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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下一个光棍节还有一
个月， 两只公老鼠喜获结晶的
消息就在朋友圈里炸了锅。

中科院动物研究所的李伟
课题组、 周琪课题组和胡宝洋
课题组联合在 《细胞—干细胞》
上发表论文， 宣布首次实现了
哺乳动物的孤雄生殖。 由两只
雄性小鼠基因结合产生的后代，
第一次有机会呼吸这个世界的
空气———虽然只有短短两天。

“这项研究证明哺乳动物孤
雄生殖的主要障碍正是印记基
因， 并且首次证实我们可以跨
越这些障碍。” 未参与这项研究
的中科院北京基因组所研究员
杨运桂说， “这对我们理解印
记基因的进化和功能， 以及它
们在发育和疾病中的作用都有
重要意义。”

为异性恋站台的印记基因
在鱼类、 两栖动物、 爬行

动物甚至鸟类的世界里， 有时
只靠一个超人妈妈就生出宝
宝———这 种 现 象 叫 “ 孤 雌 生
殖”。 但在哺乳动物的世界里，
“阴阳调和” 一直是生儿育女的
不二法门。

科学家早已发现， 哺乳动
物中普遍存在的印记基因， 是
一种为异性恋站台的强大封
印。 这些基因的存在， 让孤雄
和孤雌产生的胚胎根本活不到
预产期。

十多年前， 日本东京农业
大学的研究团队通过删除印记
区， 第一次得到了可以存活的
孤雌生殖小鼠 “辉夜姬”。 这证

明科学家有可能解除印记基因
对同性生殖的 “诅咒封印”。 但
人们很快发现辉夜姬是位生长
迟缓、 神经兮兮的女士， 显然
科学家不能满足于此。

这一次， 中国的科研工作
者决定另辟蹊径， 用单倍体干
细胞技术来 “清洗” 印记。 事
实证明， 干细胞技术不仅能改
善孤雌生殖， 还让之前难以想
象的孤雄生殖成为可能。

解除印记基因的强大封印
在这项研究中， 中国研究

人员是利用基因编辑技术处理
单倍体胚胎干细胞， 才培育出
双亲都是 “母亲 ” 或 “父亲 ”
的小鼠的。

单倍体胚胎干细胞即指只
含有一套染色体、 但拥有类似
于正常干细胞分裂和分化能力
的细胞群。 研究人员用基因编
辑技术敲除了雌性小鼠单倍体
胚胎干细胞的 3 个基因印记区，
再注入另一个雌性小鼠的卵母
细胞 （卵细胞的前体） 中， 并
诱导胚胎发育， 最终从 210 个
胚胎中培育出 29 只健康小鼠，
其中 7 只继续长大成熟并拥有
了自己的幼崽。

该研究的研究人员还利用
类似方法培育出 12 只 “双父”
小鼠， 过程相对复杂。 他们敲
除了雄性小鼠单倍体胚胎干细
胞的 7 个关键基因印记区， 并
将经过编辑的单倍体胚胎干细
胞与另一只雄性小鼠的精子注
入移除了细胞核的卵细胞中 ，
并在代孕的雌性小鼠体内妊娠。

不过， 这些 “双父” 小鼠出生
后仅存活了 48 小时。

修复异常印记有望用于治病
该研究的研究人员表示 ，

这一新方法开创了研究基因印
记的新技术， 发现了阻碍同性
双亲小鼠发育的关键印记区 ，
对研究动物克隆以及与基因印
记相关的疾病都具有相当重要
的意义。

已发现的印记基因中， 有
很多与严重的人类疾病相关 ，
包括精神类疾病 （某些自闭
症）、 代谢类疾病 （BWS 综合
征等）， 生长发育异常 （小胖威
利综合征等）， 这类疾病统称为
“单亲二倍化疾病”。

“在病人体内修复这些异常
的印记区段， 有可能具有治疗
效果。” 李伟说， “理论上， 孤
雌和孤雄小鼠集中了多种可能
的单亲二倍化异常， 而我们的
敲除操作可以被视为一种 ‘修
复’。 我们希望这项研究可以提
供一个操作平台， 来筛选出对
更多印记区段进行修复的初步
方法。”

那么， 利用这种技术能不
能让两个人类爸爸生孩子呢 ？
“理论上是这样， 但目前看来风
险太大了。” 论文第一作者、 动
物所博士后李治琨说， “从当
前的小鼠实验数据来看， 孤雌
生殖的成功率在 10%~20%， 孤
雄生殖只有 2%。 这个成功率在
临床上是不可能被接受的。”

（综合 《中国科学报》
《科技日报》《南京日报》）

两个爸爸也能生孩子？
美国癌症协会下属的 《癌症》 杂志近

日发布的一项研究显示， 相对温和的减肥
有助降低绝经期女性患乳腺癌的风险。

此前研究显示， 肥胖会增加女性患乳
腺癌的风险， 但减肥是否会降低绝经期女
性的患病风险尚无定论。

美国希望之城国家医学中心等机构的
研究人员跟踪调查了 6 万多名 50 到 79 岁
的绝经期女性， 她们在研究开始时都没有
患乳腺癌。 研究人员在研究开始时和 3 年
后分别测量了这些女性的身高和体重情况，
并计算身体质量指数， 以确认她们在 3 年
后是否成功减肥。 平均为期 11.4 年的随访
结束时， 3061 名妇女患乳腺癌。

研究结果显示， 体重降低 5%或以上的
女性与体重稳定的女性相比， 患乳腺癌风
险降低了 12%。 体重增加 5%或以上的妇女
三阴性乳腺癌的发病率高出了 54%， 但其
他类型乳腺癌的发病率没有明显增减。

三阴性乳腺癌指癌组织免疫组织化学
检查结果为雌激素受体、 孕激素受体和原
癌基因 Her-2 均为阴性的乳腺癌， 预后较
其他类型差。

论文通讯作者、 希望之城国家医学中
心教授罗恩·赫莱博夫斯基说， 研究表明，
相对短期和温和的体重下降在统计学上与
绝经期乳腺癌风险降低显著相关。

周舟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生物学家在
实验室器皿中培育出人类视网膜组织， 在
治疗色盲和黄斑退化的路上迈进一步。 相
关研究报告将发表于 《科学》 杂志。

根据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发布的新闻，
罗伯特·约翰斯顿领导的团队花 9 个月在实
验室器皿中培育出发育完整的人类视网膜组
织。 约翰斯顿说， 这项研究令人激动的地方
在于， 使实验室中培育出的 “类器官” 成为
从细胞层面研究人体发育的 “模型系统”。

这一新研究发现， 能感应到蓝光的视锥
细胞最先形成， 其次是能感应到红光和绿
光的视锥细胞。 他们还发现， 甲状腺激素
对正在成长的细胞长成能感应到特定颜色
光的视锥细胞发挥重要作用， 而这种激素
水平不是由甲状腺控制， 而是完全取决于
眼睛。 这些发现让研究人员深入了解了为
什么甲状腺激素水平低的早产儿患视觉疾
病的几率偏高。

了解到甲状腺激素的作用后， 研究人员
通过控制这种激素的水平培育出分别只能感
应到蓝光、 绿光或红光的视网膜。 参与研究
的基亚拉·埃尔德雷德说， 了解能感应不同
颜色光的视锥细胞的形成原理， 就离帮助感
光细胞受损的人恢复颜色视觉近了一步。

该研究小组打算今后通过研究人工培
育的视网膜， 进一步了解颜色视觉和黄斑
形成机制。 黄斑位于人眼光学中心区， 黄
斑中央的凹陷是视力最敏锐的地方。 由于
黄斑退化容易导致失明， 研究人员打算通
过探索如何培育新的黄斑， 寻求治疗黄斑
退化疾病的新途径。

欧飒

温和减肥
有助降低绝经女性乳腺癌风险

实验室培育出视网膜
有助治疗色盲

一项新研究显示， 佩戴助
听器可使老年痴呆的患病过程
最多延缓 75%。 科学家们相信，
通过使用这种设备让老年人与
外界保持联系、 时刻处于活跃
状态， 能够极大地延缓与衰老
有关的认知退化。

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的研究
人员跟踪了 2040 人在 1996 年
至 2014 年间的变化， 在不同阶
段让这些人完成记单词测试 ，
检测受试者佩戴助听器之前和
之后认知退化的速度。 结果显
示， 尽管助听器没能阻止或逆
转认知退化， 但它们使这一过
程延缓了 3/4。 与此同时， 另一
组 2068 名接受白内障手术的患
者认知退化速度延缓了一半。

发表在美国 《科学公共图

书馆·综合》 杂志和 《美国老年
医学会会刊》 月刊上的这项研
究称， 助听器、 白内障手术与
智力退化之间关联如此之强 ，
这意味着决策者应该考虑对所
有老年人进行听力和视力筛查。

这一研究的研究人员指出，

为何听力和视力问题对认知衰
退有影响， 答案并不确定， 但
猜测听力和视力问题可能会带
来孤立感和难堪， 而人的身体
活动水平也会随之大幅下降 ，
这些因素可能起到了作用。

曹淑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