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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率先实现科学技术跨越发展，率先建成

国家创新人才高地，率先建成国家高水平科技智库，率先建设国际一流科研机构。

——中国科学院办院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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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院外籍科学家揭示病毒如何“骗过”植物并入侵的

研究揭示病毒的“骗术”

外籍科学家罗莎·洛萨诺·杜兰（Rosa Lozano Duran）。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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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骗过”植物并入侵的途径示意图。受访者提供

　　为什么植物会被病毒、细菌侵袭？病毒、细菌是如何“骗过”植物自身的防御体系的？如何在保证植物产量不减少的情况下还能增强抵抗力？北京时间8月

24日23时，中国科学院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上海植物逆境生物学研究中心的外籍科学家罗莎·洛萨诺·杜兰（Rosa Lozano Duran）团队在《细胞》上发表论

文，揭示了一条连接细胞膜和叶绿体的重要信号传递途径。

　　植物细胞表面有一层细胞膜，可以将细胞内部与外部环境相隔离，而细胞膜外侧是潜在病原体接触的重要产所。因而，植物需要通过细胞膜感知特定的分

子以了解潜在攻击者的存在，并发出“警报”。而这些“警报”必须传递到细胞内部，到达包括叶绿体在内的不同细胞区室。叶绿体为植物特有的、进行光合

作用的细胞器，同时也在调节植物对刺激响应中起着核心作用。这些“警报”信号最终到达存储遗传物质的细胞核，调节植物抗病基因表达。尽管对于植物的

生存至关重要，但迄今为止，这种“警报”信息如何在细胞内传递尚不完全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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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莎团队的文章揭示了一些植物蛋白如何与细胞膜相关联，并在感知病原体存在时，它们又如何从细胞膜转移至叶绿体内部，“警告”叶绿体有威胁存

在。紧接着，叶绿体通过“逆行信号传递”过程，将这些信息传递至细胞核，从而调节抗病基因表达，激活防御以对抗入侵者。该途径是植物细胞将危险信号

从外界传递到叶绿体的策略之一，并能快速、及时、准确地整合信号并产生适当的下游响应。

　　有趣的是，这项工作还发现，病原体可以劫持这种在植物细胞内部传递信息的途径。一些来自植物病毒和病原细菌的蛋白质可以巧妙地“模仿”上述植物

蛋白质的行为。它们能与细胞膜结合，当植物细胞感受到攻击时，也可以移动至叶绿体。一旦进入叶绿体内部，这些病原体蛋白会损害叶绿体与细胞核之间的

通讯，从而阻碍植物防御反应的激活，帮助病原体生存和繁殖。

　　“我们研究了超过400种不同类型的细菌、病毒对植物的影响，发现这些病原体进化出了相似的策略来骗过植物。”罗莎告诉记者，这项研究有力证明了

这条连接细胞膜和叶绿体的信号传递途径在植物与微生物相互作用中起着核心作用。

　　中国科学院院士、作物基因组与遗传学家韩斌介绍，病毒与植物之间的相互作用，也类似于病毒与人体细胞的互作，罗莎的研究可以登上《细胞》杂志说

明该研究也具有普遍的生物学意义，“《细胞》杂志素来偏医学方向，而罗莎针对植物的研究，或许能在病毒的工作机制研究领域产生更广泛的作用。”据

悉，这也是中科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成立以来在《细胞》杂志上发表的第二篇论文。

　　近年来，真菌、细菌、病毒等多种植物病原体在全球范围内对农作物生产造成了巨大损失，严重威胁世界粮食安全。罗莎团队的这项研究，为植物保护策

略的设计和新的抗病品种的研发提供了全新思路。值得注意的是，研究还发现，在没有病原体存在的情况下，可以增加植物对病原体的防御能力而不影响其生

产力，从而可能达到改善植物健康和不影响植物生长的双重目的。

　　“一般而言，植物的产量和抗病之间有一种微妙平衡，抗病能力上去了，产量则随之下降。但这项研究使得两者可以兼得。”韩斌说。

　　记者了解到，中科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近年来引进了约10名像罗莎一样的外籍专家，他们来自美国、加拿大、希腊、西班牙、日本、韩国等不同

国家，平均年龄不到40岁。以罗莎团队为例，这是一个包含了中国、西班牙、法国、突尼斯等不同国家研究人员的国际化团队，团队成员均由负责人罗莎本人

负责招募。他们常年在分子植物卓越中心辰山园区进行科研工作，待遇有良好的保障。

　　“相比之下，抛开购买房产不谈，仅从在沪租房和生活的角度来看，他们在上海的待遇比在英国或欧洲其他国家要好一些。”韩斌说，这些外籍科学家在

沪享有独立组建团队的权利，还有充足的经费保障、研究设施供给，这也成为罗莎在沪工作5年多即能在《细胞》杂志发表学术文章的重要前提。

　　罗莎告诉记者，选择到上海、中科院工作，是她职业生涯中所作出最好的选择，“我们在辰山园区的团队，工作语言就是英文，中文文件和英文文件全部

同步，我在上海工作一切顺利。”

（原载于《中国青年报》 2020-09-01 1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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