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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微小核糖核酸及其作用

两位科学家共享
2024年诺贝尔

瑞典卡罗琳斯卡医学院7日宣布，将2024年
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维克多·安布罗和加
里·鲁夫昆。他们因发现微小核糖核酸（microR-
NA）及其在转录后基因调控中的作用而获奖。他
们将共享1100万瑞典克朗奖金（约合745万元人
民币）。

据介绍，microRNA是一类在基因调控中起关
键作用的新型微小RNA分子。两位科学家的开
创性发现揭示了一种全新的基因调控原理，该原
理对包括人类在内的多细胞生物至关重要。

维克多·安布罗斯于1953年出生于美
国新罕布什尔州的汉诺威。他于 1979 年
在马萨诸塞州的麻省理工学院获得博士学
位，并于1979年至1985年期间进行博士后
研究。1985年，他成为哈佛大学的首席研
究员。1992年至2007年，他担任达特茅斯
医学院教授，现在是马萨诸塞大学医学院
自然科学西尔弗曼教授。

加里·鲁夫昆于1952年出生于美国加
利福尼亚州的伯克利，他于1982年获得哈
佛大学博士学位，1982 年-1985 年在麻省
理工学院从事博士后研究。1985年，他成
为麻省总医院和哈佛医学院的首席研究
员，现任遗传学教授。

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近5年获奖者

2023年，美国科学家卡塔林·卡里科
和德鲁·魏斯曼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
奖，因为他们发现了核苷酸基修饰，从而
开发出有效的抗新冠病毒疫苗。

2022年，瑞典遗传学家斯万特·帕博
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因为他关于
已灭绝人类基因组和人类演化的发现揭
示了所有现存人类与已灭绝古人类之间
的基因差异，并建立了古基因组学这一崭
新的科学领域。

2021年，美国生理学家戴维·朱利叶
斯和美国分子生物学家、神经学家阿登·
帕塔普蒂安共享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因为他们发现了温度和触觉感受器。

2020年，美国病毒学家哈维·奥尔特、
英国生物学家迈克尔·霍顿和美国病毒学
家查尔斯·赖斯共享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
奖，因为他们发现了丙型肝炎病毒。

2019年，美国癌症学家威廉·凯林、英
国医学家彼得·拉特克利夫爵士和美国医
学家格雷格·塞门扎共同获得诺贝尔生理
学或医学奖，因为他们发现了细胞如何感
知和适应氧气的可用性。

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颁发以来的一些历史数据
（1901-2023）

114次：自1901年以来，诺贝尔生理
学或医学奖共颁发了114次，其间有9年
没有颁发，分别为1915年、1916年、1917
年、1918年、1921年、1925年、1940年、
1941年和1942年。在这114次颁奖中，
40次授予了单个获奖者，35次由两人分
享，39次由三人共享。

227人：到目前为止，诺贝尔生理学
或医学奖共有227位获奖者，无人二度获
得该奖项。最年轻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
学奖得主是加拿大外科医生、发明胰岛素
的Frederick G. Banting，他在 1923 年
获奖时仅32岁。最年长的得主是美国病
毒学家、发现肿瘤诱导病毒的 Peyton
Rous，他在1966年获奖，时年87岁。

13名女性：在227名诺贝尔生理学或
医学奖得主中，13人是女性。其中，美国
细胞遗传学家Barabara McClintock是
唯一单独获奖的人。
综合新华社、人民日报客户端等媒体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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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很多疾病的筛查和治疗有积极作用

微小核糖核酸（microRNA）如何作用基因调控？
对医学将产生怎样的影响？记者采访了宁波大学医学
部陈晓薇教授，她一直从事基础医学研究，对于2024
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很关注。

在讲解微小核糖核酸作用机制之前，陈晓薇首先
科普了分子生物学的中心法则：科学家们很早就发现
DNA中编码的遗传信息可以传递到信使核糖核酸
（mRNA）中，而mRNA可作为生产蛋白质的模板，指
导细胞将遗传信息进一步“翻译”成蛋白质。如果把蛋
白质比作执行机体正常生理功能的“分子机器”，那么
mRNA则是制造蛋白质的“模板”。

“微小RNA是一类短小的RNA分子，通常由约
20个-25个核苷酸组成，普遍存在于动物、植物和微生
物体内。不像mRNA，microRNA不能编码蛋白质，却
可以像补丁一样‘结合’mRNA，抑制mRNA的翻译或
促进mRNA的降解，调节蛋白质的翻译，并影响细胞
的生长、分化、代谢和发育等过程。”陈晓薇说。

“深入研究微小RNA作用机制有很重要的意义，
它将对很多疾病，如癌症、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神经疾
病的筛查和治疗产生积极作用。”陈晓薇说，肿瘤等疾
病与细胞生长代谢异常密切相关，“如果能更好理解微
小核糖核酸调控机制，那么它将成为疾病早期筛查和
精准治疗的一种有力手段。” 记者 王冬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