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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实简介： 美国国家环保局

科学家 ,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

医学院客座教授，华中科

技大学同济医学院海外校

友总会副主席；从事环境污

染对人群健康的评估工作，

业余时间开展生命科学众

多领域的开拓性研究；在

《科学》和《自然》等杂志发表论文、通讯多篇。其

开创性的细胞生殖发现于 1999 年，以中、英文在《中

国科学》（生命科学卷）同时发表，个人拥有自主知

识产权的美国专利和中国专利。2000 年创办世界首

个公开阅读和公开评审的科学杂志《逻辑生物学》，

之后陆续创办了《国际医学》、《科学伦理》、《顶尖观

察》和《开拓者》，是《新浪网》和《华科网》有影

响力的博主和《蝌蚪士》、《科蛙鸣》、《同健生》公

众号的主编。

在《第三届国际医学研究与发表高峰论坛》中，

刘实教授应邀发表了题为“如果有了诺奖级生命科

学发现，如何确保有生之年夺得诺奖？——浅谈生

物医学研究的独创发表”的精彩演讲。

“科研发现有时来之很易，但却难被主流接受”，

刘实教授回顾自己多年来的科研经历，感悟颇深。

1978 年，高中一年级的刘实考入武汉医学院（华

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的前身）。大学二年级学习《医

学微生物》课时他对“细菌分裂”这个概念产生质

疑，认为这可能是前人对微观生命的生殖产生了误

解，这一误解也使人们忽视细菌内在原因的衰老死

亡。1983年，大学毕业的刘实考取了同济医科大学（武

汉医学院改名而来）的环境微生物学研究生，对细

菌的研究也由过去强调的杀灭病原菌转变为促生有

益菌，因此也开始思考细菌到底是怎么繁殖的，并

产生“细菌生殖”的猜想。

刘实大胆提出了一个新的观点：细菌其实并不

是分裂，即教科书所描述的由一个母细胞分裂为两

个（同代的）子细胞；而是生殖，即母细菌生下一个

子代细胞后还继续活着但必然比其子细胞老。不过

受实验条件的限制，这个猜想也只能停留在假说的

阶段。而为了不被常人耻笑，除了对女朋友吹了这个

发现可能是诺奖级发现的牛外，这个假说也没有在

外面“胡说”。

机遇真是偏爱有准备的头脑！

1987 年，刘实赴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留学并在攻

读博士学位期间申请得到一个奖学金参加在海洋生物

学实验室（Marine Biology Labratories）举办的一个暑

期研修班。在这个“微生物多样性”的研修班，刘实

了解到一种特殊的细菌——柄杆菌。这种细菌形态不DOI: 10.14218/MRP.2022.S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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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生物医学研究的独创发表
演讲者：刘实教授  文章整理：吴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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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称且有明显极性，因为其繁殖时的“不对称分裂”

有些人认为该细菌发生了“细胞分化”而形成两个“命

运不同”的子代细菌。但在刘实看来，这种现象或

许正是一个母细菌与其生殖的子菌必然不同的自然表

现。因此，对柄杆菌进行单细胞的实时连续跟踪，或

许可以证明细胞生殖的假说是个真理。

但这个跟踪细菌的实验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因为细菌的布朗运动，常规条件下连续跟踪一个细

菌也许比追踪火箭卫星还难。或许这就是在人类可

以登月后活着回来的今天仍未实现跟踪任何一个细

菌生命全过程的原因。为此，刘实采用增加培养基

粘稠度来限制细菌布朗运动，并通过不断调整显微

镜来跟随单个细菌。在尝试各种试验条件后，刘实

终于获得了一些初步结果表明柄杆菌的母菌在其生

殖的子代细菌游走后还可继续生殖更多子菌。

为了进一步证实生殖了子菌的母菌确实有更老

的迹象，刘实发明了一种他俗称为“细胞衰老机”的

装置（后被授予美国专利）。这种装置可把出生时间

很近的一批细菌收集固定在一个透明的膜上，在这

批细菌生长过程中不断冲洗，使得其生殖的子细胞

被冲洗掉，这样可以在不同时间取样观察保留的母

菌。电子显微镜观察柄杆菌结果显示母菌每生殖一

次子菌，其柄杆里就多一个节片。这种犹如竹节或

树轮的结构也就成了证明母菌随年龄（时间）增长和

生殖经历而表现的一个有序的结构变化。

刘实将对柄杆菌的研究结果整理成文投稿，试

图以该菌的发现挑战“细胞分裂”的“金科玉律”，

但是数篇论文的投稿均被拒发。一些审稿人认为这

是一个特殊的细菌发生的特殊现象，而不能将这一

理论称之为普遍的细菌 / 细胞生殖现象。

为了证实这一现象的普遍性，刘实又继续研究了

“对称”细菌——大肠杆菌。大肠杆菌的生殖周期

很短，大约 25 分钟，与柄杆菌（95 分钟）相比，能

够在相同的时间观察到更多的生殖现象，但是大肠

杆菌的母代和子代在形态上没有明显差别。刘实考

虑到细菌有生长极性，便从细菌内部的生长动力来

观察。刘实观察到“对称”的大肠杆菌的生长基本

是朝一个方向，而且相对固定的母菌在其生殖的子

菌游走之后还会继续生殖更多的子菌。根据这个结

果，刘实正式提出了一个新的细菌生命模式。创立了

一个崭新的细菌家谱分析和绘制方法，并进一步指

出 DNA 的老模版链留在母细胞体内而新模版链被分

配到子细胞。这一论述把细胞衰老与分子衰老有机

结合起来，为了解细胞内在的自然衰老死亡规律奠定

了理论基础。

1997 年，刘实首次把关于细菌生殖的实验结果

提交美国微生学学会的年会，结果被选定在大会的

新闻发布会公布（图 1）。

考虑到有关的论文正在一个世界顶尖杂志评审，

刘实希望发现最好先在同行评议的科学杂志发表因

而放弃了新闻发布会。不过事后出现的情况还真出乎

刘实的预料。刘实职业研究的一个发现虽然没被美

国微生学学会的年会选中发布新闻，但却被《科学》

杂志接受发表。而他这一被美国微生学学会的年会

选中发布新闻的业余研究发现，其论文最后还是被

美国《科学》杂志拒稿，虽然编辑部初审认为论文

有价值而被送同行评议，但两位评议者给出了这样

的基本结论：一位认为发现如果是真的意义不凡，但

不相信会是真的。一位干脆说讨论细菌的生死对哲

学家有意义但对科学无意义。

看到这样的结果，刘实给朋友们开玩笑地说：“没

办法，傻一点的儿子进了哈佛，但聪明的儿子却进不

了大学”。有朋友建议：可以试一下《中国科学》。

于是，利用陪在美国做住院医的妻子去考行医执照

第二阶段考试的机会，刘实去了考点附近大学的图书

馆查阅了《中国科学》，并记下联系方式。

1998 年，刘实把美国《科学》杂志拒稿的论文

按《中国科学》( 生命科学 ) 英文版的要求和格式改

写后投稿，经过一年半的审稿，论文被接受。编辑

同时希望全文翻译成中文在《中国科学》( 生命科学 )

中文版同时发表。

最终，1999 年《中国科学》( 生命科学 ) 的中、

英文版同时发表了刘实的实验观察和细菌新生命模

式的论文（图 2）。这一论文的发表极为重要，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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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细菌生殖的实验结果被选定在美国微生学学会（ASM）年会的新闻发布会公布。

图2 论文在《中国科学》(生命科学)中、英文版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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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一发现日后被认为确实而且还重要，那么关于

原始发现的争论就有据可凭了。当然，刘实之后还

在其它一些杂志（其中包括他自己创办的一些杂志）

发表了大量的相关论文，并从 DNA 分子水平进一步

证实了细胞生殖理论，但《中国科学》的这一论文无

疑将是一个会被历史记载的论文。

医学研究与发表高峰论坛给刘实教授的 25 分钟

发言时间不知不觉就过去了，刘实准备的许多内容还

没时间分享。对此，刘实风趣地说：今天只讲了一个

诺奖级发现，信不信这是诺奖级发现就随大家的便；

今天没有时间讲如何确保在有生之年夺得这个诺奖，

但我会努力让自己活得足够的长。

刘实教授的幽默让我们明白了这个似乎无解的

命题——如果有了诺奖级生命科学发现，如何确保

有生之年夺得诺奖——其实是有解的，那就是科学

家要敢于探索发现、勇于独立思考、善于坚持追求。

得不得奖对科学家个人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不要

把一个对人类社会有价值的发现给轻易地放弃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