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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视点

诺贝尔奖的创办人阿尔弗雷德·诺贝尔

的遗愿是，将其财富的一部分，给予那些“在

生理学或医学领域做出最杰出贡献的科学

家。”该奖项是对科学家科研成果的极大肯

定。自 1901 年首次颁发以来，医学奖凭借其

出色的筛选能力树立了其在医学界学术圈的

权威地位。

2013 年 10 月 7 日，万众瞩目的生理学或

医学奖花落谁家，谜底已经揭晓，我们也可以

从生理学或医学奖百多年的发展长河中撷取

出点点滴滴多样的浪花。

201人

自从 1901 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首

次颁发到 2012年，已经有 201人获得该奖。

38次

医学奖获得者仅为 1 人的次数只有 38

次。

有 32次医学奖获得者为 2人。

有 33次医学奖由 3人分享。

10名女性

迄今为止，有 10 名女性获得医学奖。而

这 10 位女性得主中，只有美国科学家巴巴

拉·麦克林托克因“发现可移动的遗传元素”

而一人独享诺贝尔医学奖的桂冠。

最年轻的获奖者

1923 年，32 岁的加拿大医学家弗雷德里

克·格兰特·班廷爵士因发现胰岛素获得了诺

贝尔医学奖，这使他成为有史以来最年轻的

医学奖获得者。

最年长的获奖者

有史以来年龄最大的医学奖获得者为美

国微生物学家、肿瘤诱导病毒的发现者弗朗西

斯·佩顿·劳斯。劳斯因提出病毒致癌学说，开

创癌症起因研究的新纪元而获得 1966年诺贝

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奖时，他已经87岁。

回顾诺贝尔奖的历史，可以发现，科学奖

项经常颁发给垂垂老者，而不是正值创造力

巅峰的中青年。保证获奖成就经得起时间考

验，这是诺贝尔奖的颁奖原则。

平均年龄

这 201人获奖时的平均年龄是 57岁。

生日

获奖者中，最常见的两个生日是 5 月 21

日和 2月 28日。

阴差阳错

1923 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两

位科学家，一位是加拿大的巴丁，一位是苏

格兰的迈克劳德。颁奖后不久，科学家们提

出了异议，因为迈克劳德虽然是相关机构的

负责人，但他根本没有参加胰岛素分离、糖

尿病治疗的科学研究工作，而巴丁的真正合

作者贝斯却被诺贝尔奖排除在外。

被迫拒领奖的科学家

希特勒曾禁止 3 位诺奖得主接受诺贝尔

奖。其中一位，是1939年因“发现百浪多息（一

种磺胺类药物）的抗菌效果”被授予医学奖的格

哈德·多马克。他们三人后来都可以获得诺贝

尔奖章和证书，但是不能获得诺贝尔奖金。

今年去世的诺贝尔奖获得者

加拿大—美籍神经科学家大卫·休伯尔

（1926 年 2 月 27 日—2013 年 9 月 22 日），生前

任哈佛大学神经生物学教授，与合作者托斯

坦·威泽尔由于对视觉系统中视觉信息处理

研究的贡献，而与另一团队的科学家罗杰·斯

佩里共同获得 1981 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

奖。1978 年，休伯尔获得哥伦比亚大学授予

的路易莎·格罗斯·霍维茨奖。

哪个研究领域获奖次
数最多？为什么？

DNA 和 分 子 生 物 学 获 奖 次 数 最 多 。

1962 年，英国科学家佛朗西斯·克里克、莫里

斯·威尔金斯、美国科学家詹姆斯·杜威·沃森

因发现 DNA 的结果而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

医学奖，这一发现翻开了生命科学研究领域

的新篇章。上世纪前 50 年，与感染有关的研

究获奖次数最多。

哪个获奖研究最流行？

或许是 1945 年，澳大利亚的霍华德·弗

洛里爵士因“发现青霉素及其对各种传染病

的疗效”这一研究最广为人知。

为什么有些年份没有
颁奖？

迄今为止，医学或生理学奖已经颁奖 103

次 ，没 有 颁 奖 的 年 份 分 别 为 1915、 1916、

1917、 1918、 1921、 1925、 1940、 1941 和

1942年。为什么这些年份没有颁奖？根据诺

贝尔奖基金会的章程，如果当年没有值得颁

奖的研究成果，奖金将会被保留到第二年。

如果到第二年仍然无法颁奖，这笔奖金将被

归入基金会的专用基金中去。在第一次世界

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诺贝尔奖的颁

发也减少了。

荣获医学奖的家庭组合

夫妻：1947年，美国化学家格蒂·特蕾莎·科

里与其丈夫卡尔·斐迪南·科里和阿根廷医生贝

尔纳多·奥赛，因发现糖原变成乳酸的催化转化

过程，摘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桂冠。

父子：1929年，瑞典科学家汉斯·冯·奥伊

勒-切尔平与阿瑟·哈登因对糖类的发酵以及

发酵酶的研究获得诺贝尔化学奖。1970 年，

其子乌尔夫·冯·奥伊勒与美国科学家朱利叶

斯·阿克塞尔罗德、英国科学家伯纳德·卡茨

因发现神经传递的化学基础而共同获得诺贝

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1959年，美国科学家阿瑟·科恩伯格与塞韦

罗·奥乔亚因人工合成核酸并发现其生理作用

而共同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2006年，

其子罗杰·大卫·科恩伯格独得诺贝尔化学奖。

兄弟：1969 年，荷兰经济学家简·丁伯

根与拉格纳·弗里希共同获得诺贝尔经济

学 奖 。 1974 年 ，其 弟 弟 、荷 兰 动 物 学 家 尼

可拉斯·丁伯根与德国科学家卡尔·冯·弗

利和奥地利科学家康拉德·洛伦兹共获首

次颁发给行为学研究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

学奖。 （据诺贝尔奖官网资料 刘霞编译）

趣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荣誉与声望无价。学术贡献更无可衡

量。但除此之外，关于诺奖，人们其实也有兴

趣知道获奖者是怎么动用那一大笔奖金的。

别怪我们太世俗，不过是想了解下大师们在

花掉奖金时，是否也会表现出他们在科研工

作中所擅长的创造性？

据美国《GlobalPost》网站、新加坡《联合

早报》在线版 10月 7日消息称，从以往经验来

看，这些诺贝尔奖得主们使用奖金的方法的

确是多样化：有因此得以维系生活的（原本正

在贫困线上挣扎）、有一下子还清了抵押贷款

的、有为高端生活锦上添花的、有用于资助战

后重建的、也有将奖金用于学术研究——提

携晚辈、资助同行的，甚至于还有，忙到一直

没空理这笔巨款的。

其中比较别出心裁的，像是 1993 年诺贝

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理查德·罗伯茨爵士，

他在自己房前装上了一个槌球草坪；

1995 年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德国分子

生物学家 C.N.福尔哈德，建立了一个慈善团

体，帮助年轻女性科学家抚养孩子、购买洗衣

机什么的，进而支持她们继续投身科研；

2001年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保罗·纳斯，

他当即决定升级自己的摩托车；

2004年文学奖得主、奥地利女作家艾尔弗

雷德·耶利内克，当记者问到她这件事时，她停顿

了一下，然后回答奖金对她意味着“经济独立”。

至于还没时间琢磨如何处理这笔钱的则

是 2012 年的物理奖得主之一塞尔日·阿罗

什，他太忙了。而通常大师们在获奖后的第

一年，都要忙于出席会议、讲座和颁奖典礼。

而早时年间的大师们呢？1921年物理学

奖得主，著名的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把所有

奖金留给了第一个妻子和两个儿子；1903 年

和 1911 年的两届得主居里夫人，所有奖金都

投入到科研中。

诺贝尔基金会执行长拉斯·海肯斯坦认

为，获奖者的用钱方式，一般取决于他们来自

哪个国家、本身的财力、收入以及处在人生中

的哪个阶段。以前也有过诺奖得主因为担心

退休后的养老问题，就将钱全部放进瑞银等

着收取利息的。

至于普遍比较受欢迎的选项，那就是房

地产了。

1993年医学奖得主之一菲利普·夏普，奖

金就用于购置了一栋费德勒式上百年的老房

子。他直言奖金实在是诺奖美好的一部分，

当然，更重要的部分则是一种“承认”。而沃

尔夫冈·凯特纳，在 2001 年与两名同事共享

诺贝尔物理奖后，也把奖金用在购买房产和

孩子的教育费上。不过据他说，缴税给美国

政府已经花去不少，所剩并不很多了。

按照诺贝尔最初的意愿，理想的奖金额

度，应该能保证一位教授在 20 年不领取薪水

的情况下仍然能够进行他的科研事业。不过

2001 年以来，诺奖奖金的名义价值虽然固定

下来，每年都是 1000 万瑞典克朗。但实际上

因为全球经济低迷和汇率变化问题，奖金的

实际价值正有所下降。

诺奖奖金怎么花？
本报记者 张梦然 综合外电

10月7日，一辆水陆两栖装甲
车在澳大利亚悉尼太平洋国际海
事展上展出。

当日，为期 4 天的悉尼 2013
太平洋国际海事展开幕，来自世界
各地的参展商展出包括无人直升
机、雷达等先进技术和装备。

新华社记者 金林鹏摄

悉尼悉尼 20132013太平洋国际海事展开幕太平洋国际海事展开幕

新华社东京电（记者蓝建中）很多人在跨

时区飞行后会表现出疲劳、迷乱和睡眠不好的

症状，这种症状被称为时差综合征。日本京都

大学的研究小组通过基因操作，遏制实验鼠脑

内生物钟的部分功能，成功培养出不受时差影

响的实验鼠。这一成果将有助于弄清时差综

合征的分子机制，有望对海外旅行和三班倒导

致的睡眠障碍进行治疗。

脑内的视交叉上核负责掌控约以 24 小时

为一个周期的生物钟，而视交叉上核的神经细

胞会制造一种称为“后叶加压素”的神经传导

物质。

京都大学教授冈村均的研究小组注意到

这一点，通过基因操作，培养出不让后叶加压

素发挥作用的实验鼠。让这种实验鼠在 8 时

至 20 时保持明亮、其他时间保持黑暗的室内

生活两周后，改为零时至 12 时是明亮环境，其

他时间是黑暗环境，制造出“时差”。结果，后

叶加压素不发挥作用的实验鼠从翌日开始就

适应了新环境，而普通实验鼠适应这种环境则

花了约 10天时间。

研究小组认为，后叶加压素对于不受光线

左右、保持体内节奏发挥着作用，阻碍其发挥

作用后，就不会受光线变化的影响。

研究小组还确认，利用化学物质阻碍后叶

加压素发挥作用，也能减轻实验鼠的时差综合

征。

冈村均指出：“实验鼠是夜行性动物，人类

应该也有和实验鼠相同的机制，此次发现将有

助于开发治疗时差紊乱的药物。”

这一成果的论文已经刊登在最新一期的

美国《科学》杂志上。

日培养出不受时差影响的实验鼠
可能很多中国人不知道，美国政府有一条

规定，禁止美国航天局与中国方面有任何形式

的合作。这一充满冷战思维的禁令自 2011 年

4 月首次生效以来，受到中美有识之士的批

评。美国航天局计划下月举行的一个会议禁

止中国人参加，美国以及英国多名重量级天文

学家因此愤而抵制，再次说明这一荒谬的禁令

在科学界不得人心。

该禁令出自美国众议院拨款委员会商业、

司法、科学及相关机构小组委员会主席弗兰

克·沃尔夫之手，在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的

2011 财年开支法案中作为一个条款首次出

现，因此也被称为“沃尔夫条款”，其具体内容

是禁止美中两国之间任何与美国航天局有关

或由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协调的联合科研活

动，包括禁止美国航天局所有设施接待“中国

官方访问者”。

禁令实施以来，不仅来自中国的官员与科

学家无法与美国航天局进行交流与合作，甚至

在美国机构工作的中国籍研究人员、在美国学

校学习的中国籍学生都受到殃及。理论上，美

国航天局可以为参加学术会议的一些中国籍

研究人员或申请实习机会的中国籍学生申请

特别豁免权。但有报道称，美国航天局局长查

尔斯·博尔登今年已下令禁止接待一切中国访

客。甚至博尔登本人要访问中国也顾虑重重，

博尔登上个月底到北京出席第 64 届国际宇航

大会，据称也申请了特别许可。

美国耶鲁大学的一名中国博士后申请参

加美国航天局艾姆斯研究中心定于 11 月举行

的一个太阳系外行星的会议时被毫不犹豫地

拒绝了。这种“歧视性”的行为，引起多名美国

科学家的“愤怒”。

该中国博士后的导师、天文学家德布拉·
费希尔教授对新华社记者直言，太阳系外行星

的讨论数据都是可公开获得的，根本没有机密

信息，拒绝中国人与会“不公平”，她因此决定

带领整个团队参与抵制这次会议。被认为有

望获得诺贝尔奖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

杰夫·马西认为禁令是“非常可耻和不道德

的”。英国牛津大学天文学家克里斯·林托特

则感到“震惊与沮丧”，认为“又回到了冷战年

代”。这些太阳系外行星研究的“大腕”一致进

行抵制，充分说明了禁令违背时代潮流，有悖

科学研究开放、共享的特性。

禁令不仅让中美航天合作成为牺牲品，也

直接损害美国自身的利益。从神舟飞船到天

宫一号，中国在航天领域的成就令人刮目相

看。许多分析人士认为，中美航天合作实际上

对双方都有利。美国忧思科学家联盟中国项

目主管格雷戈里·库拉茨基就对新华社记者表

示，希望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国会采取更建

设性的政策，鼓励美中航天专家更多接触与合

作。他说：“美国国会禁止美国航天局与中国

方面开展合作取得了反效果。无论在政治、经

济，还是战略上，这都对美方没有好处。实际

上，它很有可能损害美国的战略利益。”

美国航天局局长博尔登 9 月访问北京与

中国科学院院长白春礼会见时曾表示，美国航

天局高度重视与中科院的合作，希望能与中科

院在对地观测数据共享和科研项目等方面开

展更多的务实合作，并就双方未来合作提出了

若干具体建议。然而，只要“沃尔夫条款”这种

仿佛穿越了时空的冷战思维产物存在一天，中

美之间的航天合作就不可能走出严冬。“沃尔

夫条款”显示了美国一些政客的焦虑与短视，

凸显了中美合作存在的一些问题与分歧，但从

长远来看，它无法阻挡中美合作不断深化的大

趋势。

一个不得人心的荒谬禁令
——美国航天局对华合作禁令背后的冷战思维

新华社记者 林小春

新华社华盛顿电 （记者林小春）结核病

正在全球“卷土重来”，但 1921 年发明的卡介

苗目前仍是人类的唯一疫苗。这种疫苗预

防儿童结核病十分有效，但对肺结核尤其成

人肺结核效果有限。研究人员 2 日说，他们

开发的一种新型结核病疫苗，可增强由卡介

苗引发的人体免疫力，有望改变预防肺结核

的不利局面。

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的邢周教授等

人在美国《科学－转化医学》上报告说，他们

利用一种基因改良过的感冒病毒制造出新

型结核病疫苗，可帮助对抗引起肺结核的结

核 杆 菌 。 不 过 ，这 种 疫 苗 并 不 会 取 代 卡 介

苗，而是设计成在接种卡介苗后使用，提高

卡介苗的功效。

邢周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他们

在一期临床试验中，招募了 24 名 18 岁至 55

岁的健康成年人进行研究，其中一半试验对

象曾注射过卡介苗。给这些人肌肉注射新

型疫苗并观察半年后，他们发现，与没有接

种过卡介苗的人相比，接种过卡介苗的人出

现了更高水平的免疫反应。此外，他们也没

有观察到严重副作用，最常见的反应是注射

部位红肿，但大部分在 24 小时内消失。

邢周说，目前全世界正在开发的新型结

核病疫苗有 10 多个，其中用病毒作为载体

制造的疫苗只有 3 个，与另两种疫苗相比，

他们的疫苗引发的免疫活性更强，能够通过

呼吸道进入人体肺部直接作用。但邢周也

指出，尽管这种疫苗看上去非常有前景，但

对卡介苗的增效有多强、今后能否用于大规

模人群的接种，还需要进一步的临床试验。

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显示，在所有传染

性疾病中，结核病每年致死人数仅次于艾滋

病，2011 年全球新增结核病患者 870 万人，

死于结核病者为 140 万。卡介苗是现有的唯

一一种抗结核病疫苗，在大部分结核病高发

国家，儿童出生一年内就要接种卡介苗，但

由于卡介苗不能可靠地预防肺结核，不少国

家希望开发出效果更好的新型疫苗。

利用基因改良过的感冒病毒

科学家开发新型结核病疫苗

开采页岩气
或产生放射性污水
新华社华盛顿电 （记者林小春）随着

页岩气被视为未来能源的“明星”而大量开

采，其对地下水与土壤的影响也受到高度

关注。美国一项新研究表明，页岩气开发

过程中的污水处理问题不容小觑。

杜克大学研究人员2日在《环境科学与

技术》期刊上报告说，他们对美国宾夕法尼

亚州西部一个页岩气污水处理厂排污口附

近河水及河底沉淀物进行取样，并把检测结

果与该河流上下游的情况进行对比，结果发

现，排污口附近河水及河底沉淀物受到高放

射性污染，且盐与金属含量严重超标。

参与研究的杜克大学环境科学教授罗

伯特·杰克逊说，排污口附近沉淀物中的放

射性物质镭的含量，为河流上游约 200 倍，

超出了美国放射性物质处理的相关安全规

定。另一名教授阿夫纳·翁谷希说，这一放

射性污染所带来的潜在环境风险可能数千

年都无法消除。

除了放射性污染外，检测还发现了高

浓度的溴化物、氯化物与硫酸盐。研究人

员指出，河水中含有大量溴化物尤其让人

担心，因为它可与自来水厂中消毒用的氯

及臭氧等发生反应，产生毒性非常强的副

产物。

页岩气是页岩层中蕴藏的天然气，开

采主要使用水力压裂法，即将化学物质和

大量水、泥沙的混合物，用高压注入地下

井，压裂附近的岩石构造，然后收集天然

气。在美国天然气供应中，页岩气所占比

例越来越高。

一些专家认为，开采页岩气可能会污

染空气、水源和土壤。目前，美国多数州要

求将循环后的污水再次注回地下，但宾夕

法尼亚等一些州将污水交给处理厂处理，

然后排放到河流中。

汽车尾气
让蜜蜂“无所适从”
据新华社伦敦电 （记者刘石磊）空气

污染不只对人类健康有害，也会给动物带

来困扰。英国一项最新研究发现，汽车尾

气会改变一些花原有的香气，大幅降低蜜

蜂采蜜的“工作效率”。

英国南安普敦大学研究人员在新一期

《科学报告》杂志上刊登新成果说，蜜蜂对

花香十分敏感，对不同花香的记忆力也很

强，这是它们发现并采集花蜜过程中最重

要的技能。他们在实验中发现，蜜蜂辨认

油菜花的成功率可高达 99％，但如果这些

花沾染了柴油机废气，则蜜蜂能成功识别

的几率会降至 30％。

研究人员说，柴油中的氮氧化物会“删

除”油菜花香气中的一种关键化学物质，这

一过程只需一分钟，也就是说，只要这些花

在污染的空气中暴露一小会儿，蜜蜂就很

难再辨认出这类花朵。

参与这项研究的特蕾西·纽曼说，蜜蜂

对于花粉非常“挑剔”，不会随意采集，因此

这一新发现意味着，空气污染可能会使蜜

蜂的采集对象大幅减少，进而使蜂蜜减产

甚至影响到蜜蜂的生存。

果蔬为什么会长毛？
新华社华盛顿电 （记者林小春）西红

柿、草莓、葡萄……放上几天就要被灰霉菌

侵染长毛，哪怕在冰箱中冷藏也无法避

免。灰霉菌为何如此厉害？美国加州大学

河滨分校金海翎教授实验室为解答这一问

题提供了新线索，他们发现灰霉菌会借助

一种特殊手段攻破果蔬的免疫防线。

灰霉菌是空气中大量存在的一种真

菌，迄今未发现有植物对其产生抗性。金

海翎等人在 4日出版的美国《科学》杂志上

报告说，已知的许多病原菌都会输送特殊

蛋白质进入植物细胞内部，以抑制植物免

疫防卫机制，从而达到有效侵染的效果，而

灰霉菌还会利用一种叫做小分子 RNA 的

分子进入植物细胞内部，从而抑制植物免

疫系统，这也是首次发现有病原菌利用小

分子 RNA来达到有效侵染的效果。

“我们找到了灰霉菌对植物侵染的一种

特殊的分子机制，它利用另外一套效应因子

（小分子RNA），从而更方便地侵染植物，这

可以解释为什么这种真菌这么厉害，”金海

翎在接受新华社记者电话采访时说。

金海翎实验室专攻小分子 RNA 在微

生物与植物之间的作用。金海翎说，小分

子 RNA 的主要作用就是让特定基因不起

作用。他们研究灰霉菌侵染拟南芥与西红

柿的过程后发现，灰霉菌会将一些小分子

RNA 送 入 植 物 细 胞 体 内 ，这 些 小 分 子

RNA能够与叫做 AGO1的宿主蛋白结合，

让有关基因“沉默”，从而让拟南芥与西红

柿的免疫系统“失效”。

研究人员怀疑，除了灰霉菌外，其他侵

染力比较强的真菌同样拥有这种利用小分

子 RNA 的侵染机制。他们表示，这一研

究不仅发现了新的致病机理，而且很有可

能打开了一个新的研究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