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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大学在校生团队研发“肠道消防员”，可治疗炎症性肠病，获得了国际大奖。
近日，第十六届国际遗传工程机器设计竞赛（iGEM）在美国波士顿闭幕。东北大学生命科学与健康学

院生物工程专业2017级本科生包丽君、周心瑶、王锐、姜舒尧、刘逸宁、吴双等组成的NEU-CHINA团队，
在国家级青年人才项目获得者、生命科学与健康学院教授丁辰的指导下,以“工程化细菌缓解炎症性肠病并预
防结直肠癌”为研究课题，一举斩获大赛金奖及最佳海报提名奖。

昨日，记者采访了NEU-CHINA团队的成员，他们向记者讲述了科研过程和参加大赛中遇到的难忘的事。

科研灵感源于生活中对健康的关注

队长包丽君介绍，国际遗传工程机器
设计竞赛（iGEM）由美国麻省理工学院

（MIT）发起，是全球合成生物学领域的国
际大学生顶级科技赛事，吸引了麻省理工
学院、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剑桥大学、牛
津大学、斯坦福大学等世界顶尖学府在内
的 375 支队伍的 4000 多名大学生参与其
中，各参赛团队的研究成果受到 Nature、
Science、Scientific American、Economist 等
国际顶级学术杂志广泛关注。

“民以食为天，生活中诸多佳肴美馔
诱得人大快朵颐，胃肠疾病多发，但人们
更多的是关注胃病，肠道健康并不受重

视。我们科研的灵感往往源于生活，我们
团队将目光锁定于此。长久以来，欧美国
家的炎症性肠病（IBD）发病率一直是医
学界关注的重点。近年来，中国患者数量
也明显增长。从目前的医疗条件来看，炎
症性肠病治标不治本”。包丽君介绍，去
年 12月，团队组建起来，开启了梦想照进
现实之路。

“我们组队还有一个计划，就是我们
想用这个项目参加国际遗传工程机器设
计竞赛（iGEM），这是我们学院一直鼓励
也支持参加的大赛，我们希望通过参加大
赛得到锻炼，得到专业的指导和肯定。”

东大学生“肠道消防员”科研项目
获得国际金奖

部分团队成员合影。 东北大学供图

两个月实验无果后改变方案

对于这些年轻人来说，挑战才刚刚开
始。在项目的研发上，她们首先考虑的是
如何缓解炎症性肠病？团队成员陷入深
思，多番难题接踵而至。分方向搜索相关
文献，经细致筛查，白细胞介素 10 跳入眼
帘。

白细胞介素10是人体中不可活或缺的
细胞因子，在免疫细胞成熟、活化、增殖和
免疫调节等一系列过程中均发挥重要作
用，此外，它们还参与机体的多种生理及病
理反应。为此，他们以白细胞介素10为方
案核心，利用合成生物学的方法研发一种
源于健康人体内的工程菌，以分泌多种药
物来缓解炎症性肠病患者肠道中的失调性

炎症，在帮助患者缓解病痛的同时，还可
预防炎症性肠病恶化引发的结直肠癌等
疾病。

在和指导教师探讨后，他们设计了
完整的实验方案。包丽君和同伴们就一
头扎进实验室，开始了漫长的“实验之
旅”。

生命科学是严谨、细致、不容有失的，
除了悉心钻研理论外，亲自动手实验必不
可少。“我们的方案设计中，需要让一种外
分泌蛋白表达，但很难实现，这个实验做
了两个月都没有结果。”队员吴双说。一
次次重复、一次次失败，最终他们决定改
变方案——转为胞内表达。

比赛前遇突发情况 连夜弥补

万事俱备，10 月末，团队成员踌躇满
志地踏上了行程。“如果说之前所有都是
为拿到决赛的入场券，那真正的磨难从我
们踏上飞机的那一刻才开始。”因为没有
及时购买直飞美国的机票，他们经历了20
多个小时的奔波劳碌才到达酒店。让他
们始料不及的是，有一个展示视频竟然在
比赛前一天无法正常播放。

“当时本来是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如
果视频播不出，我们就用口述来描述视频
要展示的内容，所以我们直接兵分两路：
口语好的立刻拟稿准备演示；计算机好

的，立刻找原因以及联系国内做视频的同
学，看看是不是格式的问题。

包丽君回忆，当时大家心里都有点慌
乱，怕付出的努力不能得到最好的展示，

“但都一直尽力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老
师也一直帮我们缓解紧张的气氛，好在大
家及时调整了心态。”

在当晚，团队成员拖着疲惫的身体，
又重新补做了一个展示视频。第二天，当
六人用流利的英语向评委展示项目研究
成果时，所有的辛苦都在那一刻得到了最
欣慰的回报。

争分夺秒实验
团队养成6点起床习惯

包丽君说，生物系统的精密和复杂程
度让人咋舌，很多实验理论上可行，但在实
际操作中不一定会有预期效果。这极大考
验了团队成员的心理承受能力。

团队成员王锐回忆，在实验室里熬过的
日夜，疲惫、苦涩，而更多的是坚持和认真后
萦绕心间的骄傲。“为了解细菌的生长曲线，
需16个小时不间断记录实验数据。那天，我
整晚都没睡觉，每隔30分钟记录一次，完成
时天已经亮了。”实验室里没有昼夜之分，忘
了吃饭也是常事。每天清晨，他们无需闹
钟，早已养成了6点准时起床的生物钟。

凌晨3时，东北大学浑南校区生命学馆

的一间实验室灯火通明，年轻的身影在离
心管和培养皿间穿梭。团队成员正在为
最后一组实验数据忙碌着。参加比赛需
要提交的结果即将截止，团队觉得有一个
结果还不太完美，他们抓住最后的时间，
去重新做一次实验。大家相信，不断的努
力和付出才会换来实验的成功和最终的
肯定。

而这场战役似乎从他们一丝不苟、不
言放弃的那一刻开始，就注定会走向胜
利。团队成员用那本百余页近三万字的
全英文结题报告证明了所有的努力都是
值得的。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记者 朱柏玲

“肠道消防员”赢得金奖

最终，项目得到了国际遗传工程机器
设计竞赛金奖。组委会及大赛评委对项
目给予了肯定和赞赏：深入的思考和大量
的实验数据，呈现了一种用免疫疗法和肠
道菌群相结合的治疗方式，为解决目前结
肠炎耐药性、易反复的问题提供了新的药
物研发方案。更有评委将其研究比喻为

“肠道消防员”，消炎的过程就像灭火，消
炎的同时还能有效遏制其向更严重的方
向发展，预防结直肠癌，标本兼治。

对于这个项目的下一步计划，包丽君
介绍，会尝试在小白鼠身上进行进一步的
实验，希望未来，项目可以最终运用到实
际的疾病预防中去。

东北大学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是
东北大学参加国际遗传工程机器设计竟

赛的第四年，共捧回 3 金 1 银 1 铜的好成
绩，也有越来越多的学生在这一历练后
走进耶鲁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清
华大学、北京大学等国内外一流学府。
东北大学也希望通过扎实的人才培养和
务实的科研训练，以及由此培养和形成
学生创新态度、吃苦精神、执行能力和合
作精神。

正如指导老师丁辰所说：“我只是一
个跳高教练，让学生们意识到自己到底能
跳多高。在本科教学过程中，学生很难接
触到‘科研’，但我们会把一个完整的项目
交给本科生去做。希望他们能在这一过
程中，学会团结协作，挖掘自身潜力，在世
界舞台上展示自我，为明日成为杰出科学
家创造机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