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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学者在天然丝与超高强度纤维方面取得重要进展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资助下
,

复旦大学邵正中教授和他的同事长期致力于天然蚕丝和蜘蛛丝聚集态

结构研究
,

他们对丝素蛋 白成纤机理
、

自组装规律和过程进行了深入研究
,

提出了在丝蛋 白成纤过程中存

在成核控制和构象转变的速度依赖性
,

发现在多方面蚕丝和蜘蛛丝成丝具有相似性
.

2 0 0 2 年 8 月 1 5 日出版 的 ( N a t u r e 》发表了邵正 中教授和英 国牛津大学 Vo ll r a t h 教 授题为
“

S u r p r is i n g

s t r e n g t h o f s i lk w o r m s il k
”

的论文
.

早在古代人们就已开始应用蚕丝
.

至 20 世纪高分子科学建立以后
,

人们才知道蚕丝是非生理活性的结

构蛋白质类高分子
,

其性能与聚集态结构有密切关系
.

随着高分子科学的发展
,

人们发现力学性能最好的

纤维是蜘蛛丝
,

而蜘蛛丝也是非生理活性的结构蛋白质类高分子
.

国际上对蜘蛛丝这类超级纤维的研究非

常重视
,

人们通常认为蚕丝的力学性能不如蜘蛛丝的原因是蚕丝和蜘蛛丝蛋 白的一级结构 (又称
:

化学结构

即组成高分子的单体氨基酸种类及其序列分布 )差别很大
.

但邵正中教授及他的合作者发现
:

在适当的制备条件下
,

仍能得到力学性能可与蜘蛛丝媲美的天然蚕

丝
,

据此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

对于丝及丝蛋 白这类非生理活性的结构蛋 白质
,

其性能不仅仅取决于蛋 白质

的一级结构
,

而其分子链的聚集过程及成丝条件也许更为重要
.

通过基因工程产生一级结构与蜘蛛丝相同

的类蜘蛛丝丝素蛋白
,

并不一定能获得与夭然蜘蛛丝性能相近的纤维
.

这项成果对丝和丝蛋白进一步的研究有重要影响
,

有可能影响今后国内外在丝 (蛋白 )问题上 的研究工

作重点
,

若能控制桑蚕吐丝条件
,

同样能得到综合性能可与蜘蛛丝媲美的蚕丝
.

并且
,

该成果对合成高分

子纤维特别是含极性基团的缩聚物的改性有重要意义
,

也就是说
,

提高高分子的力学性能
,

更应重视高级

结构研究
,

通过调控成丝过程形成理想的聚集态结构
,

就有可能使一般纤维变成超级纤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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