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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细胞内化学过程的实时单分子

显示问题
”
研讨会

受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的委托
,

由陈宜张院士负责筹备的
“

活细胞内化学过程的实时单分

子显示问题
”

研讨会于 2X() 1年 5 月 31 日在上海第二军医大学召开
.

陈宜张院士在开幕词中指出
,

以往对细胞内分子
一

分子相互作用的理论及结论
,

基本上都

是以浓度变化
,

药理学效应这样一些资料得出的
,

大家认为这样的推断是合理和正确的
.

但迄

今为止
,

还没有人看到过单个生物大分子在活细胞环境下是如何运动的
.

它们是如何相互作

用的? 其运动轨迹如何 ? 如果我们能够看到这些
,

必将大大推动我们对生命活动
、

细胞活动的

认识
.

这是一个十分重要且令人感兴趣的问题
.

会议重点交流了几种接近于单分子
、

活细胞
、

实时显示的技术
.

( l) 多光子荧光显微成像

和多光子荧光寿命成像技术
.

20 世纪 卯 年代以来
,

超快激光等技术迅猛发展
,

人们不仅获得

了超高分辨率
,

实现了对于分子级至原子级的信息的检测
,

而且由于共焦技术的发展实现了对

隐藏在高散射介质中的信息检测
,

从而为活细胞 中化学过程的实时单分子检测提供了可能
.

在中国科学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
,

已经利用这项技术获得 了活细胞的三维图像
.

( 2) 原

子力显微镜及其相关技术
.

可探测到在生理溶液环境中的单个生物大分子
,

空间分辨率可达

纳米级
.

在离体的环境下
,

已经可 以得 到 D
NA

、

蛋 白质
、

淀粉链的高分子 图像
,

并且对一些慢

的过程 (例如膜蛋 白在人工脂双层上的重组过程 )进行实时成像观察
,

( 3) 扫描近场光学显微

术
.

利用探针尖端的亚波长尺寸光源作为激发光
,

在液相环境下实现单分子水平 的荧光激发
,

并研究溶液中单个荧光染料分子的扩散过程和一些光物理化学特性
,

可实现溶液相单分子 的

检测
.

该技术一个非常突出的优点是它可以应用于不透明样品内部 的单分子检测分析
.

( 4 )

荧光共振能量转移技术
.

是一种已经应用于活细胞检测两类分子相互作用 的最新技术
,

但就

目前能达到的水平看
,

仍是两类分子
,

而不是两个单分子
.

( 5) 其他相关技术
.

微米
、

纳米量级

的生物传感器和生物图像传感器
,

流式细胞仪细胞分选技术
,

单细胞水平的生物物质电化学分

析
,

蛋 白质分离和监测技术等
.

但上述技术与单分子实时监测的要求尚有较大距离
,

有待改

进
.

会议认为
,

除技术外
,

挑选合适
、

有重要意义的生物标本
、

生化反应
,

十分重要
.

参加会议

的有中国科学院数理学部院士 2 人
,

生物学部 院士 4 人
,

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
、

上

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研究员及浙江大学
、

中国科技 大学
、

上海交通大学
、

南京大学
、

复旦大

学
、

第二军医大学 的教授共 20 人
,

他 (她 )们是物理学
、

化学
、

测量技术
、

光学
、

细胞生物学
、

分子

遗传学及分子生物学的专家
.

学部办公室刘峰松主任也参加 了会议
.

与会专家一致认为
,

本

次讨论会的命题选得非常恰当
,

具有前瞻性
,

围绕这个问题的研究不仅将大大促进生物学的发

展
,

而且给物理
、

化学等其他学科提出了挑战
,

将有可能极大地促进这些学科的共同发展
.

来

自物理
、

激光领域的专家表示
,

他们对生物学家提出的问题很感兴趣
,

希望双方有更多的交流

和合作 ;生物学家们也受到很大鼓舞
.

本次讨论会反映了在学科交叉学术讨论方面所作的一

次很好的努力
.

(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供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