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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 《细胞》 杂志上发布了
一项颠覆认知的新研究。 来自美
国西北大学的科学家们发现， 降
低果蝇的代谢水平竟然可以避免
某些突变表型的出现， 甚至可以
完全绕过致死突变的不利影响。
此外， 这项最新研究还发现， 新
陈代谢率缓慢的果蝇没有 mi鄄
croRNA （微小核糖核酸） 也可存
活———要知道， 科学家一直认为
microRNA是发育中不可或缺的！
用通讯作者自己的话说， “这颠
覆了我们所知的一切发育范式”。

降低生长速率
可“对冲”基因突变影响

此实验的领导者、 西北大学
芬伯格医学院生物化学和分子遗
传学教授理查德·卡休表示， 当基
因突变的果蝇以正常速率成长时，
就会出现因基因突变带来的问题；
但若降低其生长速率， 虽然生长
变慢了， 但是发育完全正常。

西北大学麦考米克工程学院
化学与生物工程学教授路易斯·
阿马拉尔补充道： “这完全颠覆
了我们对发育的认知。 我们一直
认为， 若发生基因突变， 将会出
现一系列发育问题。 事实并非完
全如此———只要减慢生长机体的
新陈代谢率， 就可能防止基因突
变的表达。”

为此， 研究者利用数学模型
模拟了基因网络的多层调控， 结
果显示， 在降低 50%代谢的情况
下， 数百个致死突变都无法发挥
它们应有的 “杀手本色”。

新研究成果有助于解释一系
列现象， 比如为什么工厂里饲养
的 “速成鸡” 会出现更多的发育
问题， 为什么热量摄入限制与寿
命有关等。

解释了诺奖得主
不理解的现象

发育的秩序和速度是一个物
种的固有属性， 小孩子大多 1 岁
左右开始学会说话、 走路就是这
个道理。 但是在某些外部环境条
件的影响下， 发育速度也会发生
变化。 比如， 对包括人类在内的
许多物种来说， 饮食摄入会影响
到机体的生长速度和发育速度。

诺贝尔奖得主托马斯·亨特·
摩尔根在 1915 年第一次提出饮
食和基因突变的联系。 当他用有
限食物培养基因突变果蝇时， 他
注意到， 这可以抑制某些基因突
变表型的产生。 遗憾的是， 摩尔
根虽然觉得这个现象很好玩， 但
却没有进行深入的研究。

而卡休和阿马拉尔认为这是
基因网络内部 “反馈控制” 的结
果。 在生物、 工程、 经济和很多
其他领域， 反馈控制可使复杂系
统为满足预期来调整性能。 在近
几年完成了上百个试验后， 卡休
和阿马拉尔认为， 当新陈代谢减
缓， 机体就有了更多的时间去纠
正错误。

肿瘤的新陈代谢非常活跃，
会吸收巨大能量， 这也是为什么
癌症患者经常看起来很疲惫。 卡
休表示， 或许通过减缓癌细胞的
新陈代谢率， 可以阻止肿瘤细胞
的致癌基因表达， 并能够最终应
用于癌症治疗。

microRNA 对生命体
并非必不可少

此外， 这项研究最引人注目
的成果， 是发现新陈代谢率缓慢
的果蝇没有 microRNA 也可存
活， 而在此之前这被认为是不可
能的。

在所有植物和动物中都被发
现的 microRNA， 在调节基因表
达方面起到重要作用。 近 20 年来
的研究认为， microRNA 对生命
至关重要， 如果生命体中没有任
何 microRNA， 可能会导致死亡。

但在此次实验中， 研究人员
减缓没有携带任何 microRNA 的
果蝇的新陈代谢率， 它们竟存活
下来， 最终也长到了成年。 此结
果证明， microRNA 对于生命体
来说并非必不可少。

（综合 《科技日报》、 奇点网）

减缓新陈代谢率，可抵消特定基因突变的不利影响
【 】

一项发表在 《美国医学会杂志》
上的新研究显示， 腰围的粗细比身
体质量指数 (BMI) 更能反映中年女
性的基本健康状况 ， 该研究发现 ，
腰围粗的女性出现早逝的几率较高。

BMI 的定义是以一个人的体重
除以身高的平方后得出的数值， 医
生通过它来了解病人的基本健康状
况。 在英国， BMI 在 18.5 到 24.9 之
间的人被认为是健康的， 25 到 29.9
之间属于超重， 30 及以上的人属于
肥胖。 不过， 这一测量并没有考虑
到脂肪的类型和位置， 而科学家们
越来越相信脂肪在决定一个人患上
心血管疾病或癌症等严重疾病的可
能性方面起着重要作用。

美国爱荷华大学的一个研究小
组对近 15.7 万名绝经后妇女的数据
进行了研究， 这些女性的随访时间
长达 20 年 。 结果显示 ， 与体重正
常、 腰围小于 35 英寸 （88.9 厘米）
的女性相比， 那些体重指数小于 25、
但腰围大于或等于 35 英寸 （88.9 厘
米） 的女性， 在研究期间的死亡风
险 要 高 出 31% 。 该 研 究 还 发 现 ，
BMI 正常但腰围粗的人死亡的两个
主要原因是心血管疾病和与肥胖相
关的癌症。

以前已经有研究表明， 内脏脂
肪过量与胰岛素抵抗、 高胰岛素血
症、 血脂异常和炎症有关联， 而这
些都是心血管疾病和包括乳腺癌和
结肠癌在内的几种癌症的风险因素。

方留民

美国科研人员近期开发出一
种口服胰岛素胶囊， 未来有望替
代皮下注射， 供 2 型糖尿病患者
日常使用。

发表在美国 《科学》 杂志上
的这项研究显示， 这种胶囊约一
颗蓝莓大小， 胶囊内的一枚小针
头可将药物 “注射” 到胃壁下的
血管中， 动物实验显示， 其降血
糖效果与皮下注射相当。

研究显示， 这种针头由纯冻
干胰岛素针尖和生物可降解的针
杆组成， 针头被固定在一个压缩
弹簧上， 弹簧被糖包裹。 当胃中
的水将糖溶解后， 弹簧会释放出

来， 将针尖扎入没有痛觉神经的
胃壁， 约 1 小时后会完全释放进
血液， 而胃壁下注射避免了酸性
的胃液降解胰岛素。 弹簧和胶囊
的其他部分最终可通过消化系统
排出。

该研究的研究人员还从豹纹
龟 “自我复位” 的能力中获得
启发， 这种来自非洲的陆龟有
高耸的龟甲， 被翻转后可以挺
身复原， 由此研究人员设计出
胶囊的形状， 使其可以在胃中
调整位置， 保证针尖总能成功
扎入胃壁。

研究人员对猪进行的实验显

示， 这种胶囊可成功递送 300 微
克的胰岛素， 后来他们还将剂量
增加到 5 毫克， 后者与 2 型糖尿
病患者所需的胰岛素剂量相当。

论文作者之一 、 哈佛大学
医学院助理教授乔瓦尼·特拉韦
尔索说， 未来患者有望获得更
轻松的服药方式 ， 尤其对那些
需要注射的患者而言 ， 胰岛素
只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 许多其
他药物都有望适用这种方法 。
下一步， 研究人员将继续进行
动物实验， 并争取对这种胶囊
开展人体试验。

周舟

美国 《临床内分泌与代谢杂志》
刊登韩国一项新研究发现， 高血糖
可能会增加罹患胰腺癌的风险。 胰
腺癌患者 5 年生存率仅为 9%， 原因
是胰腺癌很难诊断， 一旦确诊往往
是癌症已经扩散至身体其他部位的
胰腺癌晚期。

首尔江北三星医院研究员朴哲英
博士及其研究小组利用涉及约 2500
万名患者信息的国家队列数据库， 研
究了血糖水平与韩国胰腺癌发病率之
间的关联。 结果发现， 随着血糖水平
的升高， 胰腺癌发病率不仅在糖尿病
人群中会显著增大， 而且在糖尿病前
期或血糖水平正常的人群中， 胰腺癌
发病率也明显增大。

朴哲英博士表示， 糖尿病是胰
腺癌的主要危险因素之一。 新研究
发现 ， 随着空腹血糖水平的增加 ，
胰腺癌病例数量也明显增加。 在糖
尿病人群和非糖尿病人群， 这种情
况都存在。 新研究结果表明， 定期
体检发现高血糖， 通过生活方式调
整控制高血糖， 改善血糖状况， 是
降低胰腺癌风险的关键措施。

徐澄

一项颠覆认知的新研究

生命是一张由数万个基因共同编织的网络， 它就像一个有超多变量调控的方程， 面对
一般的小错误、 小故障， 其也有自我调整能力， 但当漏洞超过一定范围， 就会导致整个程
序的崩塌。 如何避免全盘崩溃？ 你可能想不到， 最简单的答案竟然是， 放慢运算速度。

新型口服胰岛素胶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