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伤口愈合、胚胎发育等过程

中，不同种类的细胞都会动起来，从

一个地方“走”“爬”“跑”或者“游”到

另一个地方。“走错了”的细胞，往往

引起疾病的发生。

研究细胞如何运动，未来可应用

于“纠正”那些“误入歧途”的细胞。而

细胞的运动，离不开它们的“骨架”，

细胞骨架可以进行动态组装，支撑细

胞的形态，推动细胞的迁移。细胞骨

架还与细胞的受力状态密切相关。

细胞如何“触摸”周围环境、感知

“地面”的软硬，往往影响细胞“走”得

多快、多远。

在细胞骨架和生物力学的交叉与

碰撞之间，在基础研究与临床问题的

积累与实践之间，吴聪颖课题组一步

步深入研究。

对细胞骨架“一见钟情”

出生在江苏徐州一个医学家庭的

吴聪颖，从小就沉迷于生物学实验，

她好奇于蚌壳的解剖以及花的各种

分类系统。

高中参加生物竞赛的过程，也让

她的阅读面和知识面都得到了拓展。

她被这样一个领域深深吸引，想要深

入细胞里面去探索它的奥秘。

“我最初并不确定，兴趣和职业

要不要一样，也不知道把喜欢做的事

情变成职业后是否快乐。”吴聪颖说。

2004 年，吴聪颖考入清华大学。

在思考和尝试后，她坚定选择了生物

科学与技术专业，从此便一发不可收

拾地投身于基础研究。

“显微镜下，细胞是动态的。这么

小的一个东西，我看到它精巧的构造

和活跃的动态，还看到它里面的物质

在高速运动。这就好像是一种无声的

语言，我很想去读懂它”吴聪颖说。

刚进入实验室的吴聪颖，便被显

微镜下的活细胞深深吸引。从那之

后，她对细胞运动领域一见钟情，开

始着手研究微丝骨架调控的细胞定

向迁移。一开始觉得微观领域太过于

神秘的她，在兴趣的指引下变得充满

信心和干劲。

科研是流动的，学会顺势而为

攻读博士期间，吴聪颖接连以第一

作者的身份在《细胞》《发育细胞》等国

际期刊发表论文。博士毕业后，她继续

留在美国霍华德·休斯研究所 /北卡罗

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开展博士后研究，

研究微丝骨架对细胞分泌的调控，以及

对血小板结构和功能的影响。

她的科研道路并非一帆风顺，最初

的博士课题很快就走入了“死胡同”。

而吴聪颖则是在一个随便尝试的实验

中发现意外现象，从而获得了灵感，重

新找到自己的课题方向。“做科研的确

需要一点运气，但每一个机遇都是研究

者能力的体现”。

在吴聪颖眼中，科研并不是有标准

答案的试题，很多时候费尽力气去推导

也不会有任何答案。“我们之所以提出

科学问题，是因为它会指引我们往一个

方向去寻找，这个方向不是一个固定的

点，在寻找的过程中，你也许会发现新

的机遇。”吴聪颖说。

抗压和受挫能力是做科研至关重

要的品质。

对于基础科研，吴聪颖一直都顺势

而为。“做实验有时候像走迷宫，看谁

在不断的试错中更快找到‘出路’，这

可能是基础研究跟临床不太一样的地

方。治病救人是很难容错的，而基础科

研要面对大量的失败，对心理素质是

很大的挑战和锻炼。”

学科交叉，从广阔领域吸取养分

“细胞骨架是我们读懂细胞的一个

桥梁，它既是基因表达调控和细胞信

号转导的下游执行者，又能够反过来

影响遗传信息和表观修饰。”这个研究

领域最吸引吴聪颖的是细胞骨架能够

独立于细胞进行自组装。“如果将细胞

骨架纯化，在体外有合适的条件就可

以自己生成线状或网状结构，加上

ATP 和马达蛋白，还可以进行收缩。”

吴聪颖觉得这体现了生命最本源、最

基本的物理和化学规律。

吴聪颖回国之后并没有在之前的

舒适区继续工作，她进入了机械力调

控细胞迁移领域。在她看来，做科研要

抓住时机，而不是一味等待设备和其

它条件成熟。“在做的过程当中去合

作、去学习、去优化。”

吴聪颖非常关注各个实验平台的成

像仪器和从事成像技术研发的课题组，

“对于许多先进的成像技术来说，我们

是最早一批用户”。吴聪颖的研究涉及

生物学和力学的交叉领域，这决定了她

需要不断吸取其他学科的营养。

“细胞趋硬性迁移的研究在国内

还比较少，我们做了充分的前期调研，

结合实验室在细胞运动和细胞骨架方

面的研究积累，找到了比较可靠的合

作伙伴一起把事情做好。”对吴聪颖而

言，寻求合作的过程也是一个逐渐积

累的过程。通过跨学科交流活动的组

织以及“临床医学 +X”青年项目的支

持，她与北京大学肿瘤医院黑色素瘤

与肉瘤内科主任医师斯璐逐渐建立起

跨学科交叉合作关系。吴聪颖和斯璐

团队发现肢端黑色素瘤呈现肿瘤周围

较软的力学特性，并且黑色素瘤细胞

能从较硬的地方往较软的地方迁移，

这为黑色素瘤的发生发展研究提供了

新的视角。

因材施教，身体力行

做本科毕业设计时，吴聪颖在饶子

和院士实验室的经历让她受益颇丰。

“虽然我是实验室的本科生，饶老师也

会对我进行亲自指导，他常说一定要

‘泡’在实验室，去感受科研的氛围，去

吸收实验经验。”在饶老师身上，吴聪

颖看到了一个真正好的导师是如何用

自己的方式去影响学生的。

吴聪颖成为导师之后，一直在探索

与学生的相处模式。持之以恒的勤奋和

对每一个研究生亲力亲为的课题指导、

因材施教、尊重他们认为舒适的人际相

处模式是她对自己的要求，吴聪颖希望

课题组的整体氛围是积极健康的，大家

能在日常的学习工作中找到乐趣。

吴聪颖对自己的学生也充满了信

心和期待，“我希望以后能培养出科研

接班者，我知道现在年轻人的发展也有

自己的瓶颈，每个阶段的成长周期都不

一样。”对于未来的研究，吴聪颖表示，会

和团队成员一起着力推动学科交叉的成

果落地，全面解析免疫细胞趋硬性迁移

行为及其分子机制，为胚胎发育、免疫应

答和肿瘤转移等生理和病理过程提供重

要而新颖的理论依据，“在肿瘤转移治

疗中实现研究成果的临床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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