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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研究计划 “植物激素作用的分子机理”
资助项目启动研讨会在京召开

　　2008年 1月 17 —19日 , 由生命科学部负责受理 、化学科学部参与的重大研究计划 “植物激素作用的分

子机理” 资助项目启动研讨会在北京召开 , 参加会议的为 2007年度资助的 9个重点项目和 21 个培育项目

的负责人 , 目的是增强项目负责人对重大研究计划的认识 , 加强不同项目间的了解与交流 , 提高项目执行

和完成的效果.

生命科学部常务副主任杜生明教授代表学部和管理组讲了本次会议的目的 , (1)希望专家组和各项目

负责人树立重大研究计划整体项目意识 , 围绕目标开展创新性研究;(2)加强顶层设计 , 发挥研究人员的

积极性;(3)加强多层次交流 , 促进实质性合作 , 包括科学家之间 、不同学科之间和专家组与项目组之间

的合作;(4)推进交叉 , 促进生命科学与化学科学家之间的合作 , 吸引从事化学研究的科学家为解决限制

植物激素研究的测定方法提供技术支持和技术创新.另外对该次会议的形式和议程做了一些要求.中国科

学院副院长 、专家指导组组长李家洋院士强调了此次会议的重要意义和目的 , 希望大家向国际领先水平努

力 , 在国际竞争压力大的情况下 , 多出高水平的成果.

研讨会由李家洋院士主持 , 首先由专家组的 7位专家进行了调研专题报告 , 陈晓亚院士介绍了 “赤霉

素和脱落酸在植物中的合成与分解代谢” 方面的进展 , 并提出了一些问题:如次生代谢途径复杂 , 激素代

谢也丰富多样 , 二者之间的关联如何 ?微生物也产生赤霉素和脱落酸 , 为什么 ?建议要注重新的发现及与

其他学科的合作.李家洋院士着重介绍了植物激素和相互作用 , 建议以后要吸引从事 NET WORK的科学家

到该计划中来 , 并建议科学家可以围绕同一性状研究不同的激素作用 , 进行碰撞交叉.种康研究员介绍了

植物器官发生与发育的调控方面的研究状况 , 认为器官发生是多种激素相互影响 、 协调控制的结果 , 建议

以激素为切入点研究器官发生和发育的调控及环境调节 , 重点关注器官发生过程的激素互作 、 干细胞分化

与分裂调控的激素信号转导 、 极性运输控制 、器官发生环境调节的激素控制 、 激素介导的蛋白质降解与修

饰和器官发生过程中激素原位检测等方面.张新荣教授做了 “植物激素的成分分析和检测技术” 的报告 ,

与会专家对此充满了兴趣并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 因为这是将来推动该领域发展的一个重要的环节.赵进东

院士做了 “激素调控植物对环境适应性的分子机制———几点思考” 的报告 , 强调要重视胁迫与激素的关系 ,

强调 CROSSTA LK .建议加强学科交叉 , 一方面探讨新的探测手段 , 另一方面与结构生物学家沟通 , 还要

重视该领域与进化的关系 , 要进行系统研究.武维华院士介绍了植物激素信号感知及传递的分子机制方面

的研究状况.提出了该领域应重点关注的科学问题 , 并对未来的资助提出了建议.认为应加强对 IAA/CK

的研究 , 并提出能否考虑设立一些由专家组讨论决定 , 对项目整体实施有重要意义的专项.(下转第 8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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谱), AOD和  ng st röm 指数 , 无需漫射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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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 , 30位项目负责人针对自己的项目介绍新的想法和思路 , 由于研究的方向比较接近 , 专家们讨论

非常热烈 , 对各个项目都提出了很好的意见和建议 , 尤其是激素测定的项目 , 植物学专家针对目前我国的

迫切需求对化学科学家提出了一些建议 , 希望他们一方面探索新的高灵敏度的探测手段 , 另一方面要首先

解决我国植物激素研究中面临的测定困难的现实问题 , 专家组也对其中还没有真正启动的个别项目提出了

要求 , 希望尽快落实实验方案 , 确保可行性.

两天的会议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 , 杜生明常务副主任在会议总结时谈到 , 该会议是所有重大研究计划

中第一次召开资助项目启动研讨会 , 下次将邀请海外专家参加.会议期间激素测定的专家单独召开了一次

碰头会 , 协调每个项目的侧重点 , 针对 1 —2种激素进行方法学探讨并讨论如何进一步与植物激素研究者合

作.

(供稿:温明章　谷瑞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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