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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科学的入口处：30位生命科学家的贡献》将带你来到20世纪科学的入口处，在这里回望20世
纪信息科学发展的历史，了解你想知道的20世纪信息科学发展的一切。
马克思说：“在科学的入口处，正像在地狱的人口处一样，必须提出这样的要求：‘这里必须根绝一
切犹豫；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
’”2O世纪信息科学的发展得益于计算机技术的高速发展，它正由计算机程序控制化向智能化方向发
展；通信技术伴随着信息科学的发展不断进步；2O世纪中发展起来的网络技术正在改变着人们的生活
。
　　在20世纪信息科学发展的历史长河里，涌现出30个作出了重大贡献的科学家或科学家群体。
他们提出了控制论，发明了电子计算机，创建了国际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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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程汉华，女，1963年出生。
武汉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入选2005年国家教育部新世纪人才支持计划。
1997年合著专著《转基因动物技术与应用》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2007合译专著《发育原理》将由
高教出版社出版；在国内外核心期刊和SCI刊物上发表科研论文60余篇。
参与的“动物性别决定与分化的遗传学研究”项目，2005年获得湖北省自然科学奖二等奖；参与的“
人脑髓鞘碱性蛋白及其基因表达与应用研究”项目，2002年获四川省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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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 打开人类输血之锁的钥匙——血型的发现　　输血在古代被认为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因为常
常会发生致命的后果，是什么使输血成为现代医学中的一种普通治疗手段，它对人类有怎样的贡献呢
？
　　输血危险的年代　　古时候，人们很敬畏地看待血液，认为它是生命的源泉，并试图用血液来挽
救濒死的生命。
饮血疗法在世界上曾经风行一时，但是这种直接的饮血往往导致人的死亡。
据历史记载，1492年罗马教皇生病，喝了3个男孩的血，结果连他在内的4个人全部送了命。
在那个医学不发达的时候，人们不可能真正利用血液来治病。
1616年，英国医生哈维发现了血液循环，为输血奠定了科学基础。
1667年，法国人丹尼斯和外科医生埃默累兹第一次将羊血输给一个贫血病人，病人的病情似乎好转。
后来他又把羊血输给精神病患者，结果病人休克了。
他继续给病人输入羊血，结果病人死亡。
在这种情况下，输血在法国被禁止，继而扩大到整个欧洲。
在此后的150年间，输血进入“黑暗时代”。
　　直到1818年，英国医生布伦德尔利用输血成功地救活了一名产后大出血的产妇，第一次完成了人
与人之间的输血。
这种方法被许多医生效仿，并对输血方法和器械做了改进，使许多濒临绝境的病人，在接受输血之后
，重新恢复了健康。
然而，在大量的临床输血中，还是出现了很多的事故。
有的病人在接受输血后，会出现不适的症状，严重的甚至死亡。
开始人们以为是血液容易凝固或者是输血过程中的细菌感染引起的，但是在这些问题解决之后，危险
仍然时常发生。
为什么输血有时使人康复，有时使人死亡？
这个输血反应的问题始终困扰着人们。
这种情况与种族差异、性别差异和血缘差异都没有关系，人们采用生理盐水代替血液输入人体，持续
了半个多世纪。
输血再次陷入了“黑暗时代”。
　　ABO血型的发现　　为了解开这个谜团，人们进行了种种探索与研究。
1900年，奥地利医生、病理学家兰德斯坦纳首先揭开了这一谜底。
兰德斯坦纳在研究工作中发现，发热病人血清中的溶血素，能够溶解正常人的红细胞。
而正常人血清中存在一种凝集素，能够凝集其他人的红细胞。
于是，他想到了输血反应。
输血反应的原因，会不会是输血者和受血者血液中的血清与红细胞发生凝集的缘故呢？
为了证实这一猜想，他分别抽取了6个人的血，然后将血液分离成血清和红细胞两部分。
经过实验，他发现：每个人的血清和自己的红细胞相遇，都不会发生凝集；而不同人的红细胞和不同
人的血清相遇，就可能出现不同的结果。
如果产生凝集，就会堵塞毛细血管，造成输血反应。
这一点充分证实了他原来的猜想。
他抑制住内心的兴奋，继续分析，发现6个人的血液反应呈现出三种不同的类型。
经过研究，他把这三种类型分别命名为A型、B型和C型（即今天的O型）。
　　1901年，兰德斯坦纳宣布了他的研究结果，即人类有三种血型，不同血型的红细胞和血清相混而
产生的凝集，是导致输血反应的真正原因。
他指出，只要输血前预先测定血型，选择与病人相同血型的输血者，就可以保证输血的安全。
这一发现给临床输血奠定了坚实的科学基础。
　　1902年，狄卡斯德罗医生对155名正常人重复了兰德斯坦纳的实验，发现151人的反应类型与兰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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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纳宣布的血型反应完全相同，而另外4人的红细胞，除了和自己的血清不发生凝集以外，对其他
人的血清都发生凝集，这说明还有第四种血型存在。
由于这种血型的人较少（约占人群的1/10），而兰德斯坦纳只做了6个人的实验，所以没有发现它。
当时狄卡斯德罗医生将这种血型称为D型（即现在的AB型）。
　　捷克医生扬斯基与美国医生摩丝分别于1907年和1910年各自独立发现了血型系统。
由于命名不一致，国际命名决定采用兰德斯坦纳的命名法，把血型统一划分为：A型、B型、O型和AB
型。
扬斯基还总结出了四种血型的相互关系。
O型血的人无论输给哪一种血型的人，都不会发生红细胞和血清凝集的反应，所以被称为“万能供血
者”。
相反，AB血型的人，除了同型血的人以外，不能输给任何别的血型的人，但他可以接受任何血型的输
血而不致产生凝集反应，所以被称为“万能受血者”。
但临床上最好还是遵循输同型血液的原则。
　　在那以后，经过科学家的不懈努力，又发现了人体的许多种血型类别。
迄今为止，已发现20多个血型系统，几百种血型。
目前被国际输血协会（ISBT）命名的红细胞血型系统已有29个，血型抗原已将近300个，还有40多个遗
传座位和824个等位基因。
　　ABO血型的发现，为临床输血铺平了道路，使它成为一项有效的治疗手段。
兰德斯坦纳以他划时代的发现，获得了1930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兰德斯坦纳1868年6月14日出生于维也纳，1943年6月25日在纽约去世。
在他的一生中，发现了A、B、O、M、N、P、RH等许多血型，对人类血型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赢
得了“血型之父”的誉称。
当今天的人们在享受这一发现带来的利益时，不要忘了血型的发现者——兰德斯坦纳。
　　RH血型的发现　　1940年，兰德斯坦纳和威纳将恒河猴的血液注入家兔体内后，得到一种免疫抗
体，这种血清中的免疫抗体不仅能凝集恒河猴的红细胞，而且能凝集85％的白种人的红细胞，从而证
明了这些白种人的红细胞与这种猴子的红细胞上有共同的抗原，因而便取恒河猴的英文字头“RH”
作为这种抗原的名称。
凡是人体血液红细胞上有RH抗原（又称D抗原）的，称为RH阴性。
这样就使已发现的红细胞A、B、O及AB四种主要血型的人，又都分别一分为二地被划分为RH阳性和
阴性两种。
　　因RH血型是继ABO血型发现后临床意义最大的一种血型，也是最复杂的血型系统之一。
RH血型不合的输血可危及病人的生命。
母子RH血型不合的妊娠，有可能发生死胎、早产和新生儿溶血症。
我国汉族人RH阴性占0.2％～0.5％，而RH阴性受血者和妊娠者受RH阳性抗原刺激的概率为99.6％
～99.8％，经过一次输入RH阳性血后50％以上的RH阴性者会产生抗RH血型抗体。
RH血型抗体为免疫抗体，如果再次输入RH阳性血液后便容易发生输血反应。
因此，RH血型检查和ABO血型同等重要。
需要注意的是，RH阴性的孕妇妊娠后必须到医院进行RH血型鉴定并测定是否有免疫性抗RH抗体，以
防因母婴血型不合而发生新生儿溶血症。
　　血型与移植　　到了20世纪50年代，科学家又发现白细胞也有血型。
这一发现为异体移植奠定了理论基础。
　　20世纪50年代以前，异体移植一直是医学的禁区。
如果将白细胞血型不同者的器官，从甲移植到乙身上，它们就会“打架”，各不相容地拼个死活，不
久便坏死。
而凡是白细胞血型相同的人，器官移植后就能相安无事，所以，白细胞血型发现后，异体移植才成为
可能。
现在，白细胞血型已发现100多种，可谓洋洋大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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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红细胞血型不同的人为什么不能相互输血，白细胞血型不同的人器官为什么不能移植呢？
　　现代分子生物学的发展揭开了其中的奥秘。
因为红细胞和白细胞细胞外面都有若干糖蛋白——糖类和蛋白质的结合物（抗原），血型不同的人，
糖蛋白结构也不同，红细胞具有4种不同的糖蛋白，白细胞则有100多种。
所以，不同血型，无论是红细胞或白细胞相遇后就“打架”，拼个你死我活。
这就是红细胞血型不同不能相互输血，白细胞血型不同不能移植器官的根本原因。
由于红细胞和白细胞细胞外的糖蛋白是决定血型的，因此，科学家称它为血型物质。
　　血型物质不仅血液中有，目前发现在人的唾液、汗、尿液中也存在。
这样，查验血型就不必抽血化验，只要取到人的汗、尿等就可以了。
有趣的是，我国考古工作者在长沙马王堆发掘的距今2000多年前的女尸，正是用测定血型物质的办法
，检验出这具千年古尸——驮侯夫人的血型是A型。
　　知识链接　　稀有血型就是一种少见或罕见的血型，这种血型不仅在ABO血型系统中存在，而且
在稀有血型系统中也还存在一些更为罕见的血型。
随着血型血清学的深入研究，科学家们已将所发现的稀有血型，分别建立起稀有血型系统，如RH
、MNSSU、P、KELL、KIDD、LUTHERAN、DEIGO、LEWIS、DUFFY以及其他一系列稀有血型系统
。
　　还有一种叫孟买型的稀有血型系统，在这种血型的红细胞上，没有A、B和H抗原，但在血清中却
同时存在A、B和抗H三种抗体。
　　在稀有血型系统中，除RH血型系统外，其他各血型人数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非常小。
因此，它们在实际的临床上远没有ABO及RH血型系统重要，但是，就其具体来说，如用血不当，有
些抗体仍可出现致命的恶果。
　　RH血型的分布　　RH阳性和阴性血型的人的比例因种族不同而不尽相同。
RH阳性血型的人在我国汉族及大多数民族中约占99.7％，个别少数民族约为90％。
因此，我们经常遇到的库存的RH阴性血液难以满足临床输血需要的现象就不足为奇了。
在欧、美的白种人中，RH阳性血型的人约占人群的85％，RH阴性血型的人约占人群的15％。
　　据广州血液中心江朝富主任介绍，广州对每一位无偿献血者进行RH阴性血型的筛选，仅去年在12
万多名献血者中共发现196名为RH阴性血型者，总人数的0.17％。
目前，广州市的RH阴性血液供求紧张。
O型血供求量最大，AB型血则相对少，有时还出现偏血型的情况。
　　现代科学资料证明，人类细胞血型多达23个，ABO和RH血型系统是人类输血关系中最重要的两个
血型系统。
其中，RH阴性血型系统因种族关系不同而有差异。
白种人比例较高，约占该人群总数的15％，汉族人比例极低，仅为0.3％。
因此我们称RH阴性血型为稀有血型。
这类血型者在需要输血时，必须输入同类血型的血液，不能接受其他血型的血液，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
　　2从柳树皮到解热镇痛的神药——百年神药阿司匹林的传奇故事　　阿司匹林早已成为大多数家
庭药箱中必不可少的常备药品，随身携带阿司匹林更是很多人出行的习惯。
在解热镇痛方面发挥着重要功能的阿司匹林，最初竟是从斑驳的柳树皮中提炼出的。
　　阿司匹林的发明，从柳树皮到水杨酸　　在古代的中国和西方，人们常常借助于草药治疗一些常
见的疾病，并且在利用植物治疗疾病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例如，人们很早就知道了柳树皮具有解热镇痛的神奇功效。
公元前约1550年，古埃及的纸莎草文献上记载着人们利用白柳的叶子来缓解伤痛。
被称做现代医学之父的希腊医生希波克拉底也常用咀嚼柳树皮的方法来治疗分娩疼痛和产后发热。
在缺医少药的年代里，人们常常将它作为治疗发烧的廉价“良药”。
在许多偏远的地方，当孕妇生产时，人们也往往让她咀嚼柳树皮。
究竟是柳树皮中的什么物质，具有如此神奇的功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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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19世纪，水杨酸这种柳树皮中具有解热镇痛功能的活性成分，才开始被人类认识和发现，而这就
是对人类健康产生了重大意义的神奇药物——阿司匹林。
　　提到阿司匹林，就不能不提到两个关键性的人物，费利克斯·霍夫曼和约翰·文恩爵士，前者首
次纯化了阿司匹林的药物成分——乙酰水杨酸，而后者揭示了阿司匹林发挥抗炎作用的治病机理，并
由此获得了1982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1829年，法国药剂师约瑟夫·勒鲁把柳树皮粉末放入水中煎熬，最终得到一种可溶性晶体，他称
之为“柳醇”。
这便是解热镇痛的物质——水杨酸。
1853年，法国化学家夏尔·热拉尔让酯酸的一种衍生物与水杨酸钠反应，获得了水杨酸。
水杨酸虽然可以治病，但对胃部会产生副作用，它具有一种强烈的刺激性气味以至于患者常常由于过
敏而无法服用。
费利克斯·霍夫曼解决了这一难题，并且成功地第一次得到了纯净的乙酰水杨酸。
霍夫曼是一位有机化学专家，他的父亲得了十分严重的关节炎，整日无法入睡，十分痛苦，年轻的霍
夫曼为解除父亲的痛苦，潜心研究，终于在1897年10月10日获得了几乎纯净的乙酰水杨酸。
通过他的纯化技术，乙酰水杨酸的化学结构得到了修饰，减少了药物的副作用，从此，这种新合成的
乙酰水杨酸被正式命名为阿司匹林。
霍夫曼所在的德国拜耳制药公司经临床试验，证实其有治疗风湿病的效果，同时还有镇痛作用。
1899年，阿司匹林作为世界上第一种用合成法制得的药品正式投人了生产。
从此，阿司匹林便作为一种解热止痛的药物走进了干家万户，数以万计的患者也从中受益。
正是霍夫曼对父亲的爱和对科学研究工作的执著，促成了这一项伟大发明的诞生。
　　阿司匹林的作用机理和诺贝尔奖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进步，人们发现了阿司匹林越来越
多的妙用。
除了可以解热镇痛、发汗降温以外，科学家还发现，它可以有效地控制由炎症、手术等引起的慢性疼
痛，如头痛、牙痛、神经痛、肌肉痛等，且不会产生药物依赖性。
阿司匹林的另一个重要作用是抗炎、抗风湿，是治疗风湿热、风湿性关节炎的首选药物。
近年来，神奇的阿司匹林在更多的方面被证明具有神奇的功效。
它可以用来防止中风，防止眼睛白内障，抑制肿瘤，降低癌症患者的发病死亡率，它甚至能够被用来
防止由怀孕引起的高血压。
但是，尽管有着如此巨大的作用，阿司匹林发挥作用的确切机理却一直不为人所知，直到1972年，约
翰·文恩爵士才揭开了阿司匹林发挥功能的神秘面纱。
　　约翰·文恩出生于英格兰乌斯特郡，家中排行老三，上有姐姐与哥哥。
在12岁那年，父母亲送他一组简易的化学仪器当作圣诞节礼物，这项礼物激发起他对实验的强烈欲望
。
最初，约翰·文恩利用家中的厨房进行实验，但一次意外的小爆炸损坏了厨房家具。
不久后，他的父亲便在家中的花园为他搭建了一个小木屋，这小木屋中有桌椅、有煤气也有水电，约
翰·文恩曾在自己的自传中提到“这是我此生第一个实验室”。
年轻时的约翰原本并不打算在药理学领域发展。
1944年，约翰·文恩进入伯明罕大学化学系就读，但很快地他发现自己对化学实验再没有任何兴趣。
因此，当化学系教授询问他毕业后的人生规划时，他直率地回答“什么都好但剧提化学⋯⋯”。
于是教授告诉约翰·文恩，牛津大学药理学系的教授海诺得·布恩希望他能推荐一位学生到牛津大学
接受药理学训练。
当时对药理学一窍不通的约翰·文恩并没有太多的犹豫，他把握了这次机会，立即决定前往牛津。
事实上，这个与化学系教授短暂的交谈机会和这个仓促的决定最后竟改变了他的一生。
1946年，约翰·文恩进入海诺得·布恩的实验室，海诺得·布恩是一位思路清晰、文笔流畅且对研究
工作具有高度热情的科学家，他专注的研究态度深深吸引着年轻的约翰·文恩。
约翰·文恩曾在自传里提到：在药理学领域中，如果有人可以被称为研究学者的典范，那绝对是他—
—海诺得·布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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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诺得·布恩的实验室当时已经具有相当名气，后来更是英国药理学领域研究中最优异的几个实验室
之一，他也是带领约翰·文恩进入药理学研究领域的启蒙恩师。
在取得药学学士学位后，约翰·文恩先到雪菲尔大学的药理学研究所工作了几个月。
接着，他回到牛津大学跟随杰费里·道斯攻读博士学位。
1953年，约翰·文恩取得了博士学位。
对年轻的他而言，在牛津学习是一个重要的人生里程碑，在那里，他成家并生了两个女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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