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7青年2019年5月13日星期一
责任编辑吴炜 美术编辑谭丽娜

联系我们 qnbyw@163.com

覃重军是中科院分子植物科学
卓越创新中心/植物生理生态研究所
研究员，同时也是中科院合成生物学
重点实验室主任，主要从事合成微生
物、药物生物制造、放线菌分子遗传
学等方面的研究。

覃重军有一项最“牛”的科研成
果：在国际上首次人工创建了自然界
不存在的简约化的生命——仅含单
条染色体的真核细胞，这是继上世纪
六十年代人工合成结晶牛胰岛素和
tRNA之后，中国学者再一次利用合
成科学策略，去回答生命科学领域的
重大基础问题，为人类对生命本质的
研究开辟了新方向。

先让我们了解一下为什么说这
一科研成果非常“牛”。自然界的生
命分为两大类：真核生物与原核生
物。真核生物如人类、动植物、酵母
菌和真菌等，通常拥有多条线型染色
体；而像细菌这样的原核生物，通常
只有1条环型染色体。

在真核生物中，染色体的数量因
物种而异。例如，人类有46条染色
体，猿类有48条，狗有78条，酿酒酵
母则有32条（单倍体16条）。为什
么会存在这种区别，特定的染色体数
量是否给物种提供了某种优势？

想解开这样的生命之谜，必须要
选择适当的研究对象。覃重军把目
光放在了模式真核生物酿酒酵母
上。他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能不
能把酵母的染色体简化成跟细菌一
样的单条染色体？如果把所有的遗
传物质都放在这条染色体上，细胞功
能是否会受影响？

为了创建这个“极简”酵母细
胞，从 2013 年开始，覃重军率领他
的团队埋头苦干了近5年。他们利
用基因编辑技术CRISPR-Cas9，切掉
酿酒酵母基因组内大量的重复序

列，并敲除原染色体的多个着丝粒
和端粒，最终将酿酒酵母的16条染
色体首尾拼接合成为1条超级染色
体——它的长度接近原最长染色体
的10倍。

更令人惊奇的是，尽管人工酵母
的染色体三维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
但它依然具有代谢、生理、繁殖等细
胞功能。当然也有一点不能忽视：虽
然它在独自培养的条件下生长良好，
但在与野生酵母共同培养的竞争环
境中，明显处于劣势——人工酵母的
有性繁殖效率比野生型低，孢子存活
能力也稍差。

“通过分析背后的原因和机制，
我们或许可以推演酵母如何进化，并
用这种极简生命来理解如人类般更
为复杂的染色体进化，这为研究生命
本质开辟新的方向。”覃重军说。

2018年8月2日，这一重大突破
发 表 于 国 际 顶 尖 科 学 期 刊《Na-
ture》。同期发表的，还有来自合成
生物学老将、纽约大学教授杰夫·博
克的研究成果。但博克团队只将酵
母菌的16条染色体缩减到2条，没
能合二为一。

中国团队的成就令所有人大吃
一惊。审稿人要求覃重军研究组完
整重复一些实验，并补充大量额外实
验。团队不仅耐心地重复了整个实
验，还进一步提高了效率，把整个周
期从6个月缩减到3个月。

覃重军的国际首例人造单染色
体真核细胞是合成生物学领域的里
程碑式的重大科技突破，标志着中国
的“人工生命”研究，在国际上从跟跑
到领跑。该成果最终获得2018年度

“中国科学十大进展”、2018年度“中
国生命科学十大进展”、“中国科学院
改革开放四十年40项标志性科研成
果”等多个重要奖项。

覃重军（图中）指导学生做实验。 受访者供图

覃重军有个年轻的团队，他的学
生大多是“80后”“90后”，虽然年轻，
却有着无穷的想象力和严谨的科研
态度，他们都说，有覃重军这样的老
师，是他们的幸运。

学生薛小莉研究员是通过发邮
件联系到覃重军的，她的科研背景很
符合覃老师的要求。薛小莉说，是覃
老师“自由探索”的精神，让她找到了
新的窗口。2011年，博士毕业后，她
作为人才引进来到了覃老师组里，取
得了卓越的科研成就。

学生邵洋洋现在已是博士后，
2011年进组时还懵懵懂懂，这几年
在实验室受到覃老师科研思维的影
响后逐渐“开窍”。她现在已经接受
覃老师科学研究的境界：要志存高
远，不要总是混饭吃。

在研究生鲁宁眼中，覃老师是一

位“非常棒的指导老师”，他会细致到
每个基因用大写还是小写或是用斜
体，都表述得清清楚楚。实验室就像
军校那样训练有素，不能出现一点纰
漏。“覃老师还会富有爱心地面对反
对的声音，在不想看到的结果中找到
启示，灵活地选择破解途径。”

学生们说，做实验时，第一次看
到两条染色体融合成功时大家都非
常兴奋，覃老师总是要求他们，大胆
想象，小心求证。“哪怕是一点点差异
他也能察觉到，逻辑非常严谨。”

为了留住这些青年人才，中科院
分子植物卓越中心/植生生态所尊重
人的价值，给予宽松的科研条件，创
造浓厚的科研氛围，支持科研人员创
新想法，用所长、中科院院士韩斌的
话来说，就是“把积极的事变成积极
的效果”。

覃重军认为，中国团队之所以成
功，是因为“大胆想象、确定原则、工
程化精确实施”。

“博克团队没敢删除酵母基因组
中一些冗余的DNA序列，把酿酒酵母
一改到底，打破真核生物与原核生物
的界限。”覃重军打趣道，成千上万跟
酿酒酵母打交道的科学家一定被这
个大胆的想法吓坏了，只有像自己这
样的“外行”才敢去做。

之所以称自己为“外行”，是因为
在2013年之前，覃重军的主要研究
对象并不是酵母这种真核生物，而是
链霉菌、大肠杆菌等原核生物。他在
该领域深耕了30年，不管是学术上
还是产业化上，均硕果累累。但由于
研究技术框架由国外科学家提出，很
难再有新突破。于是覃重军毅然决
定改为研究作为真核生物的酿酒酵

母。因为人类就是真核生物，和人靠
得越近，研究意义越大。

但酵母菌的研究同样数不胜数，
他只能把无数“内行”不敢想不敢做
的酵母菌染色体精简到极致。他坚
信，技术领先常常是短暂的、容易模
仿的，只有创新思想领先，一般人才
不容易赶上。

覃重军把自己的成功，归功于“梦
想驱动”。虽然是个科学家，但覃重军
身上却不时透出几分哲学家的气质。
他坦言，武汉大学樱园是他梦想开始
的地方。在武大，在刘道玉校长鼓励
培养开创性人才的理念下，他博览群
书，向伟人学习。通过哲学、历史、方
法培养战略眼光；通过音乐、诗歌培养
想象力；通过绘画培养观察力……正
是这些跨专业的学习，孕育了覃重军
独立自由的思想和远大的人生理想。

中科院研究员覃重军带领学生将酵母染色体“16合1”

科学研究要有远大的“梦想驱动”
科学研究的境界是什么？“60后”中科院分子植物卓越中心/植生生态所研究员覃重军将之定义为：伟大、开创、前

沿、混饭。正是他，做了一件“介于开创与前沿之间”的事：带领学生将酵母染色体“16合1”。前两天，他再次把这个定
义发给他的“80后”“90后”学生们看了一遍，他想告诉年轻人：科学研究不能混饭吃，要有理想和追求，中国科学家要
树立远大目标：努力从前沿，走向开创，甚至伟大。 青年报记者 郭颖

覃重军是华中农业大学首届硕博
连读生，师从陈华癸院士和周启、邓子
新院士。他在研究生上课实习的三个
月里完成的第一篇论文是《放线菌细
胞壁化学组分分析方法的研究》。毕
业时，他的博士论文获评优秀。正值
青春年华的他此时立下誓言：科学是
一条无穷无尽的探索之路，也许一生
都会这样干下去。“当时，我有5个梦
想：重大基础研究、原创技术、产业化、
解决人类疾病、新理论。”

毕业后，何去何从？迷茫中，高
人鼓励覃重军去追求最好的事业、最
好的妻子。于是，他鼓起勇气，花了
一整天时间，给心中的“女神”——同
学方萍写了一封10多页的求爱信。
信里，覃重军告诉“女神”他的人生理
想，他的一片赤子之心打动了“女

神”，终于抱得美人归。
事业方面，覃重军更加淡定地面对

未来，他只给美国哈佛大学和斯坦福大
学投简历，最终被独具慧眼的斯坦福大
学看中，走上了全新的科研之路。

2001年7月，覃重军回国，选择
了中科院上海植生生态所微生物次
生代谢分子调控研究开放实验室。

多拉菌素作为最好的抗寄生虫药
之一，长期由美国辉瑞制药有限公司
生产并垄断全球市场，中国使用的多
拉菌素均依赖进口、价格昂贵。覃重
军研究组与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
司进行合作，发展了一系列国际先进
的微生物药物基因组工程关键技术，
构建和改良了多拉菌素的工业菌株，
成功地打破了国外垄断。该技术获得
2014年度上海市技术发明二等奖。

实验室像军校般训练有素
师生合力把积极的事变成积极的效果

攻克基因组工程关键技术
构建改良工业菌株打破国外垄断

大胆想象、小心求证
使中国“人工生命”研究从跟跑到领跑

跨多个专业学习的“外行”
技术易模仿唯有创新才能真正领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