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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近年来国际会议看当前

生物物理学发展的主要方向

林克椿
’

l摘要 1为了解当前生物物理学发展的趋势
、

主要方向和重点课题
,

作者分析了近年来国际上一些重

要会议的内容
,

其中主要的是国际生物物理学会 ( IU P A B )第 8 届 (在英国的布里斯托尔 198 4) 和第

9 届 (在以色列的耶路撒冷 19 87) 会议
,

美国从 19 83 年第 27 届到 19 87 年第 31 届年会的大会报告和

讨论会的内容
,

同时也参考了
.

日本近年来的年会以及 T I B S 19 84 年到 1987 年《生物物理专刊》上的

文章
,

做为参考
。

一
、

历次会议中的主要内容

.

1 984 年与 19 8 7 年二届 IU P A B 会议的大会报告

年 份
1 9 8 4

届 次

1 9 8 7

大会综述报告题

1
.

离子通过生物膜单一膜孔的传输

2
.

色觉理论的进一步研究

3
.

水通过脂双层与细胞膜的运动

4
.

蛋白质结构的能力学

1
.

神经递质变体与离子通道的结构与功能

.2 离子通道与离子泵的动态特性

3
.

钾通道与钠通道中电压门控的分子机制

.4 染色质与相关核蛋白复合物的结构

5
.

离子泵与光能转换器的结构与功能 (后

换成
,

脊椎动物光感受器的光转换 )

2
.

美国近五年来生物物理年会

年 份

1 9 8 3

届 次 专题讨论会课题

1
.

核磁共振的生物医学应用

2
.

生物膜结构的当前观点

3
.

可兴奋膜的离子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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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8 4

19 8 5

19 8 6

19 8 7

1
.

生物工程中的生物物理设计

2
.

计算机图象

3
.

神经系统精细过程的处理

4
.

非肌细胞的系统力学活性

1
.

蛋白质在膜上的重组

2
.

蛋白质构象的柔性

3
.

肌肉中的钙讯号

4
.

神经整合膜蛋白

5
.

机体中结构模式发展的生物物理学

1
.

生物高分子体系的溶剂化现象

2
.

感觉现象的分子生物物理学

3
.

大分子核磁共振研究的新进展

. 4分子生物学在主动转动中的应用

5
.

超分子组装体间的相互作用

6
.

蛋白质折叠

1
.

离子通道与泵的结构和功能

2
.

蛋白结构与功能中的作用力

3
.

纤维蛋白的相互作用

. 4 DA N定位与结构的探测

5
.

运动与靶位
,

从分子到细胞

6
.

细胞内信号的形成

7
.

肌肉收缩中交连桥的作用机制

二
、

几个主要方向

根据上面所列的一些题目
,

再参考 I U P A B 会议中组织的各次讨论会以及美国年会中的

口头报告会
,

可以得到以下几个发展的主要方向
。

1
.

从总体来看
,

生命物质的结构与功能越来越多地向分子水平发展
,

包括细胞与膜的各种

性质
、

肌肉收缩
、

感觉与神经活动等都是这一趋向
。

与此同时
,

从宏观角度
,

用理论的模型
,

加

上计算机的帮助来研究生命体系的工作有所增长
,

但所占比重还很小
。

2
.

分子水平研究的内容广泛
,

但生物大分子的结构
、

构象
、

动力学与相互作用的研究是其

核心内容
。

单纯 X 射线衍射定结构的工作已逐渐减少
,

溶液中大分子构象的研究 (由于二维

N M R 的兴起 )以及分子动力学 (由于 K ar p lus 等的理论研究 ) 已跃居重要地位
。

以此为出发

点
,

研究大分子间相互作用 (蛋 白
、

蛋白 ;蛋白
、

核酸脂与蛋 白 )的动态过程 (包括酶的催化机理 )

正在众多物理技术与计算机图象分析的支持下开始发展
。

3
.

膜的研究有两个重要方向
,

一是从分子动力学的观点
、

方法研究结构与功能
,

特别是脂

的作用及其对结构影响
、

脂与蛋白相互作用和蛋白质跨膜转动
,

在这一领域中光谱
、

波谱技术

以及其它技术将进一步改进以适合对膜的应用
。

二是离子通道的研究在近年来已占有更为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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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地位
。

在此领域内主要内容也有二 : 一是通道结构通透原理与性质的研究
,

对 K
十 、

N +a
、

ca +2 通道的研究 日趋细微 ; 二是通道的分子生物学
,

即通道分子的组成与顺序及构象的分析及

其与基因编码的关系
。

特别重要的是膜通道 (也包括一般膜蛋 白构象及其动力学的直接测定 )

已成为重点要解决的课题
,

当然 目前还处于开始阶段
。

4
.

细胞生物物理的研究正在与分子及膜生物物理的研究成果密切联系
,

其中目前处于热

点的是关于信息传递的全过程的研究
,

它不仅涉及受体为中心的膜上的全部活动
,

而且包括以

细胞骨架为联系的膜与核之间的传递过程
。

与此同时
,

对细胞流动的研究也给予极大重视
,

它

和骨架系统的关系是显而易见的
。

信息传递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而且它和细胞分化
、

增殖以及

疾病等异常现象密切相关
。

5
.

生物对象 (从分子
、

细胞
、

组织到整体 )物理化学性质的研究
,

从传统的流变学特性
、

对外

界各种场的反应过渡到生命体系本身物理本质的研究
。

这是一个还不成熟
、

争论较多的领域
,

其中受到重视的是水和溶剂化作用
、

半导体性质
、

生物微弱发光
、

以及所谓生物场的辐射
。

需

要给予认真的研究和科学的分析
。

6
.

神经生物物理的研究是近年来蓬勃发展的一个重要领域
。

人们不仅从微观的角度研究

诸如突触传递的分子机理与 电活动
、

感觉传导转化为感觉信息的细微过程
,

而且为了全面了解

高级活动 (包括记忆
、

认知
、

学习等 )
,

还必须用信息论和控制论
,

包括心理学的研究
、

认识大脑

活动的各个方面等
。

这也是生命科学中最重要最具有吸引力的长期课题
。

7
.

生物物理技术与方法的开发
。

所有上述几个重要领域的进展都极大地依赖于技术方法

的发展
。

目前的重点方向是微量化
、

动态化和非损伤性
。

近年来突出的成就首推 N M R
,

它不

仅用于结构分析
、

构象测定
、

活体检测细胞内 p H 和生化过程
、

水的状态
,

而且用于成像
,

成为

临床诊断的优越工具
。

动态测定的代表是 sn 与 M s 级荧光
。

再一个重要方向是各种成象技

术
,

不仅光镜技术有发展
,

在电镜的含水样品测定方面也有一定成就
。

用扫描隧道显微术将有

可能把分辩率推进到 (新的 )原子水平
。

对微弱讯号的探测不仅有光学
,

也包括磁讯号的探测

(如 D C S Q U I D 超高灵敏磁通计 )
,

在这方面
,

工程技术人员的参与将能促使更快的发展
。

M A J O R D E V E L O P M E N T D I R E C T I O N O F C U R R E N T B I O P H Y S I C S

S H O W N B Y IN T E R N A T IO N A L C O N F E R E N C E S I N R E C E N T Y E A R S

L i ll K e e h u n

( eB ij i” 9 M
e

idc
a l山 i v e sr i yt )

A b s tr a C t

T o u n d e r s t a
dn t h e d e v e l o Pm e n t t r e n d s a n d m aj

o r d e v e l o Pm e n t d ir e e t i o n o f c u r r e n t

b i o Ph y s ie s a n d i t s im P o r t a n t t o P ie s
,

t h e a u t h o r a n a l y s e s t h e e o n te n t s o f m aj
o r i n te r n a it o n a l e o n

-

fe er n ce s i n er c e n t y e a r s w h ic h i n e l u d e m a i n ly t h e r e p o r t s a n d d i s e u s s i o n s o f t h e s t h IU P A B ( h e l d

i n B r i s t o l
,

B r i t a i n
,

i n 19 84 )
,

th e g t h I U P A B ( h e l d i n J e r u s a l e m
,

I s r a e l
,

i n 19 8 7 )
,

a n d t h e U
.

S
.

2 7 t h

一 3 l s t a n n u a l co n fe r e n c e s
( 19 8 3一 19 8 7 )

.

T h e a u t h o r a ls o m a k e s er fe r e n e e t o t h e
j a P a n e se a n n u a l

c o n fe er
n c e s i n er c e n t y e a r s a n d a r t i e le s i n th e 19 8 4一 19 8 7 B i印hy

s

.cls M
o n
叮

r即 h o f T I B S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