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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细胞胞““快快递递””记记
美、德三位科学家因揭示“囊泡运输调控机制”获诺奖

文学奖：

村上春树有戏吗？

虽然本届诺贝尔奖文学奖的
颁奖日期仍然有待确定，但这并不
妨碍该奖项再次成为外界最为热
议的话题。著名博彩公司立博揭晓
2013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赔率名单，
日本作家村上春树延续了去年的
赔率热度，以1赔3的赔率排名首
位，成为最大热门。需要指出的是，
2012年村上春树就在该榜单上领
先，不过最后不敌莫言。

实际上，这已经是村上春树
连续五年排在预测名单榜首，但
他年年与诺奖无缘，村上春树堪
称诺奖史上“最悲壮的入围者”。

在赔率榜前10名里，有3位美国
作家上榜。有不少媒体分析认为，结
合博彩公司的赔率榜和诺奖文学
地缘的角度来看，圈内评论家认为，
美国作家获奖的可能性比较大。

物理学奖：

希格斯波色子最火

本届诺贝尔物理学奖紧随生
物学奖之后于8日揭晓。英国《卫报》
报道，在物理学奖方面，希格斯波色
子的相关研究获奖呼声最高。

不过，众多科学家均在这一领
域有过杰出贡献，具体颁给谁，可谓
一大悬念。比利时科学家弗朗索瓦·
恩勒特率先提出希格斯波色子的
设想。彼得·希格斯等6名科学家于
1964年发表了相关理论，并以他的
名字“希格斯”命名这种粒子。当然，
大型强子对撞机同样功不可没。科
学家于2012年7月宣布，他们通过对
撞机确认发现了希格斯波色子。

诺贝尔奖最多可由3人分享，
而今年的物理学奖最终花落谁
家，让我们拭目以待。

兰迪·谢克曼

发现“细胞快递”的基因

兰迪·谢克曼从上世纪70年
代起开始研究细胞运输系统的运
转机制。他利用酵母作为模式生
物开始研究其遗传学基础。通过
仔细筛选，谢克曼发现了一株运
输系统有障碍的突变株酵母。这
株酵母的运输系统像极了当今中
国某些大城市的交通状况，组织
状况极其混乱，而且无所事事的
囊泡会堆积在细胞的某一个角
落。

在明确这一状况是由基因突
变所导致之后，谢克曼踏上了寻
找靶基因之旅。最终，他发现有三
类基因调控着细胞运输系统的不
同方面，这一系统黑箱也随之露
出一缕峥嵘。

托马斯·祖德霍夫

校准“送货时间”的秒表

两位美国科学家之后，细胞
“快递”的接力棒交到了德国科学
家祖德霍夫手中，

他对大脑中神经细胞间的沟通
非常感兴趣。罗思曼与谢克曼的发现
可以解释囊泡中的神经递质能通过
一定机制释放出来，但这种释放的精
确调控机理是怎样的呢？上世纪90年
代，人们发现钙离子参与到这一过程
中。由此，祖德霍夫的研究开始聚焦
于神经细胞中的钙离子敏感蛋白，他
描摹出钙离子流动的分子机制，同时
还证实囊泡和细胞膜的融合过程是
神经递质释放的关键步骤。这一发现
解释了细胞运输系统在时间上的精
确性，同时还指出“货物”须有指令方
能下车。 (宗禾)

新新发发现现有有望望协协治治糖糖尿尿病病

10月7日，2013年诺贝尔奖生理学或医学奖在瑞典卡罗琳医学院揭晓，获奖者为三人，他们分别
是：美国科学家詹姆斯·罗思曼、兰迪·谢克曼以及德国科学家托马斯·祖德霍夫，以表彰他们发现细
胞内部囊泡运输调控机制。

众所周知，每个细胞都可视作生产和输出化学分子的工厂，比如用于调节血糖水平的胰岛素，再
比如传递神经信号的神经递质，都是细胞工厂的产品。这些分子在细胞内运输时乘坐的交通工具名
为囊泡。承载着化学分子的囊泡是如何在正确的时间抵达正确地点的呢？上述三位科学家像他们所
研究的囊泡一样，开始了研究细胞运输机理的接力“快递”。

本年度诺贝尔奖生理学或医学奖的揭晓，打响了诺贝尔奖的头炮。为了给其
助兴，诺贝尔奖官方网站列举了关于诺贝尔奖生理学或医学奖的一些“冷知识”。

据诺贝尔奖官网报道，自1901年起，该奖项已颁发了103次，已有201人获得这
一奖项。从1901年到现在这段漫长的时间里，其中有九年没有向任何人颁发该奖
项。原因可能是那些年份里，该领域并没有足够重要的发现和突破。

另外，由于该领域研究的特殊性，生理学奖或医学奖同时颁发给多位研究者
的情况较多，迄今该奖项颁发给单独个人的情况只有38次。 (中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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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奖：

史上最多的候选人

本届诺贝尔和平奖候选者达
到创纪录的259人，刚果民主共和
国妇科医生丹尼斯·穆克瓦格就是
其中之一，他和同事们曾经治疗了
数千名在战争中被轮奸、虐待的女
性。另外，遭受塔利班枪击，却成功
渡过难关的巴基斯坦女孩马拉拉·
尤萨福扎伊也榜上有名。而据《国
际财经时报》报道，美国泄密大兵
布拉德利·曼宁也有可能获奖。

(宗禾)

大猜想

在诸多文学奖候选者中，村
上春树此次依然是呼声最高的。

比利时科学家恩勒特(左)和
英国科学家希格斯(右)。

刚果医生穆克瓦格(左)和巴
基斯坦女孩尤萨福扎伊(右)。

在宣布了三位新科诺贝尔
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的名单
之后，诺贝尔奖评选委员会秘
书长戈兰·汉松在公告中同时
表达了自己的希望，他表示，希
望囊泡运输调控机制的进一步
研究能推动药物研发，帮助治
疗癫痫、糖尿病和其他代谢疾
病。

细胞生命活动依赖于细胞
内运输系统。所谓囊泡运输调
控机制，是指某些分子与物质
不能直接穿过细胞膜，而是依
赖围绕在细胞膜周围的囊泡传
递运输。囊泡通过与目标细胞
膜融合，在神经细胞指令下可
精确控制荷尔蒙、生物酶、神经
递质等分子传递的恰当时间与

位置。例如，对控制血糖具有重
要作用的胰岛素，正是借由囊
泡精确传递并最终释放在血液
中。

诺贝尔奖评选委员会说，
这一机制的发现帮助研究人员
更好地了解了多种疾病，包括
糖尿病和免疫系统紊乱。汉松
希望，囊泡运输调控机制的研

究能继续推动药物研发，治疗
人体代谢缺陷等疾病。

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揭
开了今年诺奖的颁发序幕，物
理、化学和文学等奖项将随后
颁发，今年每个奖项的奖金为
800万瑞典克朗(120万美元)，
获奖者将平分。

据新华社

詹姆斯·罗思曼

解码“交接货物”的暗号

罗思曼同样也是细胞运输系
统研究的粉丝。上世纪80和90年
代，他在哺乳动物细胞中开展了
相关研究。

罗思曼发现，一个蛋白复合物
能帮助囊泡与“货物”结合，并将后
者装入到囊泡中。而囊泡的膜及目
的细胞器的膜上均有相应的信号蛋
白。细胞内有很多类似蛋白，二者借
助暗号，确保货物的准确及时到达。
此外，罗思曼还发现，在胞外转运
时，机制与胞内转运非常类似。

进一步的研究中，谢克曼在酵母
中鉴定得到基因，罗思曼在哺乳动物
细胞中同样也有发现。这一事实也表
明，细胞运输机制沿袭自一个古老的
进化起源。

冷知识

该奖项曾9年

无奖可颁

新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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