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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奖得主本杰明·李斯特：

科研取得成功的三个秘诀
■本报记者李思辉通讯员朱慧慧

近日，2024国际光化学技术与产业大会在
武汉召开。参加会议的 2021年诺贝尔化学奖
获得者、德国马克斯·普朗克煤炭研究所教授
本杰明·李斯特（Benjamin List），在会议期间接
受了《中国科学报》的专访。

本杰明·李斯特表示，2024年的诺贝尔化
学奖颁给人工智能（AI）预测蛋白质结构这一
“革命性的发现”，“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他
认为科学研究要取得成功，需要相信自己的智
慧，追随自己的热爱，不能“盲目坚持”。

以下是《中国科学报》与本杰明·李斯特的
对话。

相信自己的智慧

《中国科学报》：今年的诺贝尔化学奖颁给
了 3位科学家，以表彰他们对蛋白质科学的开
创性贡献———用 AI预测蛋白质结构。请问你
对此怎么看？

本杰明·李斯特：其实，在诺贝尔奖颁奖前
一周的采访中，我就预测了类似结果。我认为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因为这些科学家确实
解决了一个科学上的大问题，即蛋白质折叠。

蛋白质是生命的分子，决定了我们体内的所
有功能，理解其三维结构是关键。这是科学界最
大的问题之一。3位获奖科学家基本上解决了这
个问题，因此，我认为这是革命性的发现。
《中国科学报》：那你认为 AI技术未来会

对化学领域，尤其是对你研究的化学催化领域
产生哪些影响？

本杰明·李斯特：实话实说，强大的 AI 将
对我研究的领域产生多大影响，我目前还不知
道。但我的直觉告诉我，影响可能很大。也许在
不久的将来，我们就会有强大的预测工具提出
新的化学反应器，而我们只需要去实现它。

但同时，我也必须强调一点———即便 AI
可能做很多事情，我们也不应该放弃自身的创
造力。以我为例，我现在处于职业生涯的中期，
或者说是更进一步的阶段。我相信自己的智慧
和创造力，我更喜欢以此得出判断，而不是依
靠由计算机得出的结果。

如果计算机向我展示了一些我想不到的
东西，我会很兴奋，然后接着运用我的智慧和
创造力去做更深入的事情。

总之，我认为 AI可能会对化学领域的研
究产生很大影响，我也正在进行一些相关的研
究活动。

追随你的热爱

《中国科学报》：现在中国很多青少年都

对科学感兴趣，希望长大当科学家，你对此
怎么看？

本杰明·李斯特：这样的氛围，我真是太羡
慕了，我应该来中国！

在欧洲，有这样梦想的年轻人已经减少
了，他们中的很多人想成为经济学家、律师之
类。中国有这么好的热爱科学的氛围，真是太
棒了。我觉得应该让更多孩子了解科学的魅
力，比如，科学研究能够让我们发现人类未曾
见过的事物，让我们有能力创造新事物。其
实，化学就有这样的魅力，这也是我热爱它的
原因。
《中国科学报》：你对这些梦想成为科学家

的青少年有什么建议吗？
本杰明·李斯特：我的建议始终如一，那就

是追随你的热爱。如果你想拥有幸福的生活，
最好在工作中做你热爱的事情，这非常重要。
这样一来，你就会觉得工作不再是工作，而是
爱好，是你无论如何都想做的事情。在我的整
个职业生涯里———大约 25年，我都是因为热
爱而从事这份工作。如果你热爱的不是科学，
而是艺术，那也这样去追求吧。

不要“盲目坚持”

《中国科学报》：2021年你获得诺贝尔化学
奖，原因之一是对一种名为“脯氨酸”的氨基
酸的研究。在此之前，几乎所有人都不太看
好脯氨酸的催化有效性，几十年都没人研究
它。在没有任何明确预期的情况下，你却坚
持做这项“冷门”研究，并且最终取得了成
功，这是一种幸运，还是源于你对科学研究
的某种坚持？

本杰明·李斯特：当然是靠坚持，坚持是非
常重要的品质。进入无人涉足的领域需要勇
气，也需要坚持。

当年，我也曾有几周时间感到困惑，晚上
睡不好觉，因为我不确定自己的研究是不是
仅仅是“一个疯狂的想法”而已。这种感觉让
人压力很大。但几周以后的一个早上，我发现
我的实验成功了！我当时并没有想到 20年后
会得到诺奖。但我当时的一个感觉是，我可能
会得到认可，可能会得到一份工作。这给了我
信心。
《中国科学报》：所以从这次经历中你可以

分享的经验是什么？
本杰明·李斯特：坚持很重要，但也要保

持平衡。盲目坚持可能导致一辈子都毫无成
就，那样的坚持没有意义。你应该明白，当一
个想法行不通时，没关系，你可以尝试走另
一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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蜜蜂为何不得糖尿病？6年研究给出答案
■本报记者李晨阳

蜜蜂为什么不得糖尿病？
周欣很享受观察人们听到这个问题时的表

情———“就像《疯狂动物城》里的树懒‘闪电’那
样，他们的眼睛先亮起来，然后一个大大的笑容
在脸上逐渐绽放开来”。

作为中国农业大学植物保护学院昆虫学系
的教授，周欣研究蜜蜂这种迷人的小动物，已经
有 10多年了。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并没有
研究这个问题。
“这其实有点不可思议。我们都知道蜜蜂主

要以花粉和花蜜为食，而花蜜中的糖浓度可以
达到 50%以上，是不折不扣的高糖食物。”周欣对
《中国科学报》说，“那么单一的食性、高糖的饮
食，为什么不会给蜜蜂带来类似于糖尿病的困
扰呢？这个问题就像长颈鹿为什么不得高血压、
啄木鸟为什么不得脑震荡一样，如此显而易见，
竟然这么久都未引起科学界的注意。”

近日，周欣和中国农业大学植物保护学院
讲师张雪团队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上发表
的一篇论文，终于对这个“灯下黑”的问题给出
了他们的回答。该成果不仅为保护蜜蜂这一关
键传粉昆虫提供了新思路，也为研究人类糖尿
病等代谢性疾病开辟了新视角。

细菌没了，血糖高了

从立题到成果发表，这项研究经过了 6年
时间。

2018年，论文第一作者韩本凤正在中国农
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她的研究方向是蜜蜂与
自身肠道菌群之间的互作关系。为了这个课题，
她查阅了大量相关文献。前人的一些研究成果
引起了她的兴趣———有研究证实，蜜蜂的肠道
菌群可以影响胰岛素样肽相关基因的表达。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发现。在人类和许多动

物中，胰岛素和血糖代谢、糖尿病的关系都非常密
切。我在读硕士阶段做过昆虫胰岛素样肽相关的
研究，所以很自然地想到，是不是可以研究一下肠
道菌群与蜜蜂糖代谢的关系。”韩本凤说。

这个研究的实验设计思路并不复杂，先培
育出无菌蜜蜂，然后在其中一部分无菌蜂体内
定植肠道菌群。之后检测无菌蜂和有菌蜂的胰
岛素样肽基因水平是否有显著区别，血糖和甘
油三酯等指标是否有显著差异，是否会表现出
类似于糖尿病的症状。

结果让人惊喜———相较于携带野生型菌群
的蜜蜂，无菌蜜蜂的胰岛素样肽表达显著降低，
并且出现了高血糖、脂质储存受损等现象。在人
类中，Ⅰ型糖尿病患者的典型症状是胰岛素缺
乏，而Ⅱ型糖尿病患者并不一定缺少胰岛素，但
由于胰岛素抵抗等问题，使得血糖无法得到正
常调节。从这个角度看，这些蜜蜂类似于患上了

Ⅰ型糖尿病。
接下来，研究人员从蜜蜂体内的 5种主要

肠道细菌中，锁定了在胰岛素样肽变化中发挥
关键作用的菌种———Lactobacillus Firm-5，以及
这种细菌的关键代谢物———琥珀酸。进一步实
验证实，给无菌蜜蜂直接补充琥珀酸或者接种
Lactobacillus Firm-5，都能够有效缓解它们的高
血糖等代谢紊乱症状。
“对蜜蜂来说，胰岛素系统的意义不仅仅在

于调节能量代谢。”论文通讯作者之一张雪进一
步解释道，“蜜蜂是一种生活史非常复杂的社会
性昆虫，它们随着年龄增长，会经历复杂的职能
变化。例如较小的时候在蜂巢中担任哺育蜂，长
大一些后会出巢成为采集蜂。在这个过程中，胰
岛素调节下的能量代谢，与蜜蜂行为和‘身份’
转化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

从演化角度看，蜜蜂与哺乳动物差异很大。
例如蜜蜂体内根本没有胰脏这个器官，它们的
胰岛素样肽主要由脑部分泌。即便如此，昆虫与
哺乳动物在代谢调控上仍然存在一定共性。
“在人体中，也有类似的肠道菌和分泌物。

特别是琥珀酸，是一种重要的疾病指标。这次
的研究发现为我们探索人类Ⅰ型糖尿病的干
预开辟了新视角。”作为论文通讯作者之一的
周欣说。

借助自然的巧妙设计

周欣常常感慨，蜜蜂是一种多么奇妙的研
究对象。此次，蜜蜂独特的生长发育史，给研究

人员带来了很大的便利。
大多数物种的无菌个体，需要经过复杂且

成本高昂的培育才能获得。而蜜蜂作为一种完
全变态发育的昆虫，在从幼虫到成熟蜂蛹的阶
段，身体会经历一次脱胎换骨的变化。
“在这个过程中，蜜蜂幼虫原本的肠道内表

皮完全脱落，原有的肠道菌也随之离开了虫
体。”周欣解释道，“其间，每只蜜蜂都住在各自
的单间———六角形的蜂脾中，蜂脾上还有盖，是
一个理想的封闭空间。”

研究人员把这个阶段的蜂蛹夹出来，放进
无菌箱中，这样羽化出来的蜜蜂就是天然的无
菌蜂。在无菌蜂的基础上，可以定向植入普通
蜜蜂的肠道菌群，或者一些特定菌种。这种巧
借天工的实验方法，常常让研究其他动物的同
行羡慕。

但“捷径”也带来了一些问题。不同于经过
严格育种流程的实验动物，这些蜜蜂的遗传背
景没有那么统一，需要对大量个体进行实验，才
能确保结果真实有效。

因此，这项研究背后的工作量依然巨大。

问题“就在那里”

在蜜蜂中，除蜂王寿命较长外，雄峰、工蜂
等都只能活短短几个月，且集中在较为温暖的
季节。因此，研究人员每年只有 4月底到 8月底
或 9月初这段时间可以做实验。

为了尽可能延长实验时间，有几年，韩本凤
需要飞到海南三亚，在崖州湾科技城开展工作。
“到了三亚以后，才发现那边的实验平台还

不完善，需要从仪器和试剂开始一点一点搭
建。”韩本凤回忆道。

为了实验需要，她连续几天住在实验室里，
守着蜜蜂，每隔 2个小时观察一次，喜怒哀乐都
围绕着这些小生命。这成了她人生中一段非常
重要的时光。

韩本凤笑称自己是实验室里最爱哭的学
生，在工作中遇到挫折时，她常常和老师说着说
着就哭了。得知论文即将上线那天，她第一时间
给张雪打电话，说着说着又哭了出来。只是这一
次，是喜悦的眼泪。

回顾整个研究历程，周欣觉得这项工作最
迷人之处，就是在人们习以为常的地方，发现一
个明明就在那里却一直没有被关注的科学问
题。而经过一番探索，为这个问题找到令人信服
的答案，则更让人感到振奋。
“这项工作的意义，不需要太多专业背景的解

释，也不需要很多术语，一说出来，大家就能理解，
都会心一笑。这种感觉真的很好。”他笑道。

相关论文信息：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参赛学生代表

弘扬科学精神积极投身科技创新 为促进
中外科技交流推动科技进步贡献青春力量

新华社北京 10月 17日电 近日，中共中
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
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参赛学生代表回信，
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希望。

习近平指出，你们以大赛为平台，用在课
堂和实验室学到的知识解决实际问题，在创新
实践中增本领、长才干，在互学互鉴中增进中
外青年的友谊，这很有意义。

习近平强调，创新是人类进步的源泉，青
年是创新的重要生力军。希望你们弘扬科学精
神，积极投身科技创新，为促进中外科技交流、
推动科技进步贡献青春力量。全社会都要关心

青年的成长和发展，营造良好创新创业氛围，
让广大青年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广阔天地中更
好展现才华。

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由教育部联
合有关部门、省级人民政府共同主办，旨在
为中外大学生创新创业、交流合作提供平
台。今年的大赛共吸引 153 个国家和地区
2000 多万名大学生参加，其中国际学生近 4
万名，总决赛已在上海举行。近日，25 名参赛
学生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赛的
心得体会，表达投身创新实践、勇担时代使
命的决心。

寰球眼

欧空局发布“宇宙地图”首张照片

本报讯 欧洲空间局欧几里得太空望远
镜拍摄的一组拼接图像捕捉到 1400 多万个
星系，首次展示了“宇宙地图”。这增进了人
们对暗物质和暗能量在宇宙结构中所起作用
的理解。

10月 15日，欧洲空间局科学主任 Carole
Mundell在意大利米兰举行的第 75 届国际宇
航大会上表示：“这个规模真是不可思议。”她
说，以全分辨率呈现图像需要超过 1.6万块 4K
电视屏幕。

这幅巨图由 260幅图像拼接而成，是欧几
里得太空望远镜绘制的迄今最大、最精确的宇
宙地图的第一次展示。在 4月为期两周的探测
中，大量星系被捕获，但仅为最终地图的 1%。

这幅巨图覆盖了南部天空的一个区域，大约是
满月的 500倍大。

Mundell解释说，图上细长的蓝色带是附近
银河的尘埃和气体，被称为“银河卷云”。将其放
大后，可以看到数亿光年外旋转星系的相互作
用，其中一些星系的中心有一个超大质量黑洞，
可以产生在地球上可测量的引力波。

在接下来的 6年里，欧几里得太空望远镜
将自动扫描大约 1/3的夜空。研究人员预计，
最终地图将显示约 80亿个星系，每个星系都
有数十亿颗恒星，跨越 100亿年的宇宙历史。

欧洲空间局的 Valeria Pettorino 在会上表
示，通过观察星系团和其他现象，比如重力如
何弯曲光线，“欧几里得太空望远镜将探测宇
宙网———天体在空间和时间中的分布”。因为
暗能量和暗物质影响星系团之间空洞的形成，
测量这些空洞可以帮助人们了解这些难以捉
摸的天体的特征。
“我们正在宇宙的极端尺度上测试物理学

的基本定律。”Mundell说。 （王方）

欧几里得太空望远镜拍摄的第一张拼接图。
图片来源：欧洲空间局

“消失”近百年的毛柄木樨回来了
本报讯（记者朱汉斌）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

园（以下简称华南植物园）高级工程师宁祖林团
队与合作者，基于形态和分子证据验证了“消失”
近百年的极危植物———毛柄木樨的重新发现，同
时对其种群和群落特征进行了调查分析，初步揭
示了毛柄木樨种群动态和濒危原因。近日，相关
成果在线发表于《生物多样性（英文刊）》。

桂花是对木樨科木樨属植物的统称。尽管
桂花的栽培品种数量庞大，但木樨属植物的引
种保育现状并不理想。目前，仅有 10余种木樨
属植物被引种栽培，大量的种类存在保育空缺，
甚至有的物种长期在野外没有被监测到，其中
毛柄木樨就已经“消失”了长达 91年之久。

据记载，岭南大学学者曾怀德于 1932年在
广东省大埔县铜鼓山首次采集到一种木樨属植
物标本。近百年来，再无其踪迹报道。

2023年 2月，宁祖林带领华南植物园引种
保育团队前往毛柄木樨模式产地进行考察，最
终寻找到与模式标本叶形极为相似的植株。

为确认调查发现的木樨属物种就是 1932年

曾怀德所采集的毛柄木樨，宁祖林团队进行了形
态特征鉴定和分子鉴定。他们从保存在英国邱园
标本馆近百年的等模式标本叶片材料上提取到
DNA样品，经比对，成功确认其为珍稀植物毛柄
木樨。至此，“消失”近百年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
物毛柄木樨真身得到确认。

毛柄木樨野外种群个体数仅 11株。在初步
将其鉴定为毛柄木樨后，宁祖林团队采集了部分
枝条带回植物园进行扦插繁殖实验，将毛柄木樨
野外种群基因克隆复制保存于华南植物园。

相关论文信息：

毛柄木樨花。 宁祖林 /摄

新方法可高效合成手性叔醇衍生物
本报讯（见习记者江庆龄）华东理工大学化

学与分子工程学院、费林加诺贝尔奖科学家联
合研究中心教授陈宜峰课题组，利用光钴协同
催化不对称还原加成，通过非活化烷基亲电试
剂与酮的不对称 Barbier型反应，实现了手性叔
醇衍生物的多样化高效合成，为药物研发提供
了新思路。近日，相关研究成果发表于《美国化
学会志》。

手性叔醇是一类重要的有机合成砌块，广泛

存在于活性天然产物和药物分子的核心骨架中，
同时也是多种手性配体和有机催化剂的关键亚
结构单元，其不对称合成手性叔醇备受关注。

Barbier型反应是构建手性醇类化合物直接
且高效的方法，指在过渡金属催化下，醛或酮类
化合物与亲电试剂发生加成反应。由于季碳立
体中心的空间位阻较大，构建难度较高，通过酮
的 Barbier型反应构建四取代立体中心的方法尚
未得到充分开发。

研究团队开发的新方法，无须使用金属有
机试剂，且底物适用性广泛。其中，烷基加成片
段兼容非活化的一级、二级和三级烷基卤化物
以及氧化还原活性酯，具有十分出色的官能团
容忍性。该方法还能够实现五至七元手性含氧
杂环的模块化合成，以及四类活性药物分子核
心骨架的高效构建，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相关论文信息：

http://weibo.com/kexuebao
http://www.sciencenet.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