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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任何传统体制下
做科研，都有束缚，必须
独立自主。”21日，当张
建国总结华大基因发展
之路时说出这句话，记
者感觉有点耳熟。

几天前，当南方科
技大学校长朱清时发表
致考生和家长的一封
信，表示将自主招生、自
授学历和文凭时，也曾
说过“改革势必与传统
体制发生冲撞，中国大
学有活力必须打破学位
铁饭碗。”

不同的语句，同样
的表达。一个是从注册
伊始就挂着“民办非企
业单位”牌子进行独立
科研的华大基因，另一
个是等了三年没等来招
生批复被逼自授文凭的
南方科技大学。值得玩
味的是，二者同样发生
在深圳——— 中国改革开
放的最前沿。

其实，如果追究华
大基因的发展路线，深
圳并不是最初之选。张
建国介绍说，“成立时选
址在北京，依托中科院
遗传所申请。但后来，我
们发现，要想在科研领
域得以持久探索和进
步，必须跳出传统体制
的束缚，只有独立自主
才能养活自己。”

2007年，华大基因
总部迁移，主力南下深
圳，成立了深圳华大基
因研究院。“深圳是特
区，环境更适合突破性
的工作。而深圳政府也
给了我们更多的支持。”

张建国介绍，目前深圳
华大基因研究院所在的
办公地点是一片工业
区，可以享受到较低的
租金，政府在人才引进
方面也有政策扶持。

早期，华大基因研
究院的运转是自己做项
目，同时申请国家课题
研究。“目前，深圳华大
基因研究院是两条腿走
路，在全世界范围内提
供科研合作，以服务形
式来支撑研发投入。”张
建国将这一模式归结为
中国科研机构中“独一
无二”的。

谈到处在风口浪尖
上的南科大，张建国表
示“对他们目前所面临
的处境深有体会”。他表
示，“无论是大学还是科
研机构，都需要跳出传
统体制才能发展。道路
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

的。”

还有另一个有意思
的事情。南科大和华大
基因对人才的喜爱有着
相同的偏好：同时对一
个10岁的孩子发生了兴

趣。前者招收他作为第
一个学生，后者邀请他
到实验室参观科研。这
个孩子就是来自山东泰
安的苏刘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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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科技大学突破体制束缚自授文凭，将世人目光引向中国南部

沿海城市深圳。21日，另一个重量级的声音再一次将深圳推上了前台：

在世界权威科学杂志《Science》(《科学》)最新公布的“2010年十大科学突

破”榜单中，有两项来自中国，而且全部来自深圳华大基因研究院。

21日，华大基因研究院“千种单基因病计划”负责人张建国向本报

解密华大基因的突破。

华大基因究竟发现了什么？

此次华大基因上榜的两

项科学突破分别是“下一世代

的基因组学”及“外显子组测
序/罕见疾病基因”。张建国主

持参与了后者的研究。

在日常生活中，你是否遇

到这样的例子：两个身体都很

健康的夫妇，却生出了一个不

健康的孩子。一家人辗转求

医，总是找不到病因。

“罕见疾病，发病率低，

所以研究投入少、关注者少。

但这些人的群体总和不容忽

视，在中国有几千万之多，每

一种病有几万患者。”张建国

介绍，“这些罕见疾病都是由

某个单独的有缺陷的基因引

起的，往往是遗传性的。我们

这项被称为突破的研究，就

是力图寻找到一千种罕见疾

病的致病基因。”

张建国进一步解释，人

身上总共有 2 0 0 0 0 多个基

因，但不是每一个都会导致

疾病。华大基因于2010年5

月启动了“千种单基因病计

划”，100多个项目组同时进

行攻关，力图寻找出导致那

些罕见遗传性疾病致病基

因。

华大基因用来寻找这些

致病基因的办法是“外显子组

测序”，“就是实际编码蛋白质

的基因组部分，仅占整个基因

组的1%左右。因为致病突变

基因的85%都在这一区域，因

此这是个性价比更高的办法，

比全基因组测序经费投入更

低。”张建国说。

目前，通过这一办法，华

大基因研究人员发现了至少

造成 12种疾病的特别的基

因突变。其中一项，就是深圳

华大基因研究院与中南大学

湘雅医院等单位合作研究、

于11月23日发现的小脑共

济失调(俗称“企鹅病”)新致

病基因。

将会怎样影响人类生活？

“简单地说，这个突破

的意义在于两个方面。”张

建国说，从预防角度，通过

对父母双方的产前诊断，可
以检测出他们是否携带这

种致病基因，从而减少新生

儿畸形的发病率。另外，对

于患者来说，通过检测基

因，一些罕见疾病和“被误
解了的”疑难病症可以找到

病因，对症下药。

张建国告诉记者，很多复

杂疾病，例如常见的糖尿病，

有一部分发病原因是单基因

缺陷造成，而此前这很难被精

确发现。对于复杂疾病的攻克
和研究，单基因病研究有着基

础意义，“将使疾病的诊断更

为精确，疾病种类更细化，患

者可以得到对症治疗。”

曾引起各界关注的神木

“癌症世家”的破译就很能说

明问题。一个家族43人中，18

人出现肿瘤症状。后来，经过

多方专家会诊，才被确诊为
“单基因遗传性疾病”。

华大基因靠什么成功？

除了有关罕见疾病基因的

突破，华大基因还取得了另一

项突破：“下一世代的基因组

学”，并取得了“古人类全基因

组的深度序列测定”、“迄今最

详尽人类基因多态性图谱”、

“中国人全基因组DNA甲基化

图谱”等3项科研成果。

为什么两项突破都发生

在华大基因？2001年就加入

华大基因研究院的张建国认

为，这是靠实力说话，“华大的

基因研究走过了一条从参与

到引领的路线”。

据了解，1999年，华大基

因研究院随着“国际人类基因

组计划1%项目”的正式启动

而成立，是“中国基因组中

心”，当时华大基因参与研究

范围只有国际人类基因组计

划“中国部分”的 1%。到了

2002年，华大基因参与了“国

际人类单体型图计划”，研究

任务已经占到该计划的10%。

2008年，华大基因独立完成

了第一个中国人基因组测序

“炎黄一号”。

张建国认为，目前华大基

因拥有以下几大能力是国内

其他研究机构所不能比拟的：

测序能力、计算能力，以及
1000多人的高水平生物信息

学队伍所代表的数据分析能

力。而最后一项也是华大基因

取得一次次突破最为关键的。

“这支人才队伍来自数学

物理、生物医学、计算机三个

专业方向。是整个华大信息最

年轻的队伍，以本科生为骨

干。”张建国提到，参与此次突

破研究工作的，还有尚未毕业

的本科生。“我们看中新生队

伍的灵活性、创新性和发现精

神，可以很快提升研究水平。”

最后，张建国评价华大基

因时显得豪情满怀，“全世界

最大的基因组中心之一，之一

也是可以去掉的”。华大基因人才队伍很年轻。

▲深圳华大基因
研究院和丹麦哥本哈

根大学联合创建的中

丹基因组联合中心，

今年初完成了世界首

例古人类全基因组的

深度序列测定和解读
工作。2010年2月11日

出版的国际顶尖科学

期刊《自然》，以封面

故事报道了这一历史

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