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蛋白质专业委员会（筹）通讯 

  

中国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会蛋

白质专业委员会（筹）成立会议于 2005
年 11 月 19 日在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

院（新楼 208 会议室）召开。王志新

院士、饶子和院士、施蕴渝院士和王

志珍院士等 29 位委员到会。为了与国

际接轨，蛋白质专业委员会的英文名

称定为：Chinese Protein Society。为了

促进会员之间的信息交流和沟通，蛋

白质专业委员会将定期出版电子版的

通讯（Newsletter），该工作由副秘书长

李根喜教授负责。 
首先，王志珍院士就蛋白质专业

委员会成立的国际国内背景进行了简

要说明，并强调学术委员会所举办的

会议一定要办成有浓厚的学术氛围和

活跃的学术交流。随后，昌增益教授

介绍了国际蛋白质协会（The Protein 
Society）的组织结构、活动形式、出

版刊物等情况。中国生物化学与分子

生物学会理事长王志新院士从学会角

度对蛋白质专业委员会成立的必要性

加以支持和肯定，并对专业委员会的

未来发展，尤其在与国际接轨方面提

出了建议。接着每位参会者就其个人

及所在单位的蛋白质研究情况进行了

5-10 分钟的交流。 
中国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会副

秘书长兼办公室主任王同喜代表学会

宣读了蛋白质专业委员会（筹）委员、

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秘书长、副

质专业委员会（筹）的 33 位委员来自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北京大

学、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

科学研究院、中国科技大学、南京大

学等多家科研院所，反映了广泛的学

科交叉及单位和地域的代表性，在一

定程度上反映了国内蛋白质研究领域

的学术水平。 
下午，蛋白质专业委员会围绕明

年与酶学专业委员会联合召开学术会

议，蛋白质专业委员会的英文名称，

未来开展活动的形式、内容和国际联

系，承办 2012 年亚太地区第三届蛋白

质学术会议等事宜进行了充分讨论。

联合召开的学术会议将于 2006 年 8 月

下旬在厦门大学召开。组织工作由蛋

白质专业委员会委员、酶学专业委员

会委员，厦门大学教授陈清西博士负

责；并将成立学术委员会负责学术活

动的安排。这次学术会议的主题是“蛋

白质的跨学科研究”。罗永章教授介绍

了申办 2012 年亚太地区蛋白质学术会

议的情况， 得到蛋白质专业委员会的

同意和支持，具体安排将在以后的会

议专门讨论。 
最后，王志珍院士强调，在明年

学术讨论会召开及蛋白质专业委员会

正式成立之前，蛋白质专业委员会委

员名单可以做适当调整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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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会蛋白质专业委员会（筹）委员名单 
 

中科院生物物理所：王志珍研究员、饶子和研究员、周筠梅研究员 

北京大学：昌增益教授、夏斌教授、苏晓东教授 

清华大学：王志新教授、隋森芳教授、罗永章教授 

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院：许根俊研究员、丁建平研究员、胡红雨研究员、王恩多

研究员 

中国科技大学：施蕴渝教授、牛立文教授 

南京大学：李根喜教授、王炜教授 

复旦大学：杨芃原教授 

中科院物理所：翁羽翔研究员、江凡研究员 

中科院力学所：龙勉研究员  

中科院广州健康与医学研究院：吴东海研究员、刘劲松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微生物所：高福研究员 

中国医学科学院（协和医科大学）：郑德先教授 

军事医学科学院：钱小红研究员 

同济大学：汪世龙教授 

武汉大学：梁毅教授 

湖南师范大学：梁宋平教授 

北京师范大学：魏群教授 

华东师范大学：赖立辉教授 

厦门大学：陈清西教授 

吉林大学： 冯雁教授 

 

主任委员：王志珍研究员 

副主任委员：昌增益教授、施蕴渝教授、王恩多研究员、梁宋平教授 

秘书长： 昌增益教授（兼） 

副秘书长：李根喜教授 

常务委员：王志珍研究员、施蕴渝教授、王恩多研究员、昌增益教授、梁宋平教

授、李根喜教授、周筠梅研究员、丁建平研究员、罗永章教授 
 

蛋白质专业委员会（筹）与其他专业委员会将联合召开第一次学术会议 
 

中国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会蛋白质专业委员会（筹）与酶学专业委员会将

于 2006 年 8 月下旬在厦门大学联合召开第一次学术会议。这次学术会议的主题

是“蛋白质的跨学科研究”。 
会议得到中国生物物理学会和中国晶体学会的有关专业委员会的积极响应，

届时，会议将由这些相关学会的专业委员会联合举办。组织工作由蛋白质专业委

员会委员、酶学专业委员会委员，厦门大学教授陈清西博士负责，各项组织筹备

工作正顺利开展。学术委员会的成立正在酝酿之中，学术活动的安排将由学术委

员会负责。 
为开好这次学术会议，昌增益教授于去年的 12 月 29 日和王志珍院士、周筠

梅研究员讨论了有关细节，并且向 Princeton 大学的施一公教授和德洲大学西南



医学中心的王晓东院士发出了邀请函，希望他们能够参加我们的会议。大会将安

排 10 个左右的大会邀请报告（45 分钟），一部分报告人及其报告的题目将在第

一轮会议通知上列出。 
会议还将安排 25 分钟的一般报告和 5 分钟的学生报告。根据递交摘要情况，

将尽量安排大家都做口头报告。大家普遍认为墙报效果不好，所以这次会议就不

安排墙报了。 
会议第一轮通知将于近期发出。 
 

蛋白质研究被列为四个重大科学研究计划之一 
 

2 月 9 日，国务院发布《国家中长

期 科 学 和 技 术 发 展 规 划 纲 要

(2006—2020 年) 》。在第六部分基础研

究方面，纲要指出，“基础研究以深刻

认识自然现象、揭示自然规律，获取

新知识、新原理、新方法和培养高素

质创新人才等为基本使命，是高新技

术发展的重要源泉，是培育创新人才

的摇篮，是建设先进文化的基础，是

未来科学和技术发展的内在动力。发

展基础研究要坚持服务国家目标与鼓

励自由探索相结合，遵循科学发展的

规律，重视科学家的探索精神，突出

科学的长远价值，稳定支持，超前部

署，并根据科学发展的新动向，进行

动态调整”。纲要从“学科发展、科学

前沿问题、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的

基础研究、重大科学研究计划四个方

面”进行了部署。 
重大科学研究计划的选择应“根

据世界科学发展趋势和我国重大战略

需求，选择能引领未来发展，对科学

和技术发展有很强带动作用，可促进

我国持续创新能力迅速提高，同时具

有优秀创新团队的研究方向”。“这些

方向的突破，可显著提升我国的国际

竞争力，大力促进可持续发展，实现

重点跨越”。为此，纲要重点部署了四

项重大科学研究计划，蛋白质研究被

列为四个重大科学研究计划的首项。 
关于蛋白质研究，纲要指出，“蛋

白质是最主要的生命活动载体和功能

执行者。对蛋白质复杂多样的结构功

能、相互作用和动态变化的深入研究，

将在分子、细胞和生物体等多个层次

上全面揭示生命现象的本质，是后基

因组时代的主要任务。同时，蛋白质

科学研究成果将催生一系列新的生物

技术，带动医药、农业和绿色产业的

发展，引领未来生物经济。因此，蛋

白质科学是目前发达国家激烈争夺的

生命科学制高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