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克雷格·梅洛（Craig C Mello）是美国麻省大学医学院分子医学教授，因与斯坦福医

学院病理学和遗传学教授安德鲁·法尔发现 RNA 干扰现象，共同获得 2006 年诺贝尔生

理学或医学奖。

在他们的研究之前，人们只是认识到基因通过 mRNA 合成蛋白质，展现生命的功能，

他们的成果首次让大家知道，生物体内一些特殊的 RNA，可以降解 mRNA，从源头上让

致病基因“沉默”，这一过程被成为 RNA 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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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受“发现”的乐趣
本期嘉宾：美国科学家  2006 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之一  克雷格·梅洛

采 访 者：本报记者  宋攀

克 雷 格 • 梅 洛 发

现，中国很多年轻人对

科研有浓厚的兴趣，他

认为这种氛围很棒。但

他希望这种热情并不是

因为想要获得诺贝尔奖

或者其他奖项，而是源

于对科研的热爱。

克雷格 • 梅洛说：

“作为科学家，每天都

会发现新的东西，这样

的体验对我来说无与伦

比。如果有一天，我的

一个发现，足以重要到

可以获得诺贝尔奖，这

当然令人兴奋，但对我

来说，最重要的仍是每

天发现的乐趣。如果每

位科研工作者都能够从

发现的乐趣中找到继续

做科研的驱动力，他们

就是优秀的科学家。”

“其实，我们整个

人类都应该有这样的精

神，不断探索新领域，

争取不断有新的发现。

每个人都应该有值得自

己全身心投入的爱好，

不论是艺术、音乐还是

科学，爱好可以帮助整

个人类维持探索精神和

创造性。对我来说，科

学就是让我保持探索精

神的来源。”克雷格 •
梅洛补充道。

克 雷 格 • 梅 洛 表

示，中国科研的质量在

不断提高。他指出，中

国科学家发表的文章和

进行的研究，总体上质

量都相当高。

不过，有一点可能

会 影 响 中 国 的 科 学 家

们获得诺贝尔奖。“据

我观察，很多研究资金

都投在了科研应用上，

希望科研结果可以产品

化，在基础科学的研究

上，基金的投入相对较

少。中国如果提高基础

科学研究上资金比例，

中国科学家将在不远的

将来获得诺贝尔奖。因

为在中国，有很多非常

聪明又十分努力的科学

家，如果他们把精力投

入在暂时没能破解的基

础科学问题上，他们获

得诺贝尔奖的路就在前

方，他们获奖的那一刻，

也是全世界都非常期待

的时刻。”克雷格 • 梅

洛说。

克雷格 • 梅洛告诉

记者，他从三四岁起就

立志成为一名科学家，

但那时并不清楚要成为

哪一领域的科学家。

克雷格 • 梅洛的父

亲是一位古生物学家，

在 美 国 自 然 博 物 馆 工

作。“ 因 为 父 亲 的 原

因，我以为我长大后会

研究恐龙。”克雷格 •
梅洛笑着说，最终让他

树 立 坚 定 理 想 的 是 高

中时发生的一件事。那

时，科学界研究出可以

从 人 的 身 上 提 取 出 胰

岛素蛋白，用来治疗糖

尿病。“我认为这是一

项非常伟大的发明，当

时 我 就 决 定 要 成 为 一

名生物学家。”

克 雷 格 • 梅 洛 表

示，父母在他成长的生

涯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

角色。“他们教育并鼓

励我探索自己的兴趣所

在，发现真正热爱的事

物。他们告诉我，‘你

真正热爱的东西或许就

是你非常擅长的。’后

来我发现科学是我热爱

的，我也成为了一名科

学家，这是一件极为幸

福的事。”

克雷格 • 梅洛同时

指出，虽然很多美国小

孩 对 科 学 有 浓 厚 的 兴

趣，但是他们已经决定

不当科学家了，最重要

的原因是美国科学家获

取科研基金非常困难。

“我们招募年轻科学家

困难重重。幸运的是，

很多中国的年轻人愿意

到 美 国 做 研 究， 完 成

研究生课程，我很幸运

能和很多中国人一起工

作、学习。”

克雷格 •梅洛介绍，

因 为 诺 贝 尔 奖 评 审 委

员会需要很长时间来评

定哪些人可以获奖，因

此一般情况下，大多数

获奖者是在发表研究成

果几十年后才被授予奖

项。“这就像伟大的科

学家爱因斯坦，他一生

有非常多的重要发现，

但在他宣布‘发现’时，

当时的人们并不能理解

这些‘发现’的重要性。”

克雷格 •梅洛解释，

关于 RNA 干扰的整个

研究思路十分清晰或许

是其早早获奖的原因。

“ 研 究 成 果 在 1998 年

发表，2005 年，我与安

德鲁 • 法尔获得了一些

奖项，当时，我就感觉

将来有可能获得诺贝尔

奖，却没想到第二年就

获得了。2006 年，RNA

干扰技术已经广泛地在

实验室得以运用，评奖

人很容易了解其重要意

义。这距离文章发表只

有短短 8 年时间。”

针对当今人类面临

的最难治疾病之一——

癌症，克雷格·梅洛表

示，根据基因序列，他

们已发现某些癌症的致

病基因，因为这样的发

现，他们可以更加集中

地干预治疗。“知道哪

种基因引发哪种癌症，

只 是 治 愈 癌 症 的 第 一

步，我们还需要投入大

量精力进行基础科学实

验室研究。下一步研究

的方向是基因的功能研

究。”克雷格·梅洛说。

不过，克雷格·梅

洛坦言，RNA 干扰最大

的影响还是在实验室。

“在实验室环境，我们

可以使用 RNA 干扰研

究基因的功能。实验室

的研究和发现会促进药

物的研发。现在，有一

些 药 物 便 是 利 用 RNA

干扰实验结果研发的，

比如肝病的治疗、胆固

醇的控制方法、病毒感

染等疾病的一些治疗。”

克雷格·梅洛表示，

在美国，大多数的研究

资金来自于政府。因为

在从事基础科学研究时，

从研究发现到临床应用

需要很长的时间。他以

自 己 发 明 RNA 干 扰 素

为例，他自 1998 年开始

研究，而研究成果转变

成药物预计在 2017 年，

这个过程需要20年左右。

漫长的转化周期，很多

企业等待不起，所以政

府必须支持科学研究。

“不幸的是，美国

科学家发表文章的数量

与文献被引用次数、影

响因子确实与科学家的

收入存在一些联系，但

我希望这样的联系不要

那么强烈。有很多非常

棒的研究成果，只是因

为太前沿了，人们还认

识不到它的重要性。此

外很多影响重大的研究

并不一定会发表在最好

的杂志上。”克雷格·梅

洛希望，未来这两者之

间的关系不要那么密切，

“否则这会让很有创造

力的科学家感到灰心。”

克雷格·梅洛还提

到，即使是已经发表的文

章，人们也应该以怀疑

的态度去面对。因为在

科学研究发展的道路上，

很多前人都会犯下错误，

后人需要改正过来。“我

一直告诉自己的学生，

对于现有的科研成果，

都不要无条件地去相信

它。因为，如果结果是

真实的，自己的实验自

然会证明其真实性。而

科学工作者就应该对一

切问题、对一切文献抱

有怀疑态度。”

科学家要永葆探索精神和创造性

医师报：您为什么会说“没想到那么早就获得诺贝尔奖”？

梅洛：因为大多数诺贝尔奖是研究成果发表二三十年后才被授予的。

医师报：美国科学家发表文章的数量和质量是否与其收入、职称等紧密相关？

梅洛：并不是紧密相关，但确实与收入存在联系。

医师报：美国人做科研都是凭兴趣，这是令许多中国人羡慕的，您也是这样吗？

梅洛：在美国，很多孩子对科学技术有着很浓厚的兴趣，我也一样。

兴趣是科研最好的老师
研究成果被证明足够重要才可能获奖

伟大研究不一定发表在最好的杂志上医师报：在诺奖自然科学领域方面，中国仍是空白，您的科研经验是什么？

梅洛：科学家要对科研有发自内心的热爱，将发现新事物作为科研最大乐趣。

诺奖中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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