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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科学中的单分子行为研究

”
学术交流会在京召开

由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生命科学部
、

数理科学部和化学科学部组织的学科交叉重大项 目
“
生命科学

中的单分子行为研究
”
的研究进展及学术交流会于 2 0 0 5 年 1 月 21 日在北京召开

.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副主任朱作言院士全程参加了项 目交流会
,

并作 了重要讲话
.

生命科学部常务副主任杜生明研究员就该项 目

的立项
、

组织
、

实施和本次交流会的目的及要求作了说明
.

会议由该项 目学术领导小组组长及项 目负责人韩启

德院士主持
.

清华大学罗永章教授
、

北京大学张幼怡研究员
、

第二军医大学何成教授和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方晓红研究员分别代表 4 个课题组就项 目实施一年来的进展情况及存在的问题进行了交流和报告
.

生物单分子行为研究是指在单分子水平对生物行为的实时动态检测
,

是分子生物学的 自然延伸和必然趋

势
,

是以生命科学问题为核心
、

进行多学科
、

多角度交叉合作的研究项 目
,

国际上有关这方面的研究也开始不

久
.

本次交流会上各课题负责人实事求是地汇报了课题一年来的进展情况
,

并就存在 的共性及个性 的问题进

行了充分讨论
.

多数课题组的研究都有了很好 的进展
,

搭建和完善了单分子检测技术平 台
,

如远场光学平台
、

原子力
一

近场光学
一

全内反射的多机联用平台并结合 经典 的生物实验技术和 R N A 干涉等新技术做了一些工

作
.

生物学技术与检测平 台的有机结合使得在活细胞上检测到了肾上腺素受体
、

V E G F 等的生物单分子
,

为进

一步研究这些物质的的单分子行为奠定 了良好基础
.

大家普遍认为
,

在单分子研究的平 台建设等方面各课题

组均不同程度进行 了卓有成效的努力
,

并取得 了可喜的初步结果
.

与会专家认为
,

由于本项 目具有明显的学科交叉性
、

前沿性
、

挑战性
,

需要生物学
、

医学
、

物理
、

化学多学科

科学家的密切合作才能有所突破
,

因此
,

合作面应扩大
,

特别要注意吸收物理学家加人本课题的研究
; 虽然各

课题组均有较强的实力
,

但还应重视课题组间的交流
,

资源共享
.

相信通过本次交流会将进一步促进课题组之

间的交流和合作
,

本项 目一年来 的进展充分体现 了学科的交叉
,

具有明显的前瞻性
、

科学性并将具有引导作

用
,

期望通过本项 目的研究不仅在理论上
,

而且能在重大的方法学上有所突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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