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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畏浮云遮望眼

在社会生活中，总有一些世俗的烟云，

蒙蔽了大多数人的双眼，使之失去了本来正

常的“初心”。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国就

处于这样的一个时期，混乱的社会秩序影响

着人们的价值观，“读书无用论”的思潮暗

流涌动，很多人都被时局裹挟，迷失了人生

的方向。但是成长于那个特殊年代的邵蔚蓝

却不随波逐流；没有管束的自由时空任凭思

绪飞扬，渐渐地在她的意识中形成了追求真

理、积极向上的理念。

邵蔚蓝1958年4月出生于江苏省射阳

县。她在小学二年级时遇上文革，父亲从高

三语文教研组长被贬，去看管那个时代不再

开放的图书馆；此后她和普通孩子一样不再

需要学习，但是她一有机会就躲在图书馆里

倒腾成堆的旧书，以解析数学题和看侦探小

说取乐。1975年高中毕业后，她在“上山下

乡”的洪流中，被下放到农村进行劳动锻

炼；干农活是很辛苦的，但是那段时间给她

留下了美好的回忆：干活时她全靠农民姑娘

们帮忙完成任务，休息时田头嬉闹她却一个

顶仨。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制度时，邵蔚蓝

凭借数学和作文的功底，有幸考取南京农业

大学植物保护系。1985年她从南京农业大学

获得植物病理学专业的硕士学位后，来到南

京师范大学生物学系任教。

因为时代的影响，当年我国科研水平

与国际发达国家差距极大，为了培养青年教

师，南京师范大学推选邵蔚蓝出国进修。

1989年至1993年，她在美国佐治亚大学微生

物学系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纤维素乙醇高温

发酵，并获得博士学位。在此期间，邵蔚蓝

参加了美国能源部下达的项目，在生物质水

解酶研究方面取得了突出成绩，先后发现并

鉴定了9种新型的高温酶，在JB和AEM等期

刊上发表相关论文5篇。毕业后，邵蔚蓝获

得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加州大学博士后基

金，参与乳酸杆菌的基因工程、细菌糖代谢

调控、双组分信号传导等研究领域的多项课

题，在现代分子生物学技术方面得到全面的

训练，为日后展开相关领域的前沿研究打下

了坚实的基础。

知识的海洋无边无际，对真理的追求不

能有半点含糊。在工作中，邵蔚蓝严谨的科

学态度和敢于挑战学术权威的胆略有时难以

被常人所接受。在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坚持

真理的邵蔚蓝因为提出了与导师不同的学术

见解，论文答辩时被导师给了一个非常难堪

的成绩；虽然她的学术观点在十多年后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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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分子生物学研究的证实，但是在众人的

眼中，不服从导师的人无疑会被视为异类。

但是，邵蔚蓝秉持科学原则，在美国攻读博

士期间，她在实验室例会上依然会和导师争

论。所幸的是美国导师尤尔根博士是一位很

严谨的德国绅士，他对这位中国弟子十分欣

赏，时常称赞她：“蔚蓝是蛋白质纯化的女

王”、“这样可靠的科学家现在很少了”，

并告诉他的朋友说：“得到这样的学生是我

此生的幸运”。邵蔚蓝也被美国导师的真诚

和博学所折服，他们之间的合作研究一直持

续至尤尔根博士退休。

矢志科学，成果丰硕

2000年，邵蔚蓝学成回国工作，作为海

归专家先后在江南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江

苏大学担任特聘教授职务，并受聘为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委微生物学专家组专家和遗传学

第九届专家组专家、江苏省自然科学基金农

业科学专家组第四和第五届专家。在江南大

学和南京师范大学，邵蔚蓝得以施展才华和

抱负，她充分运用自己特有的观察和分析能

力，以及精湛的高温菌/高温酶研究技术和

分子重组技术，积极开展研究工作。其主要

研究方向包括纤维素乙醇高温发酵的分子生

物学和代谢工程；基因克隆、诱变和表达调

控的方法学；分子酶学和基因工程；生物质

降解酶的综合应用研究等前沿领域。

博士和硕士研究生都很敬佩邵老师的科

学态度和敬业精神，但是当她的学生真的很

不容易。因为邵蔚蓝认为，“科学研究”的

价值就在于解决别人解决不了的问题，或达

到别人达不到的目的，所以学生的研究论文

有很大的挑战性；主要研究课题通常没有可

参考的研究方案。在实验室例行讨论会上，

经常发生类似这样的对话，学生说：“我测

不到这个酶的活性，国外报道的这个酶也没

有活性”、“国外文献也这么认为的”……

邵蔚蓝回答说：“不要相信那些文章，那个

试验做得不对”。学生在研究过程中对参考

文献的依赖性很强，而邵蔚蓝却说大多数科

技文献中有错误。所以，她的研究组中科研

成果好的学生有两类：一类是善于交流，敢

于主动与老师讨论问题的人；另一类是工作

有起色，被老师“盯”上的人。

然而，有的博士生在研究工作遇到困难

时，感叹道：“唉，这个问题我解决不了，

将来让我的学生来解决吧”。这虽然是国内

的普遍现象，但很是令人失望。很显然，理

科的研究生导师的能力，不在于读了几书架

的书，写了几箩筐的文章，或者招揽多少个

课题让学生去闯荡。真正有能力的导师应该

能够带领研究生走到科学最前沿，去发现、

分析并解决新的科学问题或进行技术创新。

邵蔚蓝无法让自己的所有学生都爱上科学，

但是能够让优秀研究生直接观察、参与和体

验那种科学发现和技术创新的过程，并领悟

生物学/生物技术研究的真谛：进行通往科

学发现和技术创新的研究，需要站在超越科

技前沿的学术高度、具备无数的书本以外的

知识点，并且有能力捕捉住意外发现。

矢志不渝地钻研，收获颇丰。多年来，

邵蔚蓝带领硕士和博士研究生，针对乙醇高

温发酵中滴度低、生物质降解酶活性低稳定

性差、工业酶产量低成本高等科技关键问

题开展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邵蔚蓝研

究组近年在Metabolic Engineering、DNA 

Research、PLoS ONE等期刊上发表多篇具

有影响力的SCI论文；申请国际发明专利2

项、国家发明专利20项，已获得2项美国发明

专利和15项中国发明专利授权。该研究组取

得的突破性和原创性科技成果引起国内外同

行的关注，其中，具有代表性的科学发现和

技术发明包括：

1. 乙醇高温发酵及调控机理

该研究组鉴定了高温菌的乙醇发酵途径

中的关键酶，解析了代谢调控机制，并发现

了糖酵解途径与发酵途径之间的调控枢纽；

这些研究结果突破了“高温菌乙醇耐受力

低”的推测，提出了“高温菌自主调控乙醇

滴度”的学说。

2. 基因工程新技术的发明

该研究组发明了由Sigma因子调控的基

因表达系统pHsh（美国专利）、基因原位定

向进化技术（美国专利）、蛋白质无包涵体

表达等新方法，这些技术能够有力地推动重

组酶的工业化生产。他们还发明了安全高效

的重组基因筛选标记gfa，实现重组菌在自然

环境中应用的安全性。

3. 新酶发掘和酶基因超量表达

邵博士等发现并定性了十多种参与生物

质降解的新酶，其中1个酶独立为糖苷水解酶

新家族；他们对具有重要工业用途、性质优

异的酶进行基因改造，使高活性、稳定性的

漆酶、木聚糖酶、纤维素酶、S-腺苷高半胱

氨酸合成酶等一系列难以表达的酶基因实现

可溶性超量表达。

培育理想中的“苹果树”

因为有理想，所以笃意前行。邵蔚蓝干

起科研工作就像玩智力游戏那样全身心地投

入。同事和学生都看不出来，少年时期的她

喜欢下象棋、绘画、打乒乓……，中学时一

直主办班级墙报和快报，进大学后还曾经是

学校越野长跑、铅球等项目的女子冠军。但

是自从爱上科学研究，她就放弃了以前的兴

趣爱好和很多旅游甚至国内外交流活动，更

没有时间去过那种大家公认的“享受生活”

的日子。所想所做的内容和周围的人有如此

差异，她也曾问过自己：“老是舍不得时间

去娱乐，我这样做值吗？”然后，她找到的

答案是“我自己选择了‘加班’，一定是因

为我对这些事情更感兴趣，或者说这些事对

我更重要”。有朋友说：“你用不着这么辛

苦了吧？”她说“我不辛苦。我发现我是最

幸福的人，因为我不是为了谋生而工作，而

是为了在工作中得到一种满足”。还是孔老

夫子说得好：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

如乐之者。

作为海归专家、大学的特聘教授，邵

蔚蓝在工作中也承受着各种压力，尤其是以

科研项目和SCI论文为指标的聘期考核。但

是，压力不能动摇她的信念：科学只有第一

没有第二，不能用宝贵的时间去搏短期效

应，也不能做对实践缺少指导意义的科学。

如今，国际同行和国内学术领袖对她的认可

成为她的主要精神支柱。由于研究工作具有

高度的系统性、持续性和目的性，邵蔚蓝研

究组取得的成果经过长期积累，其核心部分

不像收获的苹果，而是像能够长出果实的苹

果树那样具有生命力。长久以来，培育基因

工程技术前沿的“苹果树”和看自己的“苹

果树”开花结果一直是邵蔚蓝的梦想和追

求，这是导致她乐于工作、把工作当着智力

游戏的内因。

一般认为，欧美国家比中国早二十多年

启动分子生物技术研究，能解决的问题都已

经解决了，留下的都是解决不了的难题。邵

蔚蓝认为这些难题正是留给我们的契机。在

如今浮躁的大环境中，潜心研究科技难题的

人无疑是孤独的。但是，沉寂了数年以后，

邵蔚蓝终于厚积薄发，应邀在2010年全国微

生物学大会和2011年国际高温微生物学大会

作大会报告，宣讲高温菌乙醇发酵途径及其

调控机理，并在2016年国际生物能源大会上

报告“高温菌自主调控乙醇滴度”的学说。

目前，邵蔚蓝研究组所发现的“高温菌乙醇

发酵关键酶”及其调控机制正在被美国实验

室用于构建超高温乙醇发酵的代谢工程菌。

邵蔚蓝研究组拥有的最大“苹果树”是

由一系列美国发明专利和中国发明专利组成

的核心技术平台，其中包括新型热休克系统

pHsh、冷休克系统pEXC、基因修饰和定向

进化技术、蛋白质研究技术，以及新型遗传

选择标记等。在这个技术平台上，任何难以

表达的目标基因都可以通过修饰或进化实现

可溶性超量表达，并且能够在无化学诱导剂

无抗药基因的条件下进行规模化生产。利用该

技术平台对真菌木聚糖酶无包涵体表达的新技

术（PLoS ONE，2011），赢得了诺维信公司

丹麦同行的浓厚兴趣；他们将这个成果推荐给

欧洲媒体，国际创新杂志对邵蔚蓝进行了采访

并且较全面地评述了该研究组的科学发现和技

术创新（International Innovation，2014）。

目前，邵蔚蓝研究组利用已掌握的知识

先机和技术优势，正在向能源、环境、养殖

等领域最需要解决的科技难题发起冲击，主

要研究目标包括：

1. 构建超高温乙醇发酵的代谢工程

菌：这是生物能源领域最富挑战性的课题之

一。目标工程菌可以直接将秸秆等农业废弃

物转化成燃料乙醇，实现生物质能的简约性

高效转化。与国际同类研究相比，邵蔚蓝研

究组在理论基础和试验技术方面更胜一筹。

2. 发展环保性造纸工业酶：人类生活

离不开造纸，但造纸是高污染行业。国内外

科学家都在寻求高产高活性的工业酶以降低

高污染化学品的使用，邵蔚蓝研究组发明的

技术最为先进，能够率先向市场提供在性能

和价格方面具有优越性的酶制剂。

3. 研制益生性饲料酵母菌剂：禽畜饲

养需要用大量抗菌素和激素，邵蔚蓝研究组

能够用自主发明的生物安全性遗传转化技

术，创制能够有效产生益生因子和单细胞蛋

白的酵母菌剂。这项研究已被立为江苏省科技

计划（现代农业）研究开发示范类重点项目。

有志者事竟成，付出总有回报。如今的

邵蔚蓝已然成果辉煌，桃李成蹊。然而追求

真理的旅途永远没有尽头，更大的收获在前

面召唤着，在此，我们期待着邵蔚蓝他们的

“苹果树”早日开花结果！

邵蔚蓝教授（左三）和毕业答辩的硕士研究生

科教前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