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且也 重视理论修养，提高细胞
生物学的研究水平来

庄孝德

(中国科学院上海细胞生物学研究所〉

从 1980 年在兰州举行的第一·次大会 到这

次大会， 细胞生物学在国内日益受到重视。很

多高等院校的生物系都开设细胞生物学课程，

科研工作也有了很大进展。随着教学和科研工

作的开展， 从事细胞生物学的专业人员也大大

增多 ， 我们的会员，从学会成立到现在发展到

八百多人就是证明。

在这期间，科研工作的进展，可以从这次

大会收到的论文判断，从数量上讲， 这次大会

收到论文 476 篇， 差不多比上次大会增加了一

倍。从这些论文所涉及的研究领域， 也比从前

更为广泛，尤其是有些领域以前因为论文数量

不多 ， 不能单独划分成小组进行宣读 ， 而这次

可以单独成组， 说明这些领域的研究更加充实

了 。 除此而外，一些已往未曾使用过的技术，

例如重组 DNA 、核酸顺序分析、单克隆抗体等 ，

从收到的论文判断， 已经在国内生了根， 将来

还会发挥更大的作用。

但是也必须看到，和国际上比，我们的科

研工作还是有差距的 ， 首先是研究的面还不够

广，和 1984 年将在日本东京举行的第三届国际

细胞生物学学术会议的会议安排相比，有许多

方面我们尚未开展， 或者基本没有开展研究的

领域，例如，"细胞膜与细胞骨架的相互关系" 、

"细胞粘连和识别的分子机tl1l广、"细胞与基质的

相互关系飞

i说兑明我们还未能从各个方面进攻某些问题，而

绝不是提倡跟着国外 ，为填补空白而工作。其次

是技术上的差距 ，有些新技术，例如重组 DNA

和单克隆抗体等， 应用还不够广泛p 有些新技

术，尤其是电子计算机，还未能在工作中发挥

作用。

但是我认为这些差距都是暂时的，或者是

表面的而不是根本的，而且也都是情有可原l坷 ，

从细胞学在过去年代的遭遇看，从恢复细胞学、

细胞生物学的教学和研究的短暂时间看，从我

国的具体情况一一我们的人力 、 物力看 ， 取得

现在这样的成绩，已经不容易了 ， 随着工作的

继续开展，研究的面必然更扩大， 新技术的应

用还会越来越广泛，这些差距必然会越来越缩

小，这是毫无疑问的。

但是另一方面，研究工作的面扩大了， 新

技术的应用也广泛了，是不是就说明我们的细

胞生物学研究水平提高了?恐怕不能这样讲。

研究的水平取决于论文的质量， 关键应是吾我

们对问题研究的深入程度， 有没有独创性， 有

没有自己的学术观点，有没有建立起自己的体

系。这些才能说明论文的质量，代表学术水平。

当然这些都受时间的限制 ， 工作刚恢复不久，

要有个自诚而深的过程; 自己的学术观点， 自

己的体系 ， 也是在工作过程中逐渐地形成的。

要求在工作开始不久就搞得多么深入 ， 或者就

形成自己的学术观点，这是要求过急，也是不科

学的。然而在工作中不断地考虑怎样搞得更深

入些，不满足于一些易于拿到的初步的成果 ， 或

者考虑如何根据自己的结果建立自己的见解，

而不是人云亦云，满足于证明了别人的见解，这

些都是客观上对科研工作的要求， 也应是科研

工作者要求于自己的。我们的科研工作刚复不

久，及早注意这些方面，对于提高我们的研究水

平将会起很大作用，这就是我这次发言的 目的 。

根据和各方田的一些接触， 我感到如何看

待技术和方法是一个很值得重视的问题。科学

发展到今天，技术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甚

至可以说，对于圆满地完成一项研究， 技术往

往是起决定性作用的。不掌握电子显微镜技术，

e 根据在t全国细胞生物学第二次汰会闭幕式的发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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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细 胞生 物学杂志 1984 年

就无从进行超微结构的研究，不学握重任l DNA

的技术 ， j高基因工程也是空谈。但是这并不意

味着掌握了技术就会做研究了 ， 掌握技术是一

回事， 使用所;学;握的技术研究尚未解决的问题

是另一回事， 两者不能混淆起来， 如何看待技

术， 值得仔细谈谈。

应当从两个角度， 即从技术本身和使用技

术的角度看待技术。技术本身当然是一门学问，

因此要精益求精 ， 要不断革新， 要发展。-种

技术的产生取决于当时的科学水平 ; 例如单克

隆抗体技术是在免疫学、 组织培养、 细胞融合

等方面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因此发展一种技

术， 涉及的领域可能比较广泛， 其本身就是一

个研究课题。从发展的角度搞技术， 不仅是无

可非议的 ， 而且是需要大力提倡的。我们最近

接待-了一位外籍专家，他在定量细胞化学方面

有较深的造诣 ， 在免疫荧光显微术和图象分析

有许多创新，他曾表示愿意接受我们的人员 ，

我们也在物色适合的人选去学习 ， 期望将来在

国内在这一方面能有所发展。

从使用技术的角度， 我们是学生物学的 ，

或者 ， 如呆不是学生物学出身， 也是在研究生

物学问题。对我们来讲 ， 学习一种技术， 是为

了掌握它来研究某一个生物学问题。因此掌握

技术是为了使用。 研究什么问题， 决定在工作

中使用什么技术 ; 或者搞某)问题的哪个方面 ，

要选择!那种技术最为有利， 而不应是反过来，

从已掌握的技术去寻找研究课题， 这样做就会

限制工作的深入。 因为一个课题，深入地做下

去 ， 在各个阶段会需要不同的技术。 例如一项

工作在开始时可能需要了解某种细胞的超显微

结构， 要掌握电镜一套技术， 但是随着工作的

进展可能还需要同位素自显影，或酶标或其它

技术才能逐步深入下去，使工作有系统而又达

到较高的水平。如果只是靠所掌握的透射电镜

和超薄切片技术，观察各种不同的材料， 为了

积累资料这样做当然有需要， 但是终久受到限

制，会影响问题的深入，不容易提高研究水平。

研究什么问题， 决定使用州平;

了这一点可以使我们恰当地运用技术， 避免用

牛刀杀鸡， 没有必要地使用某些技术，也可避

免对某些技术的偏见。 现在比较新的技术各目

繁多， 这对我们的研究是有利的，但是也会造

成一种倾向 ， 认为老的技术已经过时了。 例如

和电子显微镜相比， 会觉得用光学显微镜就过

时了， 解决不了问题， 或者甚至觉得用光学显

微镜做工作水平不高， 影响所及，以至于在有

些单位搞石蜡切片的人越来越少 ， 长此下去，

可能会发展到后继无人的地步 ， 这是值得注意

的 。 实际上，使用光学显微镜还是电子显微镜，

应该是研究对象的水平的问题， 用光学显微镜

固然解决不了超显微水平的问题，用电镜 也不

见得能解决显微水平的问题。正是由于这个原

故， 光学显微镜至今还在不断地改进、 发展，

说明光镜还是有广泛的用途。所以， 是显微水

平的就不必用电镜F 用光镜进行仔细的观察，

得到比较系统的结果， 提出自己的见解， 这样

的工作也不见得没有水平。另一方面， 即使用

电镜工作， 但是相当植糙， 没有比别人看到更

多的东西，或者视而不见， 可以看到的没有看

出来， 这样的工作不能说有水平， 这就是说，

拿使用的技术判断工作的水平，以为使用的技

术要新， 工作才有水平，并不正确。

评价一项理论工作的水平 ， 是根据提出的

问题是否有意义，解决的深度如何，有没有新

的结果。 所谓"新"应是前人未曾知道的， 只

有"新"才能给科学增加块砖片瓦， 使人们对自

然多认识一点， 这才是理论研究的目的。做不

到这些， 仅仅是重复了别人的结果，或者基本

上重复了别人的结果， 即使使用的技术是最新

的，不能因此工作就是高水平的。

明确了技术在研究工作巾所处的地位一一

技术是重要的， 但不能唯技术论 ，使用不恰当 ，

新技术未必能产生所期望的效果-一一就容易理

解， 提高研究水平不能单靠技术， 主要应当靠

怎样提出问题， 怎样根据问题设计实验， 怎样

整理实验结果来回答所提出的问题 ; 或者 ， 再

由此提出新的问题， 进一步进行研究， 如此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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芳在往复， 逐步深入。这些虽是进行理论研究的

关键， 但是要做到并不容易，何况各个领域的

内容不同 P 问题也不同， 怎样根据问题设计实

验当然也不同，这一切都不能规格化，这不象

学习一个具体技术那样， 在短期内付出一定代

价可以"买"到一--就是说， 参加培训班或者看

几次示范就可以学到， 经过一些实践就可以掌

握解决。但是， 虽然"买"不到，并不是做不到 ，

因为尽管各个领域不同，作为理论研究， 终究

还有共同的要求， 就是要有较好的科学修养，

要经过慎密的思考提出问题，以及让实验来回

答问题。

先谈最后一点-一一关于让实验回答问题。

由于我个人的局限，我只能从我熟悉的专业举

例子。胚胎学的历史中在这方面有足够的经验

教训， 在 18 世纪和以前，胚胎学之所以长期被

先成论统治着，阻碍了发展， 当然有各式各样

的原因， 其中主要的是人们被→定的概念束缚

着， 带着框框去观察， 要被观察的东西符合自

己的主观。 或者，用 自 己的概念解释观察到的

东西。 另-方面 ，实验胚胎学之所以能够兴起、

发展， 也正是由于让实验回答所提出的问题。

例如问题是z 二细胞时期的两个裂球是否有相

同的发育能力， 就想办法把两个裂球分开，让

实验结果一一两个裂球能不能都发育成正常胚

胎一一-来回答。

我们当然不会再犯胚胎学历史中的错误，

但是尊重客观， 在整理实验时不要受到主观愿

望的影响， 可能还是应当时刻注意的。

关于慎密地考虑问题，可以举一个历史人

物 Boveri的一-项工作做例子，一般的教本里都

讲到他首先发现的马姻虫的染色质消减，他利

用双精受精关于染色体和发育及遗传的关系的

研究(1 905 年左右)更是走在时代的前面。简单

地说那时已经知道:1. 精、卵细胞都是单倍体 5

2.受精卵中精子带进的中心体， 在卵裂时一分

为二， 其间产生纺锤体 ; 3. 海胆 2 细胞和 4 细

胞时期的裂球可以用缺钙的海水分开，各自发

育为正常 íJJ Ell 。 在这基础上他让双受梢的海胆

卵子发育到 4 裂球时期， 然后分开，使裂球各

自发育，在大量的例子里只有极少数发育正常 ，

绝大多数有不同程度、 不同情况的病态。 他考

虑在双受椅的条件下， 染色体是三倍的， 可是

两条精子带进两个中心体，分裂成四个p 在四

个中心体之间会有四个纺锤体; 三倍的染色体

要排列在四个纺锤体的赤道上。因为染色体的

排列〈参入到那个纺锤体)是随机的。因此不仅

同一卵子卵裂后产生的四个裂球所含的染色体

数目不同，不同卵子产生的 1/4 裂球所含的染

色体数目可能也不相同， 即使数目相同所含的

染色体不-一定相同。他根据大量的资料，从胚

胎发育的不正常程度，判断染色体对发育的关

系， 各个染色体有质的不同。

可以看出， Boveri 是经过深思熟虑进行

这项把染色体和发育联系起来的工作的。这项

工作，在学术思想上以及所达到的论断上， 不

仅在当时，甚至在相当长的时间，都是独树一

帜的。 可以说直到七十年代，利用细胞融合的

手段， 才能探讨单个染色体的作用。

深思熟虑地考J主 问题当然不是指毫无事实

根据地凭空臆想，而是指广泛地吸取他人的成

就加以综合整理一一所谓踏着前人的肩膀上

去，就是这个意思。吸取别人的成就打开自己

的路子，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 。T .H.Morgan 

在最早的果蝇的交配实验中发现了白眼的个体

总是雄性。他如果不是在 Wilson 等人关于性染

色体研究的启发或影响之下， 研究果蝇雌雄性

染色体的差别，可能不会把性状遗传和染色体

联系起来，雄性个体的白眼遗传可能停留在一

个难以解释的孤立的现象;进一步说，细胞遗传

学何时出现，从什么人那里开始 ，就很难说了。

这些当然都是历史了。但是我认为， 关于

怎样才能提出有科学意义的问题， 如何把研究

工作做好， 直到现在要求并没有变 ， 而且在某

种程度上说，满足这些要求需要付出更大的努

力。为什么这样讲呢?

现在的学科越分越细 ，研究领域越来越多 ，

即使在细胞生物学的范国主内， 在某一领域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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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研究工作的可能对其它领域就不够了解。由

于专业的或其它原因，要照顾到左邻右舍是有

困难的，这当然是实情。但是即使有困难我们

还是不应"单打一飞例如搞染色体分带的λ心

中只想分带。把自己局限在某一领域 ， 其它一概

不管，这样做思想会受到限制，不利于多方面

考虑问题。因此， 虽然有困难， 但又不能不照

顾到左邻右舍， 看看人家在搞什么， 怎样搞，

有哪些可以借鉴，有哪些可以和自己搞的问题

联系起来。 否则，如果只是在一个范围之内打

转转，不容易提出更有意义的问题。在目前科

技资料汗牛充栋的情况下，即耍了解一些与自

己的研究不是那么直接有关的工作， 又要从中

抓住一些能为我所用的，这就要求有较好的判

断与综合能力，这可能是更高要求的一个方面。

另外还要求有学科背景，我们都知道细胞

生物学是在细胞水平上研究一些生物学问题，

例如关于发育和遗传的问题，因此就要求我们

能够从遗传或发育中提出问题。没有遗传学或

胚胎学的学科背景，没有丰富的遗传学或胚胎

学的知识， 就无从提出问题。或者即使接触到

一些问题，不知道它们的来龙去脉， 也不易深

刻理解。其所以如此， 是因为不论从发育或从

遗传方面训 ， 要进一步研究的重大问题，不是

现在才提出，而是早就提出来了。 目前我们是

用现代的概念去理解老早提出的问题，用现代

的技术去研究这些问题。了解这些问题是怎样

提出来， 在什么条件下提出来， 到现在已经研

究到什么程度F 与此同时了解一些概念是在什

么背景下产生的， 现在应当怎样来理解， 这一

切对于我们考虑问题或提出问题都会有莫大的

帮助。

面对上述的一些要求， 应当怎么办?我认

为我们应当加强理论修养， 首先把基础打好，

一门学科的发展， 往往需要越来越多的学科作

为它的基础， 科研工作虽然要求深入 ，要提高 ，

但是要在广阔的基础上提高， 才能健康发展。

就个人来讲， 有了广阔的基础 ， 良好的理论修

养， 不仅有利于提出科研问题， 也有利于解决

问题。 当然这不是提倡大家都把手头的工作放

下，回头再去打基础。而只是提出 ， 希望大家

在进行科研工作的同时要重视理论修养兼顾到

基础。 加强理论修养， 需要较长的时间， 不是

一朝一夕就能奏效， 因此更应及早注意。

我国细胞生物学的研究刚在发展，我相信，

如果能把对技术的看法摆正，如果能重视学科

基础， 多多从问题出发考虑工作进行研究， 我

们的研究水平将会有较快的提高 。

分子遗传学研究中的一些重要进展*

i儿善炯

( I-jJ 国科学院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 )

经典遗传学是以功能的观点来研究遗传物 中指出"物理， 化学， 天文和生埋学都涉及原

质和现象的。 基因这个名词首先是由丹麦的生 子 ，分子 ， 电子，厘米，秒和克等测试单位， 但遗

物学家 VV . Joha nsen (1909)提出来的。遗传学 传学都与此无关， 它仅以→种数学的方式进行

家根据基因的突变型的表型将其定作为一个功 逻辑的推断"。到四十年代中期， 物理学家Del-

能单位， 一种抽象而不可分割的结构形式存在 bruck 和 Shrodinger 对基因的概念提出 了他们

于染色体上。本世纪四十年代以前遗传学是一 的看法。以后 Beadle 等对基因的作用进行研究 ，

门孤立的学科， 它和物理科学没有联系 ， 正像 使遗传学的孤立现象开始改观， 遗传学向物理

Sturtevant 和 Bead l e 在他们合著的遗传学引论 科学逐渐靠拢 。 五十年代开始 向 VVatson 和] c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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