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阳春时节，长江两岸，油菜

花金黄夺目，弥漫着沁人心脾

的幽香。如果你喜欢春天里的

油菜花海，或者你还吃过健康

的菜籽油，那么，你一定要知道

他——“油菜院士”傅廷栋。

傅廷栋是新中国第一名油

菜遗传育种专业方向的研究

生，年过八旬，他依然围着油菜

田地转，每年从东南沿海到长江流域、西北地区，一路追随油

菜花开的脚步。他专注杂交油菜育种 60余年，带领团队培育

近 60个油菜品种。

下田上瘾的人

在位于湖北省武汉市的华中农业大学国家油菜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记者见到了81岁的傅廷栋院士。一口浓厚的南方口音，

说起油菜花，研究了一辈子油菜的傅廷栋，眼神充满喜爱。

“我们团队正在研究低芥酸油菜品种，它所含的亚油酸等不

饱和脂肪酸和维生素E等营养成分能很好地被人体吸收。”傅廷

栋说，他所带领的团队，一直在跟油菜育种这个难题“较劲”。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油菜遗传育种学家和农业教育家刘

后利创立研究团队，年轻的傅廷栋成为新中国第一名油菜遗传

育种方向的研究生。这一团队不断壮大，并吸收农机、资环、防

病等多学科人才，成为世界顶尖油菜遗传育种科研团队之一。

傅廷栋所带领的团队育成了第一批抗根肿病的品种，推

出了优质高油油菜品种。

这一团队为何能突飞猛进，在科研上也屡有突破？傅廷

栋透露了“秘诀”：搞农业的就要多下田。多下去，就会有新的

发现。

傅廷栋被学生称为“下田上瘾的人”。傅廷栋告诉记者，

如今每年油菜开花、收菜籽时还会下田，有时候跟学生们在田

里一天工作七八个小时，暑假会带学生去甘肃等西北地区。

从 1975年到现在，几十年如此。

站在农民角度思考问题

油菜是我国重要的油料作物，我国每年生产食用植物油

约 1000万吨，油菜籽油占一半以上。傅廷栋见证了我国油菜

的发展历程：40 年来，油菜种植面积增长了 3 倍、亩产量增长

了 3倍、总产量增长了近 10倍。

傅廷栋坦言，我国油菜产业位居世界前列，可挖掘增长空

间很大，面临的主要还是机械化和规模化的制约问题。傅廷

栋非常看重油菜产业的综合效益，他总是站在农民角度来思

考问题。

“我国长江流域的油菜成本在每公斤 4元，而加拿大等国

的油菜成本每公斤仅 2 元，在国际市场价格影响等因素制约

下，不少农民种植油菜积极性下降。”傅廷栋分析道，如果通过

调整价格补贴、推广高油品种、建立优质油菜保护区等政策，

激发农民积极性，每年长江流域再增加 5000万亩的冬闲田种

植油菜是可能的。

“油菜有六大功效，产油和饲料之外，还可以用来发展蔬

菜、绿肥、采蜜、观花旅游。”说起油菜，傅廷栋有着说不完的夸

奖，团队里科研人员已经从事油菜花色研究，油菜花将不再只

是黄色，让油菜花田里增添更多的喜事。

对于如何将油菜产业效益最大化，傅廷栋团队已在西北

地区探索麦收后种油菜十几年，两个月的秋季闲田种植，既增

添了田地绿化，又让农民每亩增收 4吨左右的青饲料，缓解了

当地畜牧业发展中的饲料问题。这也成为油菜产业一个新的

增长点。

傅廷栋的“油菜地图”还绘到了东南沿海盐碱地区，他甚

至还在设想推广油菜种植到南海岛礁。“我们团队正在进一步

筛选蛋白质含量更高的品种，进一步筛选更耐盐碱和耐旱的

材料，开展耐盐碱特殊机理的研究。如果成功种到南海岛礁，

可为当地居民增加新鲜蔬菜供给，又能解决食用油问题。”

不愿被称为“杂交油菜之父”

“过去穷，大家没有油吃，一个月三两到半斤油的限额供

给，后来吃油不再要油票，每月食用油量大大提高。实际上人

均每天 30 至 50 克油就足够了，我们现在吃的油过多、浪费也

多。”傅廷栋表示，食用油发展历程，也是国富民强、公众健康

意识提高的见证。

“油菜是中国原始的品种，见证油菜的发展进步，一直到

参与改良杂交油菜，感到很高兴。”今年正好有着 60年党龄的

傅廷栋曾担任世界油菜理事会主席，他也被世界油菜业内称

为“杂交油菜之父”，但傅廷栋并不太喜欢之父、之母的称呼，

他告诉记者，自己更愿意被称作“杂交油菜开拓者”。

尽管仍然坚持下田，但傅廷栋却认为，自己的工作量已经

比以前减小了不少。他说，自己的心愿是培养更多人才，培育

更好的油菜品种。

“油菜院士”傅廷栋

跟育种难题较劲6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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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同存，山东省郓城县人，现任武汉科技大学生命科

学与健康学院院长，主要从事重大疾病转录调节异常的

分子机制和 CAR-T 免疫治疗等方面的研究工作；先后

获得 10 余项国家和省部级科研项目资助，其中主持科技

部国家重大研究计划项目 1 项、863 专题项目 2 项、973 计

划子课题 1 项。

新华社记者 李 伟

今年年初，我国科研人员成功克隆出杂交稻

种子一事引多家媒体关注。这项成果背后的“功

臣”则是——中国水稻研究所水稻生物学国家重

点实验室王克剑团队。

“我们只是证明了无融合生殖方式的可行性，

以后还需要更多学者共同参与，这条路才能越走越

宽。”谈及这项科研突破，中国水稻研究所研究员王

克剑反复强调这一点。

一次实习经历改变人生轨迹

王克剑出生并成长于江苏农村，稻田是他儿时

最深刻的记忆之一。后走出农村求学，他没想过有

一天还会回到这片稻田。“历经几番机缘巧合，我才

把稻田当成了实验室。”他说。

2000 年，王克剑考入扬州大学，读农学专业。

那时，学校开设了很多专业课，令他不知“该把拳

头打向哪儿”，这样的状态持续了近三年。

那时的他，像很多年轻人一样，面对未来感到

迷茫、不知所措。

“转折来自一次实习经历。”王克剑说，本科实

习期间，由于自己导师从事遗传学研究工作，在他

的影响下，王克剑对遗传学领域的了解逐步加深。

被其中的妙趣所吸引后，他决心继续深造，从事相

关科研工作。

于是，王克剑开始找下一步深造的目标高校。

“我在上网进行检索时，检索结果中出现的第一个

科研单位便是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

所（以下简称遗传发育所）。”他说。

“首次联系遗传发育所时，对方只是鼓励我认

真备考；第二次联系时，对方补充说，今年竞争激

烈，考试难度恐怕不小。”王克剑笑称，自己在不知

情的状况下，已自学了很多课程，所以被对方的话

吓住。

而后，王克剑如愿考入遗传发育所，2009 年博

士毕业后，他留所工作。

2012 年，其所在的课题组在水稻中鉴定出了

HEI10 基因，并确认 HEI10 是从水稻中分离的第一

个可被用于指示重组位置的标记蛋白。这一研究

结论为水稻重组机制的深入研究提供了坚实基

础。

彼时的王克剑，已是遗传发育所最年轻的副研

究员。其导师程祝宽研究员认为，时年不到 30岁的

王克剑应勇于走出舒适区，去接受更多的挑战。

于是，2013 年 8 月，王克剑决定南下，来到位于

浙江省杭州市的中国水稻研究所。

探索无融合生殖育种方式

入职后，王克剑在中国水稻研究所任课题组组

长。经过大概一年的探索，他逐步确定了团队的研

究方向，即主要围绕基因组编辑和遗传重组方向开

展研究。

2015 年，王克剑任中国农科院科技创新工程

“水稻染色体工程及基因组编辑”团队的首席科

学家。

“这里和农业生产一线联系很紧密，只要走下

田间和工作人员聊聊，就能找到农业生产的需求

点。”王克剑表示，尤其是杂交作物的育种问题，这

是当地工作人员向他反映最多的。

王克剑说，通过杂交育种可获得农业性状良

好的植株，然而杂交品种的后代会出现性状分离

问题，导致其后代良莠不齐。所以科研人员必须

年年为杂交作物制种，农民也必须每年重新购买

新的杂交种子。

“水稻是自花授粉的作物，其制种过程十分繁

琐。”王克剑解释道。

有没有可能通过克隆种子的方法维持杂交水

稻的优良性状？王克剑想到的办法是，以基因编辑

技术排除生殖基因对维持优良性状的干扰，通过无

融合生殖方式克隆出种子，让杂交稻优质基因代代

传。“要把更优质的种子送到农民手中。”王克剑说。

2016 年 ，王 克 剑 带 领 团 队 成 功 利 用 CRIS-

PR-Cpf1系统进行水稻基因组编辑，为植物基因组

编辑提供了新的编辑工具；2017 年，他又与合作者

探索出了更为高效的水稻 CRISPR/Cas9 基因组编

辑系统。

2018 年，王克剑团队利用基因编辑技术，敲除

了 4 个与水稻生殖相关的基因，使杂交稻绕过减数

分裂和受精过程，成功克隆出杂交稻种子，使杂交

稻性状得以稳定地遗传给下一代。

“农业生产领域的科技角逐很激烈。”王克剑

表示，仅水稻领域而言，国内的技术水平和国外虽

然已相差无几，但唯有全力以赴，才不至于被拉开

差距。

未来，王克剑希望能利用手中的技术，提升我

国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保障我国的粮食

安全，也让更多农民受益。

他让杂交稻优质基因代代传

第二看台
本报记者 江 耘

前段时间，“应用CAR-T治疗艾滋病”的专利技术问世。

此事经媒体报道后，找张同存的电话就没断过——有

患者打来的，也有投资人打来的。这些电话令专利发明人、

武汉科技大学张同存、顾潮江两位教授应接不暇。

“今年春节后，我们又对 5 位患者进行了 CAR-T 治

疗，截至目前已经积累了 7个相关病例。我们正在观察临

床疗效，希望近期能完成 20例。预计，后续再进行半年到

一年的患者随访，我们就能拿出更具说服力的报告了。”4

月 4日张同存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说。

CAR-T，被译为嵌合抗原受体 T 细胞免疫疗

法。这个免疫疗法已问世多年，近几年它被用于癌

症、白血病等疾病的治疗并获得突破性进展。

在我国，张同存是较早进入 CAR-T 研究领域

的学者之一。

从读研时起，他就开始从事肿瘤治疗方面的研

究。2003年他到美国北卡大学心血管研究所工作，

他的研究方向转向了重大疾病基因表达调控。后

来，他在北卡大学做到了助理教授，并拥有了自己

的独立实验室，还招募了一批中国留学生到实验室

来工作。

2007年，张同存决定回国继续做基因表达调控

方面的研究。当他得知武汉科技大学发布招聘计

划时，他立即与校方取得联系。2008 年，张同存走

上了武汉科技大学的讲台。入职后，学校积极为张

同存创造条件，全力支持他的研究发展计划。

2012 年 3 月，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医院工作人

员采用 CAR-T 疗法，成功治愈生命垂危的 6 岁白

血病患者艾米丽。这个小女孩成为全球首位接受

试验性 CAR-T治疗的儿童患者。

这则新闻把张同存领入了 CAR-T的大门。“我

感觉这是一个很有潜力的方向。但免疫细胞真能把

肿瘤细胞干掉吗？我当时还是半信半疑。”他说。

实践出真知，张同存决定去会会这个神奇的

CAR-T技术。

2014年初的一天，张同存如往常一样在实验室

的显微镜下观察实验结果，没想到奇迹出现了——

免疫细胞找到了肿瘤细胞并将其消灭。

“当时在实验室的 5个人全都非常兴奋，为此我

们还找来 2瓶啤酒庆祝！”张同存回忆道。

此后 2 年多的时间，张同存团队携手华中科技

大学同济医院和广西医科大学、徐州医科大学等机

构进行了 400例临床试验。他们把相关研究成果应

用在治疗急性 B 淋巴细胞白血病上，病情缓解率超

93%。在 2017 年至 2018 年这两年的美国血液病年

会上，张同存团队都被邀请在会上发言。

2017年 7月和 10月，美国分别批准了白血病和

淋巴瘤 CAR-T 治疗药物的上市许可。“如今，我们

也正在积极申报治疗白血病 CAR-T 药物的上市

许可，希望这项技术能尽早造福国人。”张同存说。

因一则新闻走进CAR-T世界

“智斗”白血病的同时，张同存也在对付着另一

个“难缠”的对手——艾滋病。

触发这场“恶战”的，是一篇博士生论文。

“2014年，我去参加了一场博士生论文答辩会，

其中有篇论文是研究艾滋病对患者生活影响的，论

文作者的调研过程和给出的研究结果深深地震撼

到了我。那也是我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艾滋病对

人类的危害。”张同存说。

此后，他开始将自己正在研究的 CAR-T 治疗

技术应用于艾滋病治疗中。

“实现了又一次突破”

张同存介绍道，作为人体一种重要的免疫细

胞，CD4 细胞是 HIV（艾滋病病毒）的攻击对象，该

细胞受损会导致人体免疫力的降低。因此，感染了

艾滋病的患者，肿瘤的发病率和其他一些慢性疾病

的发病率会很高。

3 年前，在海外研究机构从事 HIV 研究十多年

的 顾 潮 江 在 回 国 考 察 期 间 ，得 知 了 张 同 存 用

CAR-T 治疗艾滋病的想法。而后，顾潮江决定加

入张同存团队。

他二人设计的治疗艾滋病的方法是：先采集艾

滋病患者的血液，从中分离出 T 细胞，在体外运用

基因工程手段重新设计 CAR-T 细胞，然后将其输

回至患者体内。该 CAR-T 细胞在患者体内能识

别并摧毁被 HIV 感染的细胞，中和血液中 HIV 含

量，可与抗 HIV药物联合应用。

2017 年 10 月，张同存团队启动了该技术的人

体临床研究试验。他们分别为两位艾滋病患者进

行了 CAR-T 治疗。第一位患者在接受治疗 3 个

月后，HIV 指标迅速下降；第二位患者在接受治疗

9 个月后，体内 HIV 被完全清除。

目前，张同存团队已向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

多国提交了专利申请，相关审批工作已进入实质性

审查阶段。“在 CAR-T 领域，我们实现了又一次

突破。”张同存感慨道。

张同存出生于山东省郓城县，他的父亲曾是一

名内科医生，父亲希望张同存也能从事医生工作。

1980 年，张同存考进了武汉科技大学医学院，毕业

后如愿以偿回老家当了医生，一干就是 9年。之后，

他进入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从事基础研究

工作，从此离开了医生的岗位。

“做基础研究比做医生的收入低，而且更辛

苦。”张同存说，“当医生看病是很累，但一离开办公

室就会轻松很多，可做基础研究工作就做不到这一

点。在外人看来好像离开实验室、回家了，我也就

不再工作了，其实脑子一刻都没有停下来，刷牙、洗

脸、上厕所，甚至半夜醒来还在思考问题。”

2008年从美国归国后，曾有一个机会能让张同

存重返医院当医生。当时，他考虑了很久，但最终

还是打消了做医生的念头。他说，做了十多年的基

础研究工作，“舍不得离开”。“做基础研究也非常有

意义，可以帮助更多人。”他说。

从此，他便下定决心，在武汉科技大学生命科

学与健康学院扎根，踏踏实实搞基础研究。

在张同存刚刚组建研究团队时，由于学院原有

科研基础较薄弱、平台力量有限，导致科研工作起

步非常艰难。

于是，张同存一边做研究、一边招募人才，先

后从英国和美国引进了 4 位拔尖人才，他们在张

同存的带领下迅速成长为学院的科研骨干。

37岁的青年教师姚凯，就是骨干之一。2018年

8 月，他以第一作者身份，在国际顶级学术期刊《自

然（Nature）》正刊上发表了研究成果。

针对研究型学院的定位，张同存提出要打破过

去传统的培养人才的方式，探索本、硕、博连读模

式。“本院学生从本科阶段开始就要进入到实验室，

训练他们的动手能力。当然，也不是所有人都能读

到博士，我们在每个阶段都设置了一定的淘汰率，

最终能进入博士阶段学习的学生可能不到 50%。”

张同存说。

“未来，我希望能借鉴国际一流科研机构的人

才培养模式并与其实现接轨，为生命健康研究领域

培养出更多研究人才。”张同存说。

希望能培养出更多研究人才

本报记者 刘志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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