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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题：DNA代谢与损伤应答∙

序言
孔道春

(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生命科学研究中心，蛋白质与植物基因国家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871)

基因组不稳定是人体衰老、细胞癌变及其他一

些疾病发生的根本原因之一。 DNA 代谢异常和

DNA 损伤应答缺陷是导致基因组不稳定的两个主

要原因。 DNA 代谢包括 DNA 复制、重组和修复，

它们是细胞最基本的生命活动。同时，通过亿万年

的进化，细胞已进化出一套严格的 DNA 复制应急

及损伤应答调控系统，以维持 DNA 序列及基因组

信息的完整性。因此，阐明 DNA 代谢与 DNA 损

伤应答的分子机制，不仅有重大的理论意义，也有

极其重要的应用价值。 
过去十年，DNA 代谢及基因组稳定性研究在

我国得到了快速发展。不仅在研究队伍上，还是在

研究水平或研究领域的覆盖面上，我国都上了一到

二个台阶。在上述领域，我国在过去几年已做出了

重要贡献。在可预期的将来，我国在该研究领域必

将会有更大的贡献。本专题，我们邀请了从事这方

面研究的十个实验室的科学家，从几个方面阐述与

DNA 代谢、损伤应答相关的最新研究进展。孔道

春实验室从事 DNA 复制、细胞周期检验点及 DNA
损伤修复的研究，在本专题，他、刘阳和孙静亚着

重介绍了细胞如何维持复制叉稳定方面的一些研究

进展；许兴智及其同事非常详尽地论述了丝氨酸 /
苏氨酸蛋白磷酸酶在 DNA 损伤应答中所起的作用；

华跃进实验室以耐辐射球菌为模型研究 DNA 断裂

修复的分子机制，他和同事赵烨综述了这方面的研

究进展以解释耐辐射球菌为什么有如此强的双链

DNA 断裂修复效率；萧伟和其同事秦周帅、张传

林系统地综述了 PCNA 泛素化修饰与跨损伤 DNA
合成之间的关系；徐冬一和严振鑫介绍了双链

DNA 断裂修复 NHEJ 途径的基本生化过程及最新

的研究进展；楼慧强和他同事介绍了真核细胞

DNA 复制的一些基本过程及 DNA 复制缺陷如何影

响基因组的稳定性；刘聪和其同事介绍了双链

DNA 断裂修复的 NHEJ 及 HR 途径的选择机制；李

晴和张旭用非常好的文笔清楚地阐述了一些组蛋白

修饰及它们与 DNA 代谢的关系；周平坤和刘玲阐

述了在 DNA 损伤应答过程中，相关蛋白质 ( 包括

组蛋白 ) 的一些化学修饰、相应的修饰酶及所产生

的生物学功能。最后，王峰和他同事综述了人细胞

端粒 DNA 复制与其长度维持的分子机制。

由于篇幅所限及时间关系，本次专题仅在几个

方面介绍了与 DNA 代谢、损伤应答相关的一些研

究进展。国内许多在 DNA 代谢领域做得非常好的

一些科学家没有得到机会介绍他们领域的研究进

展，在此我向大家表示我深深的歉意。像其他科学

领域一样，我国在 DNA 代谢领域的研究水平几乎

是每五年上一个台阶。 借此机会，我衷心地祝大家

在各自的研究领域继续做出重要贡献，推进我们对

DNA 代谢、基因组稳定性维持机制的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