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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人工全合成结晶牛胰岛素5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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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小龙 (1971—)，研究员，研究组长，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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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任所长，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副院长。主要研究方向

为免疫细胞的分化与功能。研究组的科研工作以 T 细胞为主要研究对象，围绕

其分化成熟过程中受体基因重排、CD4/CD8 分化定向以及其发挥免疫功能的分

子调控机制而展开。

1965 年 9 月，新中国的科技先驱在我国经济

基础羸弱、西方发达国家严密封锁的条件下，在国

际上首次获得了具有生物活性的人工全合成结晶牛

胰岛素。这一彪炳史册的重大科研成果标志着人类

在认识生命、探索生命奥秘的长征途中迈出了具有

里程碑意义的重要一步，开辟了人工合成蛋白质的

时代，在生命科学发展史上产生了重大影响。

人工全合成结晶牛胰岛素作为一项前无古人的

重大科学探索，参与其中的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物化

学研究所、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北京

大学等单位及老一辈科学家和广大科研人员精诚合

作、共同努力，演绎了一曲完美的生命科学研究的

宏伟乐章。牛胰岛素的人工合成集中体现了团队协

作的优势，充分展示了艰苦奋斗、锐意创新、无私

奉献、勇攀高峰的科学精神和敢于走前人没有走过

的路的豪迈气慨。人工全合成结晶牛胰岛素的成功

实践不仅提供了在基础研究领域优势集成，致力于

破解重大科学问题的有益尝试和宝贵经验，也为后

人留下了无尽的精神财富。认真总结胰岛素合成的

重大科研实践，大力传承和弘扬“胰岛素精神”，

对当前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早日实现中国

科技强国之梦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1　心系国家，敢于创新

提出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的想法源于 1958 年夏

季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召开的一次高层研究人员研

讨会。之后经过半年多的反复酝酿最终形成了一个

国家重大科研项目。半个世纪前我国科学家们提出

合成牛胰岛素的想法无疑具有超乎寻常的胆识和

魄力。

从当时的国际学术环境看，虽然由于 20 世纪

50 年代威格纳奥德 (V.du.Vigeaud) 和桑格 (F.Sanger)
的代表性工作使蛋白质合成成为当时世界生物化学

领域的研究热点之一，但有关探索性工作还仅限于

少数人之中。人工合成蛋白质研究尚处在起步阶段。

基于具有生物活性的蛋白质的合成难度，以至于以

威格纳奥德为代表的大多数权威认为，“人工合成

胰岛素还不是近期能够做到的。”

从当时的国内学术环境看，我国科技工作者提

出同样的课题简直就是不可思议。因为当时中国的

生物化学研究基础极其薄弱，许多相关的科研条件

都不具备。生物化学研究人才匮乏，仪器设备几乎

完全空白。在王应睐所长的努力下先后引进了邹承

鲁、曹天钦、钮经义等杰出人才，但大家都没有研

究过多肽合成，国内也缺少这方面的人才。合成胰

岛素需要多种氨基酸，境外购买难以实现。在胰岛

素合成过程中如何分析、鉴定合成的中间产物及最

终产物几乎一无所知，而且要处理的中间产物居多，

一步出错即满盘皆输。要实现牛胰岛素的人工合成

重重困难摆在科研人员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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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似是不可逾越的障碍，是什么力量支撑科

研人员敢于向世界科学高峰发起挑战，这是今天我

们在纪念人工全合成牛胰岛素 50 周年之际需要深

入思考的重要问题。毫无疑问，在当时的条件下，

提出合成胰岛素的想法绝非单纯的研究兴趣使然，

也非一味追逐科学发展的前沿热点所致。强烈的民

族责任心、高度的国家使命感无疑是驱使科研人员

敢于作为、勇于创新、不惧困难，立志为国争光的

强大精神动力，1958 年这个特殊的年代进一步激发

了科研人的报国情怀。正是将国家利益置于首位，

勇于为国担当，才使科研人员能够以超乎寻常的胆

识做大我国科技事业发展的格局。当前我国正处在

经济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新经济的发展迫切需要

以科学技术为支撑。在科学技术已成为国家综合竞

争力集中体现的今天，要大力提升我国科技事业发

展水平，我们需要的不正是前辈科学家们的那样一

种情怀和精神吗？

2　淡泊名利，无私奉献

人工合成牛胰岛素已载入科技发展的史册。开

启这段尘封的记忆，老一辈科学家和参与这项工作

的广大科研人员淡迫名利、无私奉献的高贵品德和

崇高职业操守至今都无不令人为之敬仰。特别是在

当下价值观扭曲、诚信缺失、道德滑坡、行为失范、

追名逐利还颇具市场的现实社会里，追忆历史更感

到前辈们无私忘我之品格的伟大。前辈们当时人工

合成的是一个蛋白质，而其在这一过程中为后人树

立的是永远值得学习的光辉榜样，留下的是举世认

同、万古不朽、为人类社会发展所孜孜追求的普世

价值和永恒精神。

翻开人工合成牛胰岛素从提出想法到最终实现

前后六年多时间的这段重大科研实践历史，每一步、

每一事都无不展示了前辈们在名利面前、公私面前

风高节亮的博大胸襟和人格魅力。人工合成牛胰岛

素作为当时的一项国际难题，成功完成无疑会载入

史册，但其失败的风险及其带来的负面效应也不言

而喻。倡导这一项目的科学家们将个人得失完全置

之度外，正是这种无私无畏的精神得以成就一项伟

大的探索。

为了开展胰岛素工作的人工合成，一些研究其

他课题的高研人员放弃了原来的工作，投身于新的

课题，在早期天然胰岛素拆合、重合成、活力恢复

和纯化阶段解决了关键性的难题，并于 1959 年底

提出了“蛋白质空间结构信息包含在其一级结构中”

这一重要观点，但为了顾全大局，没有及时将成果

公开发表 ( 美国科学家安芬森因 1961 年提出“蛋

白质的一级结构决定高级结构”而获得 1972 年诺

贝尔化学奖 )。
1965 年胰岛素全合成获得成功，研究论文在

《中国科学》杂志发表，大部分一线科研人员都没

有在论文中署名。包括项目协作组组长王应睐先生，

项目负责人曹天钦先生，拆合工作负责人邹承鲁先

生，他们在项目实施的过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

用，但他们的名字同样没有出现在文章的署名里。

面对名利老一辈科学家讲的是奉献，追求的是事业。

这种境界与风范不正是当代社会需要大力继承和弘

扬的时代精神吗？

3　艰苦奋斗，团结协作

胰岛素的人工合成可谓步步艰辛，历经险阻。

在重重困难面前没有顽强的斗志和坚忍不拔的毅

力，要想取得成功是不可能的。同样，欲克服一个

又一个困难，攻克一道又一道难关，没有多方面的

团结合作和优势集成也是难以实现的。正是凭着艰

苦奋斗、团结协作这么一股劲，这么一种精神，上

海生物化学研究所、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北京大

学共同演绎了一段蛋白质合成的宏伟乐章，在中国

近代科学发展史上树立了集中优势力量干大事的成

功典范。

从胰岛素合成的学术性和工作强度来看，当时

国内任何一个单位都难以在短时间内独立完成。牛

胰岛素由 A、B 两条肽链组成，两链之间通过 2 个

二硫键相连，其中 A 链另有一个二硫键的内部连接。

合成方案需要分别合成 A 链和 B 链，再将两条链

重组得到合成胰岛素，这其中包括了近 200 步反应，

其工作量之大可见一斑。而且每一步反应都需要找

到合适的方案，中间体还需经过严格的检测。就当

时的研究基础和技术力量而言，几乎没有经验可以

借鉴，任何一个步骤的推进都需要科研人员深入探

讨，反复推敲和多次实践。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

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北京大学三家单位始终贯彻

大协作的精神，分工合作、联合攻坚，北京大学和

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负责合成 A 链，上海生物化学

研究所合成 B 链并负责 A 链和 B 链的连接，“不搞

上海的胰岛素，不搞北京的胰岛素，一心一意搞出

中国的胰岛素”。

20 世纪 60 年代初，中国的经济处于困难时期，

科学家的生活条件很差，常因为吃不饱饭而身体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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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生病现象时有发生。就是在这样极度困难的条

件下参与胰岛素合成的科研人员依然全身心投入到

研究工作之中，丝毫没有半点的懈怠和怨言。有的

科研人员因工作需要抛开家庭和年幼的子女，独自

奔赴异地忘我工作；有的因为接触有毒溶剂引发各

种疾病，不顾医生劝阻仍然坚守在自己的岗位；有

的在实验分工中甘当配角，自觉做一颗普通的螺丝

钉。为了做好工作，大家都不惜加班加点，甚至献

出自己宝贵的生命。胰岛素的人工合成凝聚了众人

的智慧，倾注了广大科研人员的心血和汗水。50 年

过去了，胰岛素合成展现出的艰苦奋斗、团结协作

精神犹如一座历史的灯塔永远照耀在人们的心头。

4　胰岛素精神当薪火相传

50 年后的今天，作为胰岛素人工合成的主要

组织者，王应睐所长的雕像端立在生物化学与细胞

生物学研究所实验大楼的大厅，默默地注视着这个

为祖国的生命科学事业作出过重要贡献、经历了风

雨沧桑和历史变迁的老研究所的发展。王应睐先生

生前倡导并为老一辈科学家所践行的“献身、求实、

团结、奋进”的所训既是“胰岛素精神”的真实写照，

又犹如跃动的烛光，点亮了研究所秉承的精神之路。 
当前，国家正处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时期。

基于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中国科学院提出了“率

先行动”计划，上海要构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

创新中心，科技发展的重要性被历史地凸显出来，

面对科技发展的重大历史机遇，传承和弘扬胰岛素

精神显得尤为重要。中国的科学研究要赶超国际一

流水平并实现引领发展，就需要科研人员面向国家

目标，树立“干大事”的信心和勇气，真正解放思想，

敢于挑战重大科学问题；就需要学习前辈们学为人

师、行为世范的光辉榜样，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

以高度的责任心、事业感，全心全意为国家科技事

业发展贡献聪明才智。

今天，我们纪念胰岛素人工合成 50 周年，追

忆当时的人和事，目的就是要以前辈们为榜样，缅

怀他们的功勋，弘扬他们的风范，让胰岛素精神代

代传承，不断发扬光大。以胰岛素精神激励一代代

科研工作者，严谨求实、严于治学、淡泊名利、勇

于奉献，为实现中国科技强国之梦而努力奋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