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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当今世界科技正处在一次新的革命性变革的前夜。
人类迫切需要创新发展模式和发展途径，创新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开发新的资源。
这样的需求和矛盾，强烈呼唤着新的科学技术革命。
而全球金融危机所带来的世界经济、产业格局的大变化，很可能会加快新科技革命的到来。
学科创立、成长和发展，是科学技术创新发展的基础，是科学知识体系化的象征，是创新型国家建设
的重要方面。
深入开展学科研究，总结学科发展规律，明晰学科发展方向，对促进学科的交叉融合并衍生新兴学科
，继而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加速科技革命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科协自2006年开始启动学科发展研究及发布活动，连续完成了每个年度的学科发展研究系列报告
编辑出版及发布工作。
2009年，中国科协组织中国气象学会等27个全国学会分别对大气科学、古生物学、微生物学、生态学
、岩石力学与岩石工程、系统科学与系统工程、青藏高原研究、晶体学、动力与电气工程、工程热物
理、标准化科学技术、测绘科学与技术、烟草科学与技术、仿真科学与技术、颗粒学、惯性技术、风
景园林、畜牧兽医科学、作物学、茶学、体育科学、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科学技术史、土地科学、
智能科学与技术、密码学等26个学科的发展研究，最终完成学科发展研究系列报告和《学科发展报告
综合卷（2009-2010）》。
学科发展研究系列报告（2009-2010）共27卷，约800万字，回顾总结了所涉及学科近年来所取得的科研
成果和技术突破，反映了相关学科的产业发展、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等，集中了相关学科领域专家学
者的智慧，内容深入浅出，有较高的学术水准和前瞻性，有助于科技工作者、有关决策部门和社会公
众了解、把握相关学科发展动态和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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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份《晶体学学科发展报告(2009—2010)》主要包括综合报告及专题报告两大部分，全文按照科协要
求，最后精简为约15万字。
由于是初次撰写晶体学科发展报告，综合报告部分简要回顾了国内外晶体学的发展历程、概述了我国
各相关领域近年来的发展现状并且提出了面临的问题以及对未来的展望及对策，然后各个专题报告着
重阐述了中国晶体学各领域近三年来的取得的重大进展和成果，并且指明了今后的发展趋势和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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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我国蛋白晶体学科在梁栋材院士等老一辈结构生物学家的领导下，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
从无到有，克服了重重困难，做出了非常出色的工作。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蛋白质晶体结构研究更是取得了长足的进步：2004年，由中科院生物物理研究
所常文瑞教授和中科院植物研究所匡廷云教授课题组合作完成“菠菜主要捕光复合物（LHC-Ⅱ
）2.72A分辨率的晶体结构”研究，其成果作为封面文章发表在2004年3月的《自然》杂志上。
这是我国结构生物学研究中第一个被解析的膜蛋白结构，也是我国结构生物学研究成果首次作为封面
文章登在《自然》杂志上，标志着我国结构生物学进入国际一流水平。
这一成果发表之后两天，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向生物物理研究所和该所主持此项研究的常文瑞院士
发去贺信，向他们表示祝贺。
由清华大学和中科院生物物理研究所饶子和院士和徐建兴研究员合作完成的“线粒体膜蛋白质复合物
Ⅱ的结构解析”发表在2005年的《细胞》杂志上。
这是线粒体呼吸链研究领域中一个里程碑式的发现，也是《细胞》25年来首次完整地刊登中国科学家
在本土完成的原创性研究成果，标志着我国的结构生物学研究进入世界先进之列。
近几年饶子和院士研究组还在SARS冠状病毒及禽流感病毒等前沿领域取得了突出的成果。
2008年7月，由中科院生物物理研究所刘迎芳研究员领导的研究组和饶子和院士领导的南开大学清华大
学一生物物理所联合研究组共同完成的禽流感病毒H5N1聚合酶关键部分PA亚基与PB1多肽复合体的精
细三维结构刊登在《自然》杂志上，这一研究成果填补了对禽流感病毒聚合酶结构领域研究的空白，
标志着禽流感病毒的研究在经过多年的沉寂后，再一次推出令人瞩目的科研成果。
这一结构的解析为研究禽流感病毒的复制机制以及设计抗流感病毒的药物提供了真实可用的模型。
随着结构生物学研究的迅速发展，我国蛋白晶体学近年来呈现出新的发展态势。
通过千人计划、百人计划、长江学者以及各单位的人才引进计划，引进了一大批杰出的海外中青年科
学家，如清华大学的施一公教授，中科院生物物理所的许瑞明研究员等，结合原有基础，构成了一支
以中青年为主体的极富活力的研究队伍。
我国第三代同步辐射及其生物大分子站线在2009年建成并投入使用，一系列国际最先进的冷冻电镜的
引进，以及正在建设中的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设施，构建了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实验平台。
近5年来，我国在膜蛋白、蛋白质复合物及一些重要功能蛋白质的研究已取得重要成绩，已在国际顶
级综合性学术刊物Cell、Nature、Science发表10篇论文，其中2008～2009年两年连续发表5篇论文，表明
我国的结构生物学研究已进入国际前沿和先进行列。
近两年涌现出一大批重要成果，例如，氨基酸转运蛋白AdiC、甲酸通道FocA等生物膜蛋白结构，脱落
酸（ABA）受体、AMPK蛋白激酶、禽流感病毒H5N1聚合酶研究、神经营养因子3受体p75NTR等重要
功能的蛋白结构。
这些情况显示，我国生物大分子晶体学研究正在进入一个具备实力推动原始创新发展的新阶段。
在这一时期，生物大分子晶体学研究与认识生命活动规律及人类健康与疾病相关问题的关系将更加密
切，作用更显重要。
目前，结构生物学这一科学领域的主要前沿研究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生物膜蛋白研究从一般的水溶性细胞环境到特殊的含有脂质的生物膜环境。
膜蛋白在几乎所有的生命活动中都承担着重要的功能，并且与许多疾病（如癌症，心血管疾病，老年
件痴呆症）密切相关，大量药物靶点也都是膜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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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2009-2010晶体学学科发展报告》是中国科协学科发展研究系列报告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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