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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出生于美国内 布 拉 斯 加 州 一 户 农 民 家 庭$’(!%年 和

’(!?年先后获内布 拉 斯 加 林 肯 大 学 理 科 学 士 和 硕 士 学 位&

尔后$他到康奈尔大学$在遗传学大师爱默生!@A=B8+9"领导

的’玉米 小 组(攻 读 博 士 学 位$从 事 玉 米 细 胞 遗 传 学 研 究&

’(#’年获博士学位后$他又到加州理 工 学 院$在 遗 传 学 大 师

摩尔根!C+B)*9"领 导 的’蝇 室(从 事 果 蝇 细 胞 遗 传 学 研 究&

’(#%年$他到哈佛大学任助理教授$’(#?!’(D%年任斯坦福

大学教授$’(D%年回 到 加 州 理 工 学 院 任 教 授 和 生 物 学 系 主

任$’(%’!’(%"年 任 芝 加 哥 大 学 校 长&比 德 尔 和 泰 特 姆

!E*61A"以及莱德伯格!F=>=B2=B)"共 获’($"年 诺 贝 尔 生 理

学或医学奖&

比德尔由于提出’一 基 因 一 酶 假 说(而 被 公 认 为 生 化 遗

传学的创始人&他最被 人 称 道 的 成 就 是 和 泰 特 姆 共 同 进 行

的红色面包霉营养缺 陷 型 遗 传 控 制 的 研 究&这 项 工 作 的 前

奏则是他和伊弗鲁西!@0/B188-"共同进行的果蝇眼色素变异

的遗传学研究&

在细胞遗传学确定了 基 因 是 染 色 体 上 一 个 物 质 实 体 之

后$遗传学的焦点集中到基因究竟如何发挥作用的问题&一

般猜测基因可能是通过影响和调节代谢产物而发挥作用的&

比德尔和’(##年到’蝇室(做访问学者的法国胚胎学家伊弗

鲁西深入讨论后$申请并获得’"&&美元经费!比德尔一直认

为这是摩尔根解私囊 资 助 的 款 项"$与 伊 弗 鲁 西 一 起 到 巴 黎

进行果蝇器官移植的实验$希望能证明这种猜测&

果蝇幼虫含有能发 育 为 成 体 各 种 器 官 的’原 基(&如 果

把一只果蝇幼虫的复眼原基移植到另一只幼虫的腹部$后者

发育为成体时腹部能 出 现 一 个 额 外 的 复 眼&野 生 型 果 蝇 的

复眼呈暗红色$是 因 为 含 有 棕 红 色 眼 色 素&鲜 红 眼!G=BA-3H

-+9$6"和朱红 眼!4-99*2*B$9-"等 突 变 型 果 蝇 因 缺 乏 棕 红 色

眼色素而使复 眼 呈 现 不 同 程 度 的 艳 红 色$即 鲜 红 色 或 朱 红

色&

比德尔和伊弗鲁西的实验及其结果如下#

!’"鲜红眼果蝇或朱红眼果蝇幼虫的复眼原基移植到野

生型果蝇幼虫腹部$发 育 为 成 体 后$腹 部 的 复 眼 呈 野 生 型 表

型$即暗红色&

!!"鲜红眼果蝇幼虫的复眼原基移植到朱红眼果蝇幼虫

腹部$发育为成体后$腹部的复眼呈野生型表型$即暗红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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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红眼果蝇幼虫的复眼原基移植到鲜红眼果蝇幼虫

腹部$发育为成体后$腹部的复眼仍呈朱红色&

比德尔和伊弗鲁西 提 出 了 一 个 很 聪 明 的 解 释&他 们 设

想$野生型果蝇复眼的棕红色眼色素的合成途径是#

前体物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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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质#!鲜红 眼 物 质"9-"##
@

物 质$!朱 红 眼

物质""棕红色眼色素

当6@ 突变为6时$物 质!的 合 成 受 阻)当9-@ 突 变 为

9-时$物质"的合成受阻&在宿主 为 野 生 型 果 蝇 时$6原 基

或9-原基能分别从宿主得到各自因合成受阻而缺乏的物质

!或物质"$进而合 成 棕 红 色 眼 色 素$呈 野 生 型 表 型&在 宿

主为9-突变体果蝇时$物质!是能正常合成的$6原基能利

用9-突变体果蝇积累的 物 质!合 成 物 质"$进 而 合 成 棕 红

色眼色素$呈野生型表型&可 是 在 宿 主 为6突 变 体 果 蝇 时$

9-原基却不能从宿 主 内 获 得 它 所 缺 乏 的 物 质"$因 而 仍 呈

现9-突变体的表型&

这就是说$基因6@ 和基 因9-@ 各 自 控 制 着 一 个 生 化 反

应&这是第一次把基因 的 作 用 与 控 制 特 定 生 化 反 应 的 酶 联

系起来了&比德尔和伊弗鲁西的论文以’通过移植研究果蝇

眼色素的变异(为题发表在’(#%年的*遗传学+杂志上$引起



了广泛的重 视&不 久$他 们 的 解 释 就 得 到 了 生 化 研 究 的 证

实#他们所假设的合成 途 径 中 的 前 体 物 质 被 证 明 是 色 氨 酸$

物质#是甲酰基狗尿氨酸$物质$是羟基狗尿氨酸&

’(#?年$比德尔到 斯 坦 福 大 学 与 微 生 物 学 家 泰 特 姆 合

作$改用链孢霉属的红色面包霉!>*07/4A/73973443"作为 实

验材料$进一步研究基因发挥作用的机制&红色面包霉因其

生活世代短$且以单倍 体 世 代 为 主$因 而 突 变 基 因 都 能 得 以

表达$是遗传学研究的好材料&比德尔和泰特姆先用I射线

照射红色面包霉孢子以增加突变率$然后将处理过的孢子放

到相对接合型的原子囊果上进行杂交$从每一个成熟的子囊

果取一个子囊孢子接种到完全培养基上使它生长$再将每一

株红色面包霉接种到基本培养基&所谓基本培养基$就是需

要红色面包霉进行所 有 基 本 合 成 反 应 的 培 养 基&野 生 型 红

色面包霉当然能在基 本 培 养 基 上 生 长&如 果 某 一 株 系 能 在

完全培养基上生长而不能在基本培养基上生长$即可认定是

某种营养缺陷型突变 株&如 果 在 基 本 培 养 基 中 添 加 了 某 种

营养物质后它又能生长了$则可推断出它是哪一种营养缺陷

型突变株&

比德尔和泰特姆在进 行 了 许 多 不 同 类 型 的 营 养 缺 陷 型

突变株的筛选,鉴定和 杂 交 实 验 后 发 现$每 一 种 营 养 缺 陷 都

在杂交实验中呈现孟德尔分离&这说明$营养缺陷和基因突

变是直接相关 的$并 且 每 一 种 基 因 突 变 只 阻 断 某 一 生 化 反

应&人们早已熟知每一 种 生 化 反 应 都 特 异 性 地 依 赖 于 一 种

酶的催化&由此$比德尔 和 泰 特 姆 得 出#基 因 的 作 用 乃 是 控

制一种特定酶的产生)基 因 突 变 影 响 某 种 酶 的 正 常 合 成$从

而阻断该酶所催化的生化反应$从而影响性状&比德尔和泰

特姆的论文以’红色 面 包 霉 中 生 化 反 应 的 遗 传 控 制(为 题 发

表在’(D’年的*美国科学院 院 报+上&’(D$年$比 德 尔 和 泰

特姆正式用’一基因 一 酶 假 说(这 样 简 洁 的 语 言 来 表 述 他 们

的思想&’一基因一酶假说(随后又顺理成章地发展成为’一

基因一多肽假说(&

基因的作用在于控制 一 种 特 定 的 酶 或 一 条 特 定 多 肽 链

的产生-基因的作用 居 然 如 此 明 确 而 具 体&比 德 尔 和 泰 特

姆在美国冷泉港定量生物学讨论会上作报告时$其反应之热

烈只有好几年后的’($#年该讨论会听取沃森!;*68+9"和克

里克!JB-4K"关 于LMN双 螺 旋 结 构 模 型 的 报 告 时 可 与 之 媲

美&人们很自然 地 把 这 两 件 大 事 联 系 起 来$得 出 了LMN中

核苷酸的排列序列决定了多肽链中氨基酸排列序列的设想$

即遗传 密 码 的 设 想$并 于’(%%年 终 于 由 尼 伦 伯 格!M-B=9H

2=B)"等和柯拉纳!O/+B*9*"等破 译 了 全 部!&种 氨 基 酸 的 遗

传密码)人们很快还证 明 所 有 生 物 都 使 用 统 一 的 遗 传 密 码$

从而为基因工程提供了理论基础&

!&&’年$科学家查清人的基 因 总 数 仅 为#5$万 左 右$人

的蛋白总数显然不止 此 数$于 是 有 人 就 指 责’一 基 因 一 酶 假

说(是错误的$教科书中再写’一基因一酶假说(更是错误的&

他们不知道$’一基因一酶假说(的实质是在于阐明基因的具

体作用机制$明确了蛋 白 质 是 基 因 的 产 物 而 不 是 基 因 本 身$

这与!&世纪%&年代克 里 克 提 出 的’中 心 法 则(在 本 质 上 完

全一致$不存在什么’过 时(或’错 误(的 问 题&’一 基 因 一 酶

假说(的提出$是遗传学史上一个极其重要的转折点$它不仅

标志着生化遗 传 学 的 兴 起$也 为 分 子 遗 传 学 的 诞 生 作 了 准

备&比德尔当之无愧地被誉为现代生物技术的奠基人&

比德尔是美国科学 院 院 士,英 国 皇 家 学 会 会 员,丹 麦 皇

家科学院院士&他于’(D%年被选为美国遗传学会主席&他

曾获美国耶鲁大学,英 国 牛 津 大 学 等 著 名 大 学 共#$种 名 誉

学位和称号$以及美国 科 学 院,美 国 公 共 卫 生 协 会 等 颁 发 的

%种重要学术奖项&他的传世著 作 有’(#(年 与 斯 特 蒂 文 特

!P61B6=G*96"合编的*遗 传 学 导 论+以 及’(%#年 出 版 的*遗 传

学与现代生物学+)他 还 与 他 的 第!任 妻 子 合 写 了 著 名 的 科

普读物*生命的语言+&

比德尔爱好攀岩,滑 雪 和 园 艺)晚 年 不 幸 罹 患 老 年 性 痴

呆症&他于’("(年%月(日病逝$享年"%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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