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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0 3 年中国科学院 (生物学部 ) 新当选院士简介

孙卫 国
,

刘峰松

(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办公室
,

北京 10 0 8 64 )

根据 《中国科学院院士章程》 和 《中国科学院院士增选工作实施细则》 的有关规定
,

2 0 03 年中国科

学院院士增选工作己于今年 11 月 8 日结束
。

中国科学院共选举产生了 58 名新院士
,

其中
,

数学物理学部

10 名
,

化学部 10 名
,

生物学部 n 名
,

地学部 10 名
,

技术科学部 17 名
。

生物学部经过第一轮通信评审和

第二轮会议评审及选举
,

产生了 n 名新院士
。

在生物学部 n 名新当选的院士中
,

年龄最大的 70 岁
,

年

龄最小的 37 岁
,

平均年龄 55
.

7 岁
,

其中 60 岁 (含 ) 以下的 7 人
,

占当选人数的 63 .6 4% ,
按所属系统分

,

中国科学院 6 名
,

教育部 3 名
,

卫生部 1 名
,

香港地区 1 名
。

现将其主要成就与贡献介绍如下
:

(以姓氏

笔画为序)

方荣祥 植物病毒学和植物生物技术专家
。

1 9 46 年生于上海
,

原籍安徽绩溪
。

1 9 6 7年毕业于复旦大学
。

现任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研究员
、

所
一

民
,

植物生物技术重点实验室主任
。

他分析了流感病毒血凝素基因序列及其变异的特点
,

阐述了 19 6 8 年香港流感病毒基因可能来 自于动

物流感病毒的观点
; 完成了花椰菜花叶病毒 (新疆株) 和水稻黄矮病毒基因组全序列分析

,

发现了弹状病毒
,

归的一个新基因
;
研制成同时抗烟草花叶病毒和黄瓜花叶病毒的转基因烟草

,

在种植时间和规模上曾居国

际领先
; 同样的策略还用于抗病毒辣椒的研制

。

在植物生物技术的基础研究方面
,

他分析和改造了花椰菜

花叶病毒 3 55 启动子
,

研究结果被广泛应用
; 界定了水稻细胞壁蛋白 G R P 基因启动子中负责维管束特异

表达的 D N A 序列 ; 发现了融合 C M V 外壳蛋白多肤可大幅度提高外源蛋白的表达水平
。

刘允怡 肝胆胰外科学家
。

19 4 7年生于香港
,

原籍广东南海
。

1 9 7 2 年毕业于香港大学医学院
,

19 9 5 年

获香港中文大学 医学博士学位
。

现任香港中文大学外科学系教授
,

国际肝胆胰协会主席
。

他创建了香港中文大学肝移植中心和肝癌诊疗研究组
。

在国际上他首先提出以
“

肝段为本
”

的肝切除

方法
,

即根据血液供应和胆管引流特征提出肝背扇区分为解剖亚区的概念
,

对肝癌和肝门胆管癌根治切除

和劈裂性肝移植均有实际的临床指导意义
;
统一了国际上在肝脏解剖和肝切除手术的规划名称

;
率先应用

忆 90 微粒治疗晚期肝癌
,

显著提高生存率
;
应用化疗

、

免疫联合治疗使不能切除的肝癌能以手术切除
。

他

很早开展活体肝移植手术
,

是香港和东南亚地区肝移植的创始人之一
。

孙汉董 植物资源和植物化学家
。

19 3 9 年生于云南保山
。

19 6 2 年毕业于云南大学
,

19 88 年获 日本京都

大学药学博士学位
。

曾任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所长
。

现任该所研究员
、

植物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学

术委员会副主任
。

他系统研究了我国唇形科香茶菜属
、

红豆杉科
、

五味子科
、

伞形科
、

樟科及地衣类等科属的 200 余种

植物的资源和次生代谢成分
,

分离鉴定了 1 5 00 余个单体化合物
,

阐明了这些植物的化学物质基础
,

发掘

了一些新的资源
,

发现新化合物 5 00 余个
,

有开发应用价值的 20 余个
,

发展了菇类化学
,

丰富了天然化合

物的内容
; 率先发现并阐明了冬凌草活性成分冬凌草甲素

、

乙素的结构
,

揭示了冬凌草的化学成分和生物

多样性
,

推动了冬凌草作为抗癌药物的开发应用
。

他还开发了中国橡苔香料
、

新型昆虫驱避剂等
。

沈 岩 医学分子遗传学家
。

1 9 5 1年生于北京
。

1 9 84 年毕业于北京市职工 (业余 )大学
,

1 98 9 年获中国

协和医科大学生物化学硕士学位
。

现任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研究员
,

国家人类基因组北方研究

中心常务副主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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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主要从事人类遗传疾病基因识别
、

D N A 诊断和疾病分子机理研究
。

他与天津医科大学 口腔医学院

合作
,

在国际上首次发现牙齿涎磷蛋白基因突变导致遗传性乳光牙本质 , 与北大医院儿科合作
,

在国际上

首次发现 T 型钙离子通道 H 基因变异与儿童失神癫痈发病有关
;
与北大医院皮肤科合作

,

在国际上首次发

现钠离子通道
a
亚单位 S C N g A 基因突变导致红斑肢痛症

。

他参加国际人类基因组计划中中国承担的 1% (3

号染色体短臂末端 ) 基因组测序项 目
,

担任项 目执行组成员
,

负责国家人类基因组北方研究中心承担任务

的组织领导和计划实施
。

张亚平 分子进化生物学和保护遗传学家
。

19 6 5年生于云南昭通
,

原籍四川资中
。

19 8 6 年毕业于复旦大

学生物系
,

19 9 1 年获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博士学位
。

现任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研究员
、

副所

长
,

云南大学教授
。

他从事灵
一

民类
、

食肉类等一系列动物类群的研究
,

澄清了这些类群系统与演化中的一些重要问题
; 以

线粒体基因组作为主要遗传标记研究东亚人群的遗传多样性
,

揭示了东亚人群进化的一些规律
,

并阐述了

我国一些民族的演化历程
; 系统地研究了野生动物和家养动物的遗传多样性

,

发现遗传多样性贫乏与物种

濒危之间没有必然的对应关系
,

证 明东亚是家养动物驯化的重要区域
。

他首次发现在脊椎动物中微进化时

间范围内 D N A 异速进化的现象
,

对基因起源进化的研究
,

揭示了一些新基因的形成和基因的变异在生物

适应进化中的意义
。

陈 霖 认知科学和实验心理学家
。

1 94 5 年生于四川成都
,

原籍福建福州
。

19 70 年毕业于中国科技大

学
。

现任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和生物物理研究所认知科学重点实验室教授
、

主任
*
中国科学院

一 北京医院

脑认知成象研究中心主任
。

1 98 2 年
,

他在 cS 化、 。 上
,

提出视知觉拓扑结构和功能层次的理论
,

20 年来进行了知觉组织的大量

实验研究
,

系统地发展了拓扑知觉理论
。

2 0 0 3 年他又在 cS `。 , 发表了支持这个理论的生物学证据
。

拓扑

知觉理 论在知觉基本表达的根本间题上
,

向近代占统治地位的
“

由局部性质到大范围性质
”

的理论提出挑

战
,

他认为知觉过程是
“

由大范围性质到局部性质
” ,

以大范围拓扑不变性质为基础的各级几何不变性质是

图形知觉的基本表达
,

从而为知觉组织研究提供了一个既有科学准确描述
,

又有生物学约束的不变性知觉

的系统理论
。

林其谁 生物化学家
。

1 9 3 7 年生于上海
,

原籍福建蒲田
。

19 5 9 年毕业于上海第一医学院
。

现任
,二

卜国科学

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生物化学与细胞生物学研究所研究员
,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细胞研究组织主席
,

亚洲大洋洲生物化学家与分子生物学家联合会主席
。

他在大 鼠肝线粒体 中发现了一种不同于 lF 的没有 A T P 酶活力的可溶性偶联因子
;
建立了从哺乳动物

棕色脂肪组织线粒体提纯质子信道解偶联蛋白的方法
,

并深入研究了它的性质
; 开展了膜蛋白与脂质体和

天然膜的重组合
,

分二步将提纯的胆碱脱氢酶掺入到线粒体内膜
,

从而表现出与呼吸链联系的活力
。

以脂

质体作 为模型膜
,

他设计不同序列的合成多肤
,

研究了它们与膜相互作用的机制
。

通过研究脂质体与细胞

膜的相互作用
,

发展出将外源 D N A 有效导入哺乳细胞的新型含硬脂胺的阳离子脂质体
。

他提出了表皮生

民因子受体酪氨酸激酶活化的二步机制
。

郑光美 动物学和鸟类生态学家
。

1 93 2年生于黑龙江哈尔滨
,

原籍北京市
。

1 9 5 4 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

生物学系
,

1 9 58 年东北师范大学动物生态研究生毕业
。

现任北京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
。

他在我国鸟类生态学和行为学研究领域
,

特别是在特产濒危难类的生态适应机制和生活史对策研究方

面进行了开拓性研究
,

首次采用无线电遥测技术和 3S 技术对难类的栖息地选择
、

领域
、

活动区和活动性特

征进行了分析
,

对栖息地片断化和人类活动的影响进行了长期研究
,

为濒危物种的保护提供了科学依据
。

他历经 1() 余年的驯养繁殖研究
,

攻克了存活
、

受精和繁殖等难题
,

将原产于亚热带高山的黄腹角难在北京

地区建成可自我维系的人工种群
。

饶子和 分子生物物理与结构生物学家
。

1 9 5 0 年生于江苏南京
。

19 77 年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
,

19 8 2 年

获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硕士学位
,

19 89 年获墨尔本大学博士学位
。

现任清华大学教授
,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

理研究所所长
,

生物大分子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
。



生命科学 第 15卷

在 鲡 t,lt, 二 上发表了 S IV一 M A 的晶体结构
,

首次提出 H IV 及其家族分子的装配模型
; 在 eC ll 上发表了

H aF
C
t,o

r 皿 E G F一 icll
o D o m ia n

与 C a “ 十 结合复合物的结构与功能研究结果
,

揭示了该复合物的生物学机

理 ;
在 2 0 03 年 S A R S 爆发期间

,

成功地解析出第一个 S A R S 病毒的蛋白质
一 3 C L P R 。 及其与抑制剂复合物

的晶体结构
,

为抗 S A R S 药物的发现奠定了重要的结构基础
,

其论文在 尸or o

Na lt A 。 ad sc 乞口万且上发表
。

他的研究组 已经系统地表达出 2 00 余个与人类健康密切相关的重要蛋白质
,

解析出 50 多个重要蛋白质的

结构
。

郭爱克 神经科学和生物物理学家
。

19 40 年生于辽宁沈阳
。

1 9 6 5 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
,

1 9 79 年获慕尼

黑大学 自然科学博士学位
。

现任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和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神经科学研

究所研究员
。

他从事视觉信息加工
、

神经编码和计算神经科学研究
。

从基因
一 脑 一

行为的角度
,

研究果蝇的学习
、

记忆
、

注意和抉择机制
。

他开创了果蝇的两难抉择的研究
,

为理解抉择的神经机制提供了较为简单的模式

生物和新范式
,
确立果蝇视觉记忆的短 / 中 / 长时程等多阶段记忆模型

,

再证实了学习 / 记忆的分子和细

胞机制的进化保守性
; 揭示了果蝇的类注意状态并发现某些记忆基因突变导致注意状态缺陷

;
在视觉图形

一
背景分辨的神经计算仿真和复眼的颜色以及偏振光视觉的生物物理机制方面也有重要研究成果

。

魏于全 肿瘤免疫学家
。

19 5 9 年生于四川南江
。

1 9 83 年毕业于华西医科大学
,

19 9 6 年获日本京都大学

医学院博士学位
。

现任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肿瘤中心教授
,

人类疾病生物治疗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
。

他主要从事肿瘤生物治疗的基础研究
、

应用开发与临床医疗
,

尤其是致力于肿瘤免疫基因治疗的新途

径
,

研究了利用主动免疫治疗抗肿瘤血管为主成为肿瘤疫苗及抗肿瘤血管生成治疗研究提供了新思路
,

并

将异种同源基因与异种免疫排斥反应及 自身免疫反应相结合
,

用于探讨肿瘤治疗
,

可以克服自身抗原的耐

受性
。

他还对淋巴细胞在肿瘤微环境内能杀伤自身癌细胞现象进行了观察
,

并对诱导及增强淋 巴细胞杀伤

自身癌细胞活性进行了研究
;
此外

,

还发现阻断 H S P 70 表达
,

可诱导癌细胞凋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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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研究网络整合小组 (I
n t e g r a t i o n o f C l in i e a l

R o s e a r e l ; N e t w o r k s
) ;

加强临床研究人员培刀11小组 (E
n ll a n e e C zi n i e a l

R e、 a lc h 叭zo r k fo cr e IT
·

ia n in g ) ;

临床研究信息学
:

国立电子临床试验和研究网

络 (N E C TA R ) 转化研究核心服务小组 ( lC in ic al eR
-

吕e 奋l r e li In fo rm a t i e s : N a t i o n a l E l e e t r o n i e C li n ie al 肠 i
-

fll s
an

〔1 R e s e二
·

hc N e t w o r k (N E C T A R ) rT
a n s l at i o n a l

R o s e al’ e I , C o r e S e r v i e e s
) ;

局域转化研究中心 (R
e g i o n a l 升

a n s l a t i o n a l R e -

s e a r icl C e n t e r s
):

改进临床研究结果评价技术应用 小组 (E
n -

a b li n g eT
e h n o l o g i e s fo r Im P r o v e d A s s e s sm e n t o f

C li n i e a l O u t e o m e s
)

。

总之
,

N I H 医学研究指南所启动的项目是对

国家研究状况
,

经过深思熟虑后作出的整体规划
,

符合 21 世纪医学研究的要求
。

OJQé月任OJC口n口q̀ǹnJ
:

…
卜O巴d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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