小鼠。”

“中国技术”

摸索蛋白质研究新路
“研究蛋白质需要抗体去识别。”李

劲松解释。然而，抗体的制备并不简单，

给科学研究带来很多不便。本世纪初，科
学家们尝试在基因中插入一段用于标签

的多肽序列。当蛋白质被产生时，自动带
上了这块“二维码”，就像只需手机“扫一

扫”一样，科学家只需准备一种或几种抗
体即可识别“标签”蛋白质。

在单细胞生物酵母中，这种方法成

功了；在线虫、果蝇等模式动物中也行之
有效。可哺乳动物成了这种方法的“拦路

虎”。“科学家们曾尝试用 CRISPR-Cas9

将‘标签’基因插入到对应的基因中，可

也在生殖过程中带来了新问题。”李劲松
介绍。2012年，他和研究团队发展了“人

造精子细胞”技术，可以低成本、高效率、
大规模地生产带有“二维码”的小鼠。

利用这种技术，可以用一个精子细
胞繁殖出成百上千只遗传背景一模一样

的实验小鼠。“我们只需用基因编辑技
术，生产出带有准确蛋白质标签的精子

细胞，就可以在需要时，繁殖出带有特定

蛋白质标签的小鼠。”李劲松表示，“科学

家可以直接跟踪这些带上标签的蛋白
质，观察它们在生命活动中的表现。”

“中国计划”

引领蛋白质研究未来
在李劲松看来，此前的蛋白质研究

还停留在“盲人摸象”的阶段，而“基因

组标签计划”的开展能将之带入“精准
导航”的时代。“人类基因组计划花费了

30亿美元，测出了 30亿个碱基对。我相
信我们能用 5 到 10 年时间，为蛋白质

研究带来革命性的变化。”李劲松很有

信心。
两年前，李劲松在一次研讨会上首

次提出了 GTP项目设想。两个月不到的
时间，他所在的中科院分子细胞科学卓

越创新中心（生化与细胞所）就通过中国
科学院先导计划 B项目，拨给他 200万

元经费，以便他立即着手探索。当年 10

月，上海市科委为该项目启动了“科技创

新行动计划”，支持经费 2000万元。12

月，分子细胞中心 GTP研究中心成立。
如今，GTP网站已对外开放，全球科

学家都可查询或定制自己需要的标签细
胞或小鼠。“每个蛋白各不相同，标签放

在哪里很关键。我们要利用技术体系的
优势，在体外实验中摸索。”李劲松告诉

记者，“现在添加的标签蛋白质还不够

小，也不够灵敏，这些都是未来我们需要
突破的地方。”

在他心中，最核心的关键还是构建
平台，产生标准的、尽可能大的标签文

库，然而光靠一个实验室显然力有不逮。
他希望培训更多技术人员，启动由我国

科学家主导的“基因组标签”国际大科学
计划，为更多蛋白质贴上“二维码”。“大

规模的标签蛋白质细胞库和小鼠库建成
后，影响会很大。”他憧憬道，“科学家们

就能绘制全基因组蛋白质动态网络图
谱，探寻蛋白质如何调控生命活动。”

本报记者 郜阳

为2万余蛋白质
贴上“二维码”

这项国际大科学计划由中国科学家主导！

翻开生命科学领域的历史，DNA 双螺旋结构的发现是
个绕不开的篇章。1990 年，我国科学家作为“参与者”加入了
人类基因组计划。13 年后，这项有着生命科学领域“登月计
划”之称的国际大科学计划宣告完成，揭示了 2.2 万个编码
蛋白质的基因。

    城里的月光，望远镜的远方，身边的

天文学家⋯⋯一系列名为“探索天文”的
免费课程，本月悄然上线、陆续发布。30

来分钟一堂在线视频课，带你浪漫地“涨
姿势”、理性地望星空。

记者获悉，由中国科学院上海天文台
佘山科普教育基地出品的这一套包含视

频、课件、文本材料和微信推送在内的天

文课程，系上海市“科技创新行动计划”科
普项目，以天文学中大众关注度最高、最

有趣的话题为主题，由专业的一线天文科
研人员和科普专家从复杂的知识点中选

取最有代表性的内容，分别从天文望远
镜、月球、太阳系、星系动物园、黑洞、星座

这六个方面，多角度地、兼具趣味性和知
识性地走近星空与宇宙，走进天文学的殿

堂，为大众尤其是青少年提供了一份“跨
越时空，徜徉星河”的礼物。

“专业的编导团队和设计团队，让课
程内容以视频、文本、课件等方式呈现出

来，我们中的很多人都是第一次化妆、出
镜、被喊‘咔’、反复重来，努力让这一组特

别的大众天文课既有趣又有料。”课程总
策划、中科院上海天文台副研究员左文文

告诉记者，为了便于中小学教师使用，
“探索天文”系列课程的每节课共配

备了多样资源：30分钟以上的课程视频、

课程文本材料、供教师参考的课件、方便
传播和查询有趣知识点的微信推送。

“探索天文”系列课的见面会上，中国
科学院上海天文台和上海市天文学会还

别开生面地组织了一场天文教育研讨会，
以工作坊的形式预演使用该课程的教师

和学生可能遇到的问题。记者也从研讨会

上获悉，由于教材和师资力量等关系，上
海目前仅有部分中小学在拓展课中开设

了天文课程，但从实际成效来看，天文是
很容易让孩子们爱上的课程。富有多年天

文课外活动组织经验的上海市上南中学
学生处主任张正国深有感触地说，天文具

有神秘和深邃的天然魅力，实践性又特别
强，尤其适合中学生。该校高二学生学农

活动有个“保留节目”———望星空，每年都
特别受欢迎，就在上个月，他带领学生们

在合庆镇欣赏秋季星空，认识了金牛座、
猎户座、北极星、夏季大三角、秋季四边

形，虽然因为没能熬夜等来猎户座流星
雨，却已足以让学生们兴味盎然、意犹未

尽。
谁最先使用了望远镜？为什么望远镜

要越造越大？一台天文望远镜的正确打开
方式，了解一下？月球陪伴我们的地球家

园一起走过了多少日子？阴晴圆缺，你看

月亮的脸怎样在改变？潮汐锁定，这个名
词你懂吗？据悉，“探索天文”课程目前已

推出天文望远镜和月球两课，后续还将在
多个网络平台发布，对星空和宇宙充满向

往的朋友可关注科普公众号“天之文”持

续追课。 本报记者 董纯蕾

天文台佘山科普教育基地“探索天文”免费课上线

 科创最前沿

本版图片 东方 I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