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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刊

去年 9月，历时 9年时间耗资
1.5亿美元，来自 5个国家 32个研
究机构的 442名科学家，以在《自
然》、《基因组生物学》和《基因组研
究》等 3个杂志上同时发表 30篇
论文的方式，宣示着一项名为
“DNA元件百科全书”（The Ency-
clopedia of DNA Elements, EN-
CODE）的庞大“解密计划”完成，
这是继人类基因组计划之后的最
大型的国际合作项目。
然而颇为讽刺的是，这项计划

中的研究主体，在近几十年的时间
里，却被普遍认为是没有生物意义
的“垃圾 DNA”。

1972 年，遗传学家大野乾
（Susumu Ohno）提出“垃圾 DNA”
（Junk DNA）这一概念。在随后的
几十年里，这一概念被用来形容那
些基因组上没有生物学意义的非
编码 DNA序列。

2003年人类基因组计划完成
之后，人们发现人类的全基因组包
含了超过 30 亿个碱基对、大约
20000个基因，但是把这些基因的
序列加起来，却仅仅只有全基因组
长度的 1.5%。难道这 1.5%就能解释
同卵双胞胎的差异，帮助人们找到
各种疾病的原因？人们疑惑了，质

疑了，并且开始行动了！
十年磨一剑，虽然这个计划还有待进一步补

充完善的地方，但是，它却已经颠覆了我们的传统
思维，将我们带入了一个新的基因组时代。

当 ENCODE完成，科学家们发现多达 400
万个基因开关和功能调节因子占据着大约 20%的
基因组序列的时候，就有人提议，基因的概念是否
已经过时，是否应该重新定义为那些具有生物意
义的转录本？新一轮的争论由此开始了。

与此同时，人们也发现，同一种治病手段，用
在不同人的身上，所起到的效果并不一样，甚至有
时导致截然相反的结果。这种差异被人们解释为
环境和遗传共同作用的结果，然而环境又是如何
去影响调控机体的，却又没有完美的理论和机制
去解释。这些种种的疑虑，却随着 ENCODE的完
成，得到了一种较为合理的解释。

疾病的产生，也许并不是某些基因的缺陷，
而是复杂的调控网络出现了紊乱，而人与人个体
的差异，恰恰也是源于这种调控网络间的差异，
同一种手段去干扰这种网络，自然会得到不同
的结果。因此，伴随着这种机制的逐渐揭示，个
体化医疗也将必然走进人们的视野中，诊断、治
疗这种传统的医疗模式也将被逐渐淘汰，代之
以检查、分析、制订个体医疗计划、治疗这种新
型的医疗模式，疾病预测和治疗手段也将更加
人性化和精确化。

当然，面对这样重大的科技成就，我们仍然
需要摆正心态，以一种客观的眼界去观察判断。正
如“垃圾 DNA”这一概念，我们也不能因此就极端
地将它摈弃，毕竟这些概念都是伴随着我们对生
命的一步步探索中诞生的，它见证着我们探索真
理的过程。

同时，ENCODE 的完成也仅仅说明 80%的
基因组是可能有生物功能的，而且我们还没有完
全弄清楚它们的机制，更不用说那剩下的 20%仍
然没有进一步证据指出它们存在的意义。也有证
据指出，敲除部分序列的小鼠，仍然能够健康长
大。所以，我们仅仅可以指出，“垃圾 DNA”也许不
是“垃圾”，而不能说“垃圾 DNA”根本就不存在。

另外，ENCODE虽然完成了，可是我们仅仅
是证明了这些 DNA元件的存在，并没有真正掌
握这些信息，也没有将其机制完全阐明，更没有将
其应用到个体化医疗等领域中。

所以现在要做的不是去欢呼雀跃，而是冷静
面对、分析这些宝贵的数据，真正吃透、掌握、理解
并最终运用生命这部天书，为人类生命作贡献。那
种融资、量产数据、堆砌数据的模式，才是生命探
索之路上真正的悲剧。

（选自中国科学院北京基因组所所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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淤深圳南山区
实验学校麒麟小学
部科普教育：学生在
体验科技的神奇。

于深圳南山区
实验学校麒麟小学
部科普教育：学生们
与小 Q机器人交流。

盂深圳中学科普
参观：同学们实地学
习电动汽车的原理。

中国科学院深
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供图

深圳华大基因研究院执行院长王俊是华大基
因研究院的领头人，在他的带领下，华大这个年轻
的团队一直潜心致力于对于基因工程的研究，取
得多项非凡成果，并广泛应用到人类的现实生活
中，为人类的发展和前进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这个在科技领域杰出的科学家，今年只有
36岁。获悉自己被提名为今年全球华人盛典人
物，王俊谦虚地说：“这个荣誉本身不是给我个
人的，而是给华大这个集体的，因为这番事业需
要我们一群人在一起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去努
力奋斗。”

在王俊看来，只是因为自己的位置，所以很多
荣誉集中在了自己一个人的身上。“但是我不会去
想太多个人发展方面的事情，我只是想做事，做让
老百姓能实实在在受益的事情。”王俊说。

走上基因探索之路

王俊本科毕业于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学习生物物理学专业。在大学期间他自己又辅
修了数学和计算机专业，本科毕业时，他却在研
究人工智能方向，也就是我们平时说的智能机
器人。他说，自己当时就是希望能通过做人工智
能，在生物学和数学、计算机之间找到一个学科
的交叉点。
但是在他研究智能机器人的时候却遇到了

很大的瓶颈。“人类对自身大脑结构的认识还是
不够的，而那时人类的基因研究正好是一个切
入点，那个点上人类可以从基因的水平出发，在

一个最基本的单元单位上先来认识生命，能够
搞清楚基因是如何运作的。”王俊认为这是未来
人类能够理解脑的认知行为的基础，也因此，王
俊从那时起走上了基因研究之路。
当年，中科院基因组学专家杨焕明到北大

去讲课，并希望能找到一个生物、数学和计算机
交叉学科的人才加入研究工作。王俊有幸加入
了杨焕明的研究团队，而那时华大基因研究院
还没有成立。
当时，中国科学院杨焕明团队已做了 1%的

人类基因组计划，王俊在研究团队里负责这一
任务的数据分析和处理。此项工作之后，王俊又
作了水稻基因组计划的完整数据分析和整理，
而这一整个过程让他和基因的缘分越来越深
厚，结下了不解之缘。

致力于造福人类

每每说到自己获得的荣誉时，王俊都谦虚
地表示，这些荣誉都是集体带给他的，他很庆幸
自己借助华大这个大平台，做了一些顺应社会
发展的事情。

华大基因研究院成立于 1999年。从 14年
前，全世界的人类基因组计划花了 30亿美元做
出第一张参考基因图谱开始，所有的人就都有
一个期待，当我们人类能够从基因学上认识自
身之后，到底这种技术本身能够对老百姓的健
康和生活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华大基因研究院
就是为了回答这个问题而产生的机构。

华大这个组织从做人类基因组开始，就一
直希望用基因组学的技术，能够实实在在地为
老百姓做点什么，能让老百姓对基因技术可以
看得见摸得着，让基因技术对他们的生活和生
产方式产生一些革命性的影响。王俊表示，让基
因技术为人类服务，是他和华大不变的追求。

王俊领衔的华大研究院从认识各个物种的基
因和人类基因开始，探索这些基因在什么条件和
环境下会起到什么作用，再去试图开发一些产品。
目前，华大基因已致力于疾病药物早期开发，出身

缺陷、新陈代谢疾病治疗药物开发等工作，就是要
推动基因技术为人类福祉作出更大贡献。
从科学发现到技术开发，到最后转化成一

个产品，需要经过大规模的试用和样例分析。这
种大科学和大产业的行为本身会积累海量数
据，这还和技术的更新换代有很大关系。王俊说
他们的团队仍然还在积累数据和不断地认识自
身的过程当中，虽然有一些简单的唐氏筛查和
肿瘤个体化的筛查和治疗已经可以应用到临床
上去了，但是绝大多数基因的潜能还是没被挖
掘出来的。人类对自身和周围世界的认识是非
常初步的，而这些认识本身需要在未来的一段
时间里，利用技术本身的更新换代，迅速积累大
规模的海量数据并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开发
算法和软件，才能够真正挖掘出更有意义的知
识，然后让知识转化成产品。

王俊介绍，在接手华大时他给自己和整个
团队制定的目标比较远大。他说，一开始我们并
没做短跑的打算，就知道这是一个很长远的事
情。而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会自己找乐子，边走
边玩边做，在研究中是能找到一些让自己能满
足的事情。
“不论是每一个小的技术上的突破，还是大

的科学上的发现，或者每一个技术的革新，每一
个产品和服务的产业化、社会化的进程都是会
让我们大家开心的。”王俊带领的团队已经做了
十万例唐氏筛查，在这十万例里面已经找到
1000多个有问题的孩子，挽救了 1000 多个家
庭，在整个过程中他自己和团队中的每一个人
都有一种不能言喻的成就感和幸福感。

还有更长的路要走

能够取得重大的科研成果，需要一个漫长的
过程。王俊说，目前自己还没有做到那一步，心里
总觉得缺很多东西，会觉得自己和这个团体的努
力还不够，还应该在这个方向上作更多的努力。
“华大是一个全球知名的优秀团队，一批年

轻人对整个未来充满了激情、想象力、创造力，

大家在未来技术发展的机遇里面做出一些事情
是完全有可能性的。”王俊说，如果有一天，中国
的 14亿老百姓和全世界 70多亿人口都能够享
受到基因科技对他们带来的生活上的改变，那
个时候，才称得上取得了成功。
王俊和自己团队的成就感是落实在工作的

每个细节里，王俊的团队研究每每有了新进展，
不论是社会化的、技术性的还是科学发现，大家
都很兴奋，因为他们在做一个对这个世界确确
实实能够产生影响和改变的事情。王俊说：“我
们知道真正的科学发现和真正的技术研发最终
能够转化成产品和服务，让老百姓实惠使用的
时候，我觉得这种认可，不仅仅是发表一两篇论
文或者赚一点钱能够相提并论的。”

动态

数学所
多项式与有理函数

多项式是数学特别是代数学中的基本概
念。5月 10日，中科院数学所研究员崔贵珍将从
拓扑、几何、分析等角度展示多项式和有理函
数，呈现给听众一个奇妙世界。

大家可能都有过听学术报告很快坠入云里
雾里的经历，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对报告所谈方
向的基本概念和结果及相应的思想缺乏了解。
针对这一问题，该报告力求由浅入深、小中见
大，着重揭示各种想法和结果间的联系，而不只
是罗列结果，也让大家可以看到许多貌似抽象
难懂的概念和原理，其实经常来源于一些研究
生阶段就熟知的古典数学中的想法和结果。

过程工程所
中国化学出版

5月 9日，英国皇家化学会中国区出版人、
编辑部总编张大平将在中科院过程工程研究所
作题为 Publishing for China的学术报告。
本次报告中，张大平将介绍英国皇家化学

会的情况和中国化学的发展情况，同时还将就
如何在高影响因子的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提出
建议。张大平于 2009年至今全面负责英国皇家
化学会大中国地区的业务，包括大陆、台湾和香
港。

西安光机所
高功率超短脉冲光纤激光系统

5月 6日，南安普敦大学光电子研究中心光
电博士何飞受邀访问中科院西安光学精密器械
研究所，并就固态激光器研发、高功率超短脉冲
光纤激光器和放大器系统领域，作了题为《高功
率超短脉冲光纤激光系统》的学术报告。

在南安普敦大学光电子研究中心期间，何飞
参加了大卫·理查森领导的光纤激光组，从事研
究工作；参与 EPSRC资助的“基础技术”项目，研
发用于产生超短X射线的“桌面”激光系统；在高
脉冲能量与高品质的飞秒激光脉冲（360fs）条件
下，开发出世界第一个超过 100瓦平均功率的光
纤啁啾脉冲放大系统。 （雨田整理）

报告

空间科技领域
首次重大科学问题学术研讨会在京召开

本报讯空间科技领域重大基础研究问题涉
及范围广泛，关系国家核心利益，近十年发展迅
速，并将在未来十年成为新一轮科技革命重要
战略高地。日前，我国空间科技领域首次重大科
学问题学术研讨会在京召开。

研讨会备受关注，近百名科技人员积极参
会，其中院士十余位，各领域学科带头人 80余
位。值得一提的是，30余名“国家杰出青年基金
获得者”和“千人计划”入选者作为空间科技领
域有望取得重大突破性进展的主力军和生力
军，积极与会参与讨论。

研讨会报告涵盖范围广，涉及空间国家重
大工程任务中的基础研究、空间基础学科研
究、空间应用基础研究和空间天气科学基础研
究四方面内容，仅空间天气科学基础研究一

项，提交的书面建议多达 40余项。
研讨会还对下阶段工作作出安排，成立空

间科技领域空间重大工程、空间应用、空间基础
学科和空间天气科学四个工作组，对重大基础
研究问题加以梳理，同时启动战略研究起草工
作；针对空间国家重大工程任务和空间应用两
方面内容，进一步加强调研，力求全面、充分梳
理重大基础研究问题；积极筹备，尽快召开空间
科技领域“973”计划发展战略研讨会。 （周瑶）

第二届中科院陆面同化研讨会
在大气所召开

本报讯由中科院大气物理研究所举办的第二
届中科院陆面同化研讨会于近日在大气所召开。
会议旨在讨论和交流在陆面数据同化与观

测领域以及陆面过程模拟方面取得的成果，凝
练关键科学问题，加强各科研单位之间的合作
交流，探讨陆面过程模拟以及陆面数据同化与
观测的未来研究方向。 （周权）

山西煤化所举办“青春讲堂”首场报告会

本报讯为纪念五四运动 94 周年，激励广
大团员青年坚定理想信念，为研究所发展贡
献青春、智慧和力量，5 月 2日下午，中科院山
西煤化所团委特邀所长王建国在图书馆三层
报告厅举办纪念五四运动 94 周年暨“青春讲
堂”首场报告会。

王建国首先与团员青年们分享了自己成
长过程中的学习心得体会，介绍了自己在科
研道路上不断取得进步的经历。他勉励团员
青年们能从中汲取经验教训，利用一切机会
学习和掌握先进的科研工作方法，并指出，青
年人要把握自身定位，寻求合适职业，注重团
队协作，增强竞争意识，抓住时代机遇，不断
开拓创新，在成就自己事业的同时成就国家
的事业。

最后，王建国殷切希望青年朋友在成长过
程中做到放眼未来、以诚待人、承担责任、踏实
做事、坚持学习、奋斗不懈。 （张宏民）

新疆理化所 3人获
第九批“千人计划”新疆项目支持

本报讯近日，中科院新疆理化技术研究所
推荐申报的杨志华、干为、程力 3位海外高层次
引进人才入选第九批国家“千人计划”新疆项
目，并获得相关科研经费支持。

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简称“千人计划”），
主要是围绕国家发展战略目标，从 2008年开始，用
5～10年，在国家重点创新项目、重点学科和重点
实验室、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为主的各类园区
等，引进并有重点地支持一批能够突破关键技术、
发展高新产业、带动新兴学科的战略科学家和领军
人才回国（来华）创新创业。国家“千人计划”实施
后，于 2011年专门设立“千人计划”新疆项目。
近年来，新疆理化所通过搭建平台、拓宽渠

道、配套政策等多项措施加大海外人才引进力
度，积极推进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工作，取得了
显著效果。截至目前，新疆理化所已有 4人入选
国家“千人计划”新疆项目。 （池景慧）

现场

他们惊讶于可视计算的实景 360 度扫描、与心理宣泄
机器人来了一场亲密互动、争先恐后体验神经假肢的神
奇、兴高采烈地与小 Q 机器人交谈……前不久，中国科学
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以下简称先进院）迎来了好几拨
特殊的客人。

今年 3月先是深圳市南山区实验学校麒麟小学部的 40余
名师生，到访先进院，他们在这里参观学习，近距离感受科学。

在老师的带领下，小学生们参观了可视计算实验室、
智能仿生实验室、神经假肢控制技术实验室和人机控制实
验室。

深圳市机器人协会推广部主任杨银与先进院集成所智
能仿生中心科研人员傅睿卿先后为大家系统介绍了中科院
机器人教育体系与机器人的分类，并用视频和图片等素材
为大家生动展示了各种类型的机器人。同学们时而捧腹大
笑，时而皱眉思索，时而举手抢答老师提出的问题，现场的
互动气氛很热烈。

两周后，深圳中学与深圳科学高中师生一行 45人来到先
进院参观交流。此行目的主要是让同学们感受科学、交流思
想，亲身体验科技创新的无穷魅力。

同学们分成三组，由先进院吴正斌、杨春雷、吴鸿斌三位
创新导师带领，先后参观了包括电动汽车实验室、光伏太阳能
实验室等“科研重地”。

同学们运用所学知识演算了深圳主要街道的耗电量、参
观了装有串联电池的电动汽车、近距离目睹了国际领先的铜
铟镓硒薄膜太阳能电池等。一项项眼花缭乱的科研发明，一幅
幅生动鲜明的介绍展板，配上老师们翔实易懂的讲解，同学们
在先进院切身感受到了科技为生活带来的种种改变。

参观结束后，三位创新导师分别与小组成员座谈，同学们
就课业之余的创新问题和研究困难与导师进行了讨论交流，
并一一得到解答。

4月，第二批深圳中学与深圳科学高中学生来到先进院
参观，并与先进院黄惠等 8位创新导师交流讨论。

先进院作为深圳中学的创新体验中心之一，在发挥自身
的创新文化与社会责任感的同时，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与实
践能力。为学生接触前沿课题，开展科学探究活动，体验发明
创新过程，培养认真严谨的专业素养，形成崇高的科学精神和
远大的科学志向搭建了平台。 （沈春蕾 冯春）

科技盛宴迷住中小学生

王俊：做让老百姓真正受益的事
姻本报记者郑金武通讯员廖瑾

王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