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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自1953年J. D. Watso。和F. H. Crick提出 DNA分子的双织旋结构的模式以来，已经过了38年，虽然在人
类历史的长河中仅是霎那之间，然而在生物学界却发生了翻天反地的变化，在这期间，遗传学和生物化学已经在
分子水平上阐明了遗传物质的结构，遗传信息的i0t存和传递的规律。确定了生命活动的中心法则CDNA--RNA-"+蛋
白质，从而促使生物学各学科迸人分子水平，迎来了分子生物学xL勃发展的黄金时代．七十年代中期，由于DNA限
制性内切酶的使用，又诞生了造传工程，最近一项投资近30亿美元的，堪与曼哈顿原予弹计划和阿彼岁登月计划
比拟的人类_,}.因组泌序计划在美国开始实施。所有这一切成就，无一不足以DNA双螺旋构型为理论基砒的，因
此，有关DNA 结为的任何新发现，必将受到生物学界的关注。在八十年代即将结束时，《中Pq科学报》、《科扶
日报》、《人民口报海外版》以及中[i*'7 q际广播电台等相继报道了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青年科学家白春礼领
导的实验空对生命科学研元的“新发现”《我国首次利用STM Arn寮到DNA三辫链状结构》以及对该项发现将产生
的生物学=it }1:意义作了种种顶测，引起了我国科学界的高度ccrf ,."}>f《中1.9科学报，和《科技日报》都把
该项发涎评为1990年我国十大科技新闻之一。最近有机会续了+I;NA变异结构的扫描隧道显微镜的研究》的原文
（科学通报1990,24; 1841-1842,以下简称白文＼后，我觉得对待一项新发现，尤其儿讨补象D NA双螺旋结构那样
的研究领域的髓盖iKi极大。并已为科学界公认的重大自然科学理论持有异议的“新发现”必须十分郑重421码要
进行同行评估，对其实验设计的合理性，得到结果的可靠性进行必要的审查和论证，否则，万一设计的实验有疏
忽，越宜传它的“重要意义”，越影响科学工作的严肃性，甚至影响国际声誉，因此本文试从生物学的几个方
面，谈谈对“三辫结构”在生物体内存在的可能性和它的港在生物学意义，最后对“白文”的实验设计和结果进
行初浅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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