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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 　洵 　 女 ，海洋生物工程专家 。 １９３４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出生于福建省建瓯市 。 １９５７ 年
毕业于中国医科大学 。 国家海洋局第三海洋研
究所研究员 。 我国海洋基因工程的学术带头
人 。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利用 DNA 重组技术首次
在海洋低等生物中发现人功能蛋白的原始基

因 。 ９０ 年代初创建了我国第一个海洋基因工
程实验室 ，专门从事海洋基因工程的研究 。 成
功构建了我国第一个具有知识产权的海洋基因

工程菌 ；应用现代生物技术成功解决了检测海
洋环境 RNA 病毒污染的难题 ；在国内外率先
破解了对虾白斑病毒基因组密码 ；首次从对虾
组织中克隆到具有抗病毒作用的因子并发现了

介导病毒感染的受体 。 为揭示病毒感染特性及
其防治奠定基础 。获国家海洋局科技进步奖等
多项奖励 。 １９９９ 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

我的父亲是中学教师 ，母亲操持家务 。 兄
妹六人 ，我是最小的 。 解放前靠中学教师微薄
的收入养活全家八口 ，还要念书 ，那是很不容易
的 。 由于从小家境贫寒 ，懂事比较早 。 我不到
五岁就跟我二姐（比我大一岁多）一起上了学 。
我出生在福建省建瓯县（现改为市） ，在那里上
小学和中学 。 当时建瓯很看重读书 ，设立了奖
学金 ，每年学习最好 、家境贫寒的学生可以得到
十担谷子的奖励 ，我从小学到中学期间几乎都
能得到这项奖学金 ，帮助家用 。 这项奖学金也
鼓励了我的学习 ，念到五年级（解放前小学是六

年制） ，大家看我学习很轻松 ，要我跳一年 ，直接
上中学 ，我抱着试试看的心理 ，去参加考试 ，没
想到考了前几名 ，剩下的问题是年龄不够（当时
规定上中学要满 １２ 岁） ，家里就设法将年龄报
大几岁 。 我长得比较瘦小 ，到中学头两年 ，经常
可以听到问话“哪里来的小学生” 。

中学校址在黄华山上 ，每天上学 ，要走路爬
山半个小时 ，一天来回两次 ，锻炼了体力 ，直到
现在 ，我走路还是很快 。初中期间 ，正值抗战胜
利 ，局势混乱 ，物价飞涨 ，民不聊生 ，中学教师生
活极为艰难 ，很多课程由于缺老师 ，经常自学 ，
因此报考大学时生物 、三角等科目都是自学的 。
倒也培养了很强的自学能力 。我对化学和生物
很有兴趣 ，但是家里一定要我学医 ，我哥哥看到
中国医大的图片 ，说是由原来英国人办的圣金
医学院和南满医学院合并而成 ，基础很好 ，又是
延安医大 ，入该大学就等于参加革命 ，享受供给
制待遇等 。解放初期 ，年轻人都很憧憬革命 ，因
此 ，吸引了很多南方学生报考 。 我哥哥帮我填
写了该校作为第一志愿 ，结果以华东区第一名
被录取 。 大学时因为误诊 ，躺了半年石膏床 ，全
部课程都是躺在床上自学的 ，期末考试成绩还
是最好的 。大学六年 ，打下了很好的数理化基
础 。 学校很重视教学 ，每一门课程都是由最好
的教授授课 ，至今我还是很感激这些老师们 。
他们教学生不仅有精湛的专业知识和基础知

识 ，更重要的是逻辑思维 、思考方法 ，这也是我
后来虽然改变专业 ，却能很快适应的缘由 。 所
有课程中我最喜欢生物化学 ，毕业后我被留
校在生化教研室当助教 ，在老教授指导下 ，进
行了酶活性在代谢调控中的作用研究 ，有了
生化研究的基础 。 １９７８ 年 ，我调到中国科技
大学 ，科大宽松的环境 ，良好的学术气氛 ，是
我一生致力于科研的转折点 。 在科大根据需
要 ，开展了尖吻蝮蛇毒的生化研究 ，几年中我
们纯化鉴定了五种新的毒性蛋白 ，详细研究
了它们的生化特性和结构功能关系 ，搞清了
毒性作用机理 ，１９８１ 年在国内第一个将蛇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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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结果发表在国际专业刊物上 ，打开了国
际交流的窗口 。 该项目前后发表了十余篇文
章 ，获得了中科院自然科学二等奖 。 在科大
只要努力工作 ，有一点成绩 ，都会受到重视 。
例如 ，我到科大一年多 ，科大主管科研的包忠
谋校长多次来实验室了解情况 ，亲自给予支
持 。 因此我在科大十几年可以全身心地投入
到科研 、教学和培养研究生上 。

１９８１ 年学校让我代表生物系参加科大代
表团访问美国 ，访问了美国十几所有名的院校 ，
从中了解到当时国际生物学研究的热点是利用

基因工程和单克隆抗体技术研究生物学问题 ，
这个情况我在枟生命化学枠约稿时做了介绍 。 其
中值得一提的是在访问美国加州大学 UCSD
时见到了生化学 R ．F ．Doolit tle教授（美国科学
院院士） ，我们有共同语言 ，谈得很愉快 。 他当
即邀请我去他的实验室工作 。 我于 １９８５ 年在
国内的研究告一段落后前往美国 ，当时给我印
象最深的是每人一台电脑 ，计算机在分子生物
学中广泛应用 。 熟悉分子生物学方法后 ，我的
工作是利用 DNA 重组技术在八目鳗中克隆人
的功能基因 ，研究分子进化 。 总的思路是先在
低等动物中找到人功能基因的祖先 ，保守部分 ，
和功能关系等 ，最终找到它的“根” 。 在一年多
的时间里 ，很顺利地完成了第一阶段工作 ，研究
结果在 Biochemistr y 上发表 ，其中用 Western
证明该蛋白质存在八目鳗血液中的工作是确证

结果的重要实验 ，原来有 ２ ～ ３ 个人尝试做过 ，
但是都失败了 ，我经过仔细分析 ，改变了条件 ，
最终得到了漂亮的结果 。 Doolit tle教授惊奇地
说 ：You can do anything you want to do 。接着
继续构建文昌鱼的 cDNA 文库 ，进入下一步研
究 。 这时 ，出国期限已到 ，主要是国内“８６３”和
各项基金的申请在即 ，必须回国 。 美方不得不
同意由我实验室的老师代替我继续研究 。由于
以海洋生物作为研究对象 ，和美国著名的
Scripps海洋研究所有了接触 ，了解到生命源于
海洋 ，海洋生物是一个巨大的宝库 ，许多空白有

待于研究 。 因此对海洋生物产生了浓厚的兴
趣 。 这也是我在 ９０ 年代到海洋研究所从事海
洋分子生物学研究的原因 。 １９８８ 年 Doolit tle
教授多次来信 ，提到现在有了体外基因扩增新
技术 ，希望我能再次赴美 ，利用新技术将生物
界长期以来认为血纤维蛋白原只存在于脊椎

动物的问题从新研究 ，是否可能起源于无脊
椎动物 。 因为即使存在 ，同源性也很低 ，难度
较大 。 科大也很支持 ，将工作安排好后 ，我于
１９８９ 年初再次前往美国 ，经过一年多研究 ，终
于在海洋棘皮动物中找到了原始基因 ，当即
在 PN A S上发表 ，还有 Discovery 的专访等 ，
在美国同行中产生较大的影响 。 这时很多实
验室发来邀请 ，其中 ，美国知名分子生物学家
李文华教授当时受聘为一个研究所所长 ，他
以优厚的条件邀请我去工作 。 但我和我先生
都认为美国终究不是自己的国家 ，在自己的祖
国研究感兴趣的题目 ，才是我们的追求 。

１９９０年底回国 。 几经周折 ，科大最后答应
我们调往海洋三所 ，但是仍然在科大兼职 ，这
样 ，我终于可以全力投入海洋生物的研究 。 当
时 ，国内几乎没有海洋生物基因工程的研究信
息 ，国外也不多 。 在分子水平上 ，海洋生物比陆
地生物的研究整整落后十年以上 。我从科大带
来一台冰箱 ，国家海洋局给了 ５０ 万 ，购置了最
基本的设备 ，开始了以海洋生物为对象的分子
生物学研究 。 我考虑的是 ，和国外不同 ，我们应
该应用高新技术解决海洋面临的实际问题 ，首
先是海水养殖中的难题 。 所以一开始我们针对
海水鱼生长缓慢的问题 ，克隆了生长快 、中 、慢
三种生长素 ，构建了高效表达的酵母菌 ，经网箱
试验 ，确实可以大大加速鱼的生长 。 １９９１ 年由
于江苏污染毛蚶造成上海甲肝流行 ，我们受命
研究甲肝病毒快速诊断方法 。海洋生物富含糖
类 、水解酶和低分子有机化合物 ，制备 RNA 病
毒样品做 PCR是国际难题 ，经过实验室全体的
共同努力 ，我们终于解决了快速诊断的难题 ，很
好完成了任务 。 从 １９９３年起 ，全国包括东南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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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了对虾白斑病毒病 ，７０ ％ 对虾死亡 ，造成巨
大的经济损失 ，虾农纷纷破产 。 此时 ，破解对虾
白斑病毒基因组结构 ，建立灵敏快速诊断方法 ，
探索预防治疗办法是当务之急 。从 １９９４ 年起 ，
我们实验室克服了从染病对虾组织分离病毒

DNA 的难题 ，经过几年努力 ，１９９９ 年在世界上
率先完成了全序列测定 ，是目前为止已测序的
最大动物病毒 ；１９９９ 年列为我国十大科技新
闻 。 因为含有其他病毒所没有的胶原蛋白 ，有
较完善的核酸代谢酶类 ，相对其他病毒而言 ，对
宿主有较少的依赖性 ，病毒生存时间长 。 我们
的工作成果发表在 ２００１ 年在病毒学最好的刊
物 J ． V irology 上 ，同时也被评为 ２０００ 年我国
十大基础研究新闻 。 我们还建立了快速检测定
性定量试剂盒 ，提供给虾农 ，供选用亲虾和虾苗
使用 。 接着我们又发现对虾白斑病毒随着时间
逐渐发生变异 ，序列成段缺失 ，而且缺失总是发
生在固定的部位 ，即有热点区 ，毒性随之减弱 。
与此同时 ，我们还观察到有极少量感染病毒的
对虾能健康地存活 ，即使注射病毒也不发病 ，说
明这些对虾体内存在很强的抗病毒因子 ，找出
这些抗病毒因子 ，研究它们的作用机理及其表
达调控 ，将对病害防治具有更重要的意义 。 因
此 ，在继续深入研究病毒感染机制的同时 ，２００１
年又开展了对虾抗病毒免疫的研究 ，用抑制差
减技术 ，先后从抗病对虾克隆到数种有抗病毒
作用的蛋白质 。 在 Febs Letter（２００３）上刊登
后 ，２００４ 年 GCL 首页评论 ，指出是“第一个报
道的对虾的抗病毒基因和蛋白质” ，其后我们克
隆了调控元件 ，利用昆虫细胞系 ，鉴定了对虾抗
病毒蛋白基因元件的启动子活性 ，并找到了介
导病毒感染的受体（ Virology ，２００７） 。 对虾病
毒和抗病毒及病毒和宿主相互作用研究工作仍

在深入 。 期望这些工作的完成将为无脊椎动物
病毒病害的生态防治提供新途径 ，为选育抗病
良种提供分子探针 ；同时还将深化对无脊椎动
物天然抗病毒免疫系统的认识 。

由于我们的工作是紧紧围绕困扰海水养殖

的问题 ，开展从基础到应用的研究 ，是一项全新
的 、前人没有做过的工作 ，可供借鉴的信息很
少 ，难度大 。 我们之所以能有一些成绩 ，我体会
到 ，做研究最重要的要是根据社会的需要 ，开展
创新性研究 ，只要全身心投入 ，认真执著 ，坚持
不懈 ，一定会有收获 。 其次要有一个团结和谐
的团队 。 现代生物学研究靠一个人是不行的 。
例如我们实验室年青的杨丰研究员 ，就是一位
解决技术难题的能手 ，有的研究生做出了极具
创意的工作 。 没有他们的努力 ，工作是不可能
完成的 。 因此 ，必须尊重别人并善于发挥每一
个人的才能 ，特别是尽力扶持有能力的年轻人
脱颖而出 ，及早让位 。 同时还要有良好的风气 ，
我们实验室规定互相不许受礼和送礼 。 人际关
系要简单 ，宽松和谐 ，要互相支持 、帮助 。 对学
生要言传身教 ，实实在在 ，绝对不允许做假 。所
以我们实验室从 １９９１ 年只有 ２ ～ ３ 个人开始 ，
逐渐发展成为目前包括 ９ 位责任研究员 ，２０ 多
位研究人员 ，８０ ～ ９０ 个研究生的实验室 ；引进
的人才很少离开 ，出国后也都按时回来 ；年轻人
迅速成长 ，他们承担了实验室主任 、副主任工
作 ，每一个责任研究员都能承担重要任务 。 研
究内容已经从养殖病害到微生物 ，从近海到大
洋 ，特别是深海 ，承担了多项重大项目 ，例如已
建立了我国深海微生物研究平台 ，并且已经组
建了中国海洋微生物菌种保藏中心等 。 我希望
在有生之年 ，能尽自己一点力量 ，继续培养学
生 ，努力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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