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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年来，“杰青”的资助额度不断在调整，数额从几十万元调整至数百万。但随着“千人
计划”、“万人计划”等引才计划的出台，在专家们看来，“杰青”的经费资助仍有调整的空间。

进展

本报讯 近日，中国科学院寒区旱区
环境与工程研究所研究员杨保等人通过
使用改进的树轮气候学方法对青藏高原
东北部大复本、长序列树轮宽度年表的
研究揭示，如果未来温度持续上升，该区
域气候将会变得更加湿润。相关研究成
果发表在《美国科学院院报》上。

提高对区域不同时间尺度干湿变化
规律的认识水平，是人类有效应对未来
气候变化的科学基础。树轮作为气候代
用指标，在研究历史时期气候变化方面
具有独特的优势。杨保与英国气候研究
组相关学者合作，利用半化石、朽木和活
树样本，建立了青藏高原东北部自公元
前 2637 年到 2011 年间的树轮宽度年表。
该年表证明该区域降水变化在最近 10
年、25 年和 50 年都是过去 3500 年历史
背景下最湿润的时段，而显著的干旱阶
段主要发生在公元前 4 世纪和 15 世纪的
后半叶。

研究发现，重建的降水序列与亚洲
夏季风关系不大，表明研究区的水汽可
能主要来源于大陆气团的夏季对流过
程。另外，本重建结果与古气候 网 站
NOAA 发布的长逾千年的 11 条北半球
温度序列在年代际至百年尺度上都存在
着显著的相关关系。与所谓的“中世纪暖
期”（公元 9~11 世纪）和“小冰期”（公元
14~19 世纪）相对应。

本项成果表明如果未来北半球温度
继续升高，研究区区域降水将会更加丰
沛。同时，研究成果还证明了按照不同生
长速率分组去趋势方法在中国西部树轮
气候学方面有着良好的应用前景。该项
目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资
助。

树轮气候学研究
取得新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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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老聚一堂 共叙“杰青”情
姻本报记者 彭科峰

1994 年，中国设立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并
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负责组织实施。

2014 年，“杰青”迎来它的 20 周岁生日。
弹指一挥间，20 年来，不少优秀的青年科研人

员在“杰青”资助下脱颖而出，科研生涯获得极大
的提升，不断迈向更高的平台。院士、校长，在 3000
多名“杰青”获得者中，这样的高层次人才不计其
数。

“杰青”究竟具有哪些神奇的力量？未来“杰
青”还需要哪些方面的完善？日前，多名“杰青”获
得者共聚一堂，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建议。

“没有‘杰青’，就没有我的今天”

“对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和‘杰青’，我一直
抱着一颗感恩的心。”中国工程院副院长、国家药
物临床试验机构主任樊代明院士饱含深情地说。

他是 1995 年的“杰青”获得者。获得“杰青”资
助后，他从第四军医大学一名普通的教授成长为
主任、校长乃至院士。“我们这一代人不能忘了科
学基金、基金委，它为很多科研工作者提供了一个
广大的平台。”

樊代明认为，“杰青”的诞生有它特殊的背景。
彼时，改革开放之后，科技迎来自己的春天，但此

前的“十年动乱”对科技界影响巨大，导致人才出
现断层，同时论资排辈之风盛行。而“杰青”的出现
恰逢其时，对科研经费的分配起到很好的引导作
用，“谁行谁就得，不看别的条件”。

中国工程院院士、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教授刘
加平也坦言，获得“杰青”是对自己“革命性的支
持”，因为资助的金额“超过前面获得的好几个基
金的总和”，对他从事的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的研
究帮助甚大。

西安交通大学热流科学与工程系主任何雅玲
认为，“杰青”对于青年人才成长有着巨大的推动
作用，尤其着眼于引领未来的基础研究，其管理机
制是由专家决策，注重申请人的学术水准和综合
素质，公平性很强。“‘杰青’管理突出尊重人才、宽
容失败，对鼓励年轻人潜心科研有着巨大的作
用。”何雅玲说。

“它让我从个人研究转向
注重团队组建”

对于历届“杰青”来说，获得资助之后最大的
转变，大多是从单打独斗转向团队合作。

“之前我的科研，往往是被市场牵着走，哪个
方向能挣钱，就从事哪方面的研究。‘杰青’为我们

这种希望在某领域深入研究的青年人才提供了平
台，让我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结合国际热点、国
家需求，进行自由探索。”西安交通大学科研院常
务副院长荣命哲说。

在荣命哲看来，获得“杰青”之后，他的科研生
涯由“个体户”向团队协作转变。“以前我都不太注
意团队交流。但科学发展到今天，尤其在工程领
域，更需要团队的力量，需要群策群力。我们开始
注重组建以几个同行为核心的团队，开始更加注
重团队成员的发展。”荣命哲说。

第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长熊利泽是
2007 年的“杰青”获得者。获得资助之后，他也提高
了对自我的要求，一是发表论文从国内更多地转
向国外，尤其是高影响因子的论文越来越多；二是
开始注重从事一些临床转化成果的研究；三是更
加关注科研团队的培养，“让他们也成长起来”。

“它对团队建设影响非常大，有了资助，我们
就可以利用先进的设备，集中力量在一些领域作
出成果，打响国际知名度。”2009 年“杰青”获得者
单智伟如是说。

“应考虑对‘杰青’的后续支持”

20 年来，“杰青”的资助额度不断在调整，数额

从几十万元调整至数百万元。但随着“千人计划”
“万人计划”等引才计划的出台，在专家们看来，
“杰青”的经费资助仍有调整的空间。

荣命哲认为，目前中国科研行业竞争非常激
烈，“甚至有点混乱”，其原因和许多基金具有竞争
性有关。他认为“杰青”需要加强非竞争性科研经
费的投入，“比如对完成‘杰青’项目好的，可以考
虑给予后续支持，但需要对标准进行严格限定”。

“另外，自然科学基金在国际化合作上也有死
穴，应该放开步伐，可以让外国学者和中国学者一
起申请中国的基金，考虑接受中外科学家联合团
队的申请。”荣命哲同时表示。

对此，单智伟也有同感。他说：“一流成果靠人
才，我们的基金能不能考虑对全世界华人、科学家
开放？毕竟基础研究不涉及一些国家机密的东西，
可以让全世界的科学家来共同参与。”

他还认为，应考虑对“杰青”的后续支持，“不
能说答辩会完了就完了，就不管这些获得者的科
研活动了。能否有第二期乃至第三期的资助或者
规划，这一点需要基金委慎重考量。”单智伟说。

“希望未来我们的研究成果能够更加‘通
俗化’，让社会大众能够更加清楚地获知科研
人员所做出的一些工作和贡献。”熊利泽给出
这样的期许。

创新呼唤科技，科技需要
人才。青年人才是推动知识创
新的生力军，是提升国家综合
竞争能力的中坚力量，是当今
和未来世界的创造者。

为促进青年科学技术人
才的成长，培养造就一批进入
世界科技前沿的跨世纪优秀
学术带头人，1994 年，国家自
然基金委启动了国家杰出青
年科学基金项目。2014 年，项
目开创整整 20 年。20 年来，国
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坚持以
人为本，秉着公开、公正、公平
地遴选和培养拔尖创新人才
的模式，为中国科技崛起作出
突出贡献。

20 年来，“杰青”项目已支
持了数千名优秀人才，培养造
就了一批领衔式的“将帅之
才”。他们中有人当选中国科
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有人
奔走在全球科学前沿阵地，有
人身居科研管理要职，有人担
任国家重要科研项目负责人，
为实现中国梦奉献着自己的
力量。白春礼、刘德培、侯建
国、姚檀栋、杨焕明、卢柯……
这些耳熟能详的科学“大腕
儿”都与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
金紧密相连。

20 年来，在国家杰出青
年科学基金的支持下，年轻
的科学家面向世界科学前沿
和国家战略需求，在各自的
研究领域开展了富有特色的
创新性研究，在基础科学、生命科学、信息科
学、工程科学、资源环境等各个前沿研究领域
取得了一批在国内外有影响力的重要科研成
果。如介电体超晶格材料的设计制备、《中国植
物志》的编研、珠江三角洲毒害有机污染物研
究都是近年来受项目支持入选国家自然科学
奖的优秀科研成果。

20 年来，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促进了我
国科技创新队伍结构的优化和梯队建设，大量优
秀青年科研人才的加盟不仅补充和壮大了我国
的科技将帅人才队伍，也极大地改善了创新骨干
的学历结构和年龄结构，加速了人才成长和创新
团队的形成。如中科院国家天文台韩金林带领的
关于银河系磁场研究团队、中科院地质地球所朱
日祥带领的关于古地磁场研究团队、北京大学高
松带领的磁性金属配合物的研究团队等都是极
具实力的研究团队。

用 20 年的实践，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
目凝聚了一批海内外青年才俊，打造出一块迎贤
纳才的“金字招牌”。其资助效果和辐射效应不止
如此，它还为资助者在世界科技舞台施展才华、
参与国际科技竞争提供了良好支撑，有力地促进
了国际科技交流与合作。

眼下正是阳春三月，又到了每年一度的基金
申请时，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也又一次站
在新的起点上。继往开来，希望国家杰出青年科
学基金“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继续培养出更多
的优秀青年人才、孕育出更多的科研硕果，为中
国科学基金事业发展再续新篇。

本报讯 近日，北京大学化学与分子工
程学院陈鹏课题组首次利用小分子钯催化
剂激活了活细胞内的特定蛋白质，相关研
究成果在《自然—化学》杂志在线发表。

利用化学小分子调控生物大分子是化

学与生命科学交叉领域内受到长期关注的
问题，而如何在活体环境下实现高度特异
的调控是目前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

陈鹏课题组将基于钯催化剂的“脱保护
反应”与非天然氨基酸定点插入技术相结

合，通过优化生物相容的小分子钯催化剂
和化学保护基团，成功发展了一种活细胞
内的普适性蛋白质激活技术。

课题组的研究优势在于将非天然氨基
酸直接插入了目标蛋白质酶的催化活性位
点，使其处于完全“关闭”的状态；而在激活
过程中只要产生少量的处于“开启”状态的
蛋白质就足以对其功能及相关生物学功能
进行研究。

课题组将该策略用于多种含有关键赖氨
酸残基的蛋白质酶的激活，证明了该方法具
有很强的普适性。进一步的，他们利用此技术
深入研究了一种细菌三型分泌系统的毒素效
应蛋白磷酸丝氨酸裂解酶对宿主细胞内的胞
外信号调节激酶参与的信号转导通路的影
响。今后他们拟将这一策略拓展到赖氨酸以
外的蛋白质侧链上及其他生物大分子上，从
而进一步提高该方法的适用范围。

该工作为发展蛋白质的小分子激活方
法，尤其是适用于活细胞及活体的激活策
略提供了新的思路，为“在体”调控蛋白质
活性提供了新的工具。这项工作得到了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的资助。 （冯丽妃）

龟和鸟类、鳄鱼、蜥蜴三个物种中的哪一
类亲缘关系更近？这是长期以来困扰国际系统
发育生物学界的一个问题。

“系统发育是指某一个类群的形成和发展
过程，系统发育分析即是推断或评估这些进化
关系。”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所博士吕彬在接
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说。然而，随着基
因组时代的到来，传统的系统发育学研究方法
并不能很好地适用于大数据集，阻碍了新兴的
系统发育基因组学的快速发展。

对此，吕彬和成都生物所研究员傅金钟等
人在对十余种物种的 4500 多个基因进行分析
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一个基因、一种性状”的
新方法，让物种进化与系统发育学研究释放出
新的活力。

“一个基因，一种性状”

利用基因组或转录组数据和基因组学方
法可以解决重要类群的进化关系，并揭示物种
起源与分化以及多样性形成机制等重要问题。

随着二代基因测序技术的发展，生物学的
数据量呈现出爆炸式的增长。对此，很多进化
生物学专家认为，滞后的研究方法和庞大的数
据量的严重不对称是当前生物学研究中的一
大问题。

“系统发育基因组学具有信息量大、结果
可靠度高的优点，然而传统的方法在处理成千
上万个基因数据时存在难以克服的速率异质

性等系统误差。”吕彬告诉记者。然而，对这些
数据分析方法的创新一直以来却没有跟上数
据增长的步伐，过去的老方法在应对海量数据
的分析时显得力不从心。

为此，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项目的资
助下，吕彬和傅金钟等科研人员新提出了“一
个基因一个性状”的系统发育基因组学研究
方法、以更好地适应系统发育基因组学发展
的要求。

“DNA 序列可以看成是由 ATCG 四个字
母组成的文本，传统上，我们用‘一个位点’对
应‘一个性状’的办法来进行系统发育分析。”
吕彬解释说。比如，在同一个位点上，狗的碱基
是 A，鸡的碱基是 G，位点的碱基不同就是区
分物种的一个标志，这如同超市商品的条形
码，每个商品对应的是唯一的条码。

然而，如果有大量的基因数据，由于基因
以及碱基之间的速率差异很大，再用碱基位点
作为性状来对物种作进化分析就会不可避免
地引入系统误差。为此，吕彬等人通过生物信
息学的手段，用基因代替碱基作为系统发育的
性状，有效减缓了系统误差的影响。

新旧结合，互相检验

在四足动物中，龟的系统发育位置长期以
来备受争议。2012 年，吕彬和傅金钟等人与华
大基因合作，通过测定乌龟的转录组，得到了
4584 个同源基因，同时使用了传统方法和“一

个基因、一个性状”的新方法进行推断。
“传统的系统学方法强烈地支持龟与鸟和

鳄鱼的亲缘关系最近，与蜥蜴的关系较远，但
是对于每个基因的研究却发现龟的系统发育
位置存在大量的不一致性。”吕彬介绍说。经过
分析，课题组发现“一个基因、一个性状”的方
法不仅能够更加高效地使用基因组海量数据
进行计算，而且能够真实地反映出这种不确定
性。

与此同时，课题组还用新旧两种方法对
鸡、鳄鱼、蟒蛇等 12 类动物的基因组作了分
析，均得出明确的结果。

“传统和系统基因组的区别就是前者用少
量基因来鉴别物种，而系统基因组学是用上百
和上千个基因从基因层次上去区分物种。”吕
彬说。如果出现不一致，新方法与传统方法可
以互相检验，二者相辅相成，能够更好地推动

系统发育基因组学的普及和发展。
相关研究成果已于近日在线发表在 PLoS

ONE 上。对此，吕彬表示，这只是第一步，课题
组还将继续对方法进行完善和优化。

据介绍，课题组目前的研究都是围绕两栖
爬行动物展开的，尤其是两栖动物。他表示，相
关研究不仅涉及到两栖动物的起源问题，同时
还可以研究这些物种从水到陆生活的适应过
程，并有望通过基因检测和分析找到这些两栖
类动物在水陆变化的过程中发生变化的基因，
从而对人类和其他动物的起源有更进一步的
认识。

除了两栖爬行类等物种之间未知的关键
进化关系以外，课题组还将搜集更多编码基因
探析物种进化背后的机制，并不断完善新方
法，使其得到进一步推广，为系统发育基因组
学研究发展出力。

生物进化研究释放新活力
姻本报记者 冯丽妃

本报讯近日，中科院院士张启发和由他
领衔的华中农业大学作物遗传改良国家重
点实验室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创新研究群
体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项目的支持下，成
功克隆了第一个稻米垩白率的主效基因
Chalk5，并对其调控垩白形成的分子与细胞
学机理进行了深入研究。功能研究显示，该
基因在稻米优质分子育种中具有广阔的应
用前景。相关成果于 3 月 16 日在线发表于国
际顶级遗传学杂志《自然—遗传学》。

垩白是灌浆期胚乳淀粉粒和蛋白质颗
粒排列疏松而充气所形成的白色不透明部
分。它极大地影响了稻米可食用性产量，同
时对稻米透明度等外观品质、蒸煮食味和
营养品质等都有大的影响。

多年来，科学家们一直致力于寻找控
制垩白的关键基因，经过近 10 年研究，该
团队终于首次分离克隆到其中一个关键基
因 Chalk5。Chalk5 基因对很多稻米品质性
状具有大的普遍性影响，尤其是极大地影
响外观品质、精米产量和储藏蛋白质的总
含量。

研究成果不仅为优质稻米的分子育种
提供了目标基因，还为水稻优质育种实践
提供了理论指导，同时为进一步阐明作物
品质调控的生物学机理提供了理论依据，
而且为解释稻米产量与品质的矛盾与统一
提供了遗传与分子证据。 （鲁捷）

首个调控稻米垩白的
Chalk5 基因成功克隆

传统的系统学方法强烈地支持这个结论：龟与鸟和鳄鱼的亲缘关系
最近，与蜥蜴的关系较远。而日前科学家通过基因研究发现，龟的系统发
育位置存在大量的不一致性。

成都生物所成都生物所隗

科学家首次利用小分子钯催化剂激活特定蛋白质

发现

龟和鸟类、鳄鱼、蜥蜴三个物
种中的哪一类亲缘关系更近？中
科院成都生物所的科学家提出了
新的推断方法。

Caging group

Chemical
Decaging

Inactive Protein Active Prote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