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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细胞胞如如何何““吃吃掉掉自自己己””？？他他弄弄明明白白了了
日本科学家大隅良典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本报记者 王昱 编译

对治疗癌症有帮助

细胞自噬是近年来热门
研究领域。“自噬”字面意思
是“将自己吃掉”，实则是一
种细胞自身成分降解和循环
的基本过程。通俗地说，细胞
可以通过降解自身的非必需
成分来提供营养和能量，也
可以降解一些毒性成分以阻
止细胞损伤和凋亡。“自噬”
概念于上世纪６０年代提出，
当时研究人员就发现了细胞
这种降解自身成分的现象，
但有关机制一直不为人知。
上世纪９０年代初，大隅良典
通过利用常见的酵母进行一
系列实验后，发现了对细胞
自噬机制具有决定性意义的
基因。基于这一研究成果，他
随后又阐明了自噬机制的原
理，并证明人类细胞也拥有
相同的自噬机制。

评选委员会在当天发布的
新闻公报中指出，大隅良典的
研究成果有助于人类更好地了
解细胞如何实现自身的循环利
用。在适应饥饿或应对感染等
许多生理进程中，细胞自噬机
制都有重要意义，大隅良典的
发现为理解这些意义开辟了道
路。此外，细胞自噬基因的突变
会引发疾病，因此干扰自噬过
程可以用于癌症和神经系统
疾病等的治疗。

“要是得奖就麻烦啦”

此次获奖的大隅良典现年
71岁，现任日本东京工业大学
的荣誉教授。大隅良典专长生
物学，特别是分子生物学领域。
其带领的研究小组今年7月宣
布，成功探明了细胞自噬的启
动机制。

“诺贝尔奖对研究者来
说是至高无上的荣誉。”在3
日 晚 间 召 开 的 记 者 招 待 会
上，大隅良典对记者表示。在
解释自己怎样发现细胞自噬
机制时，他打趣地解释说：

“我这个人对别人不研究的
事情特别有兴趣，所以才从
研究酵母的液泡入手开始研
究。在最开始的时候也没想
到会做到今天的地步，这一
点请大家一定理解。”

大隅良典的成绩与他的
勤奋难以分开，他的妻子大
隅万理子评价他是个“在家
也成天考虑研究的事、研究
和生活完全分不开的人”。为
了专心研究，大隅良典很少
出席社交活动。几天前，他从
报纸上得知了自己被提名的
消息，因此获奖当天早上，临
出门前他还跟妻子说：“要是
真得奖就麻烦啦，（应酬）很
让人困扰啊。”

作为今年该奖项的唯一获
奖者，大隅良典将独得800万瑞
典克朗（约合人民币622万元）
的奖金。

日本获奖者已达25人

诺贝尔奖对于日本来说其
实并不陌生，据朝日新闻统计，
截至目前，日本已相继诞生了
25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其中两
人获奖时为美籍），奖项涵盖物
理、化学、文学等各门类。尤其
值得注意的是，21世纪以来，日
本的诺奖获得者出现“井喷”，
2000年以来已先后有17人获
奖，获奖人数仅次于美国，排名
第二，近三年更是实现了年年
有人获奖。

不过，对于“诺奖丰收”的
大好形势，日本媒体倒显得十
分冷静。《日本经济新闻》早前
曾撰文指出，诺贝尔奖的颁发有
滞后的特点，衡量的只是二三
十年前的研究水平。日本政府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不断增加
科学技术振兴经费，日本企业
也积极致力于基础研究，所以
才造成了一代科学家空前繁盛
的景象，也造就了近几年日本
诺奖的丰收，但这种景象是否
能持续？《日本经济新闻》认为，
近几年，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
研究水平显著提高，在有些领
域日本“已经被赶超”。诺贝尔
奖获得者的研究成果多在30-
40岁比较年轻时取得，要想确
保日本的科学实力，必须为年
轻和中坚研究人员创造可全身
心投入科研的环境。无独有偶，

“鼓励年轻人”也是大隅良典获
奖后发言提及的要点。

瑞典卡罗琳医学院３日在斯德哥尔摩宣布，将２０１６年诺贝
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日本科学家大隅良典，以表彰他在细
胞自噬机制研究中取得的成就。

●物理学奖： 10月4日17时45分；
●化 学 奖： 10月5日17时45分；
●和 平 奖： 10月7日17时；
●经济学奖： 10月10日17时45分；
●文 学 奖： 10月13日。

其他奖项揭晓时间（北京时间）

3日，大隅良典出席新闻发布会。 新华/路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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