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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这个令世人挠头的慢性病。不仅因
为其并发症令人防不胜防，还因为它自身复杂
的发病机制也是困扰国内外科学家们的难题。

近日，最新一期美国《临床研究杂志》为糖
尿病治疗带来了一丝新的曙光。

该期刊在线发表了由广东工业大学生物医
药研究院的两位国家“千人计划”专家赵子建教
授以及李芳红教授领军的科研团队，在治疗糖
尿病和自身免疫疾病技术上的重大突破———通
过运用基因治疗技术，在Ⅰ型糖尿病动物模型
体内实现胰岛再生，同时阻止自身免疫系统对
胰岛的攻击。

来自深海鱼油的启发

Ⅰ型糖尿病，在我国一亿多糖尿病病人中
虽然只有 30 万 ~50 万，但无法令人忽视的是，
绝大多数Ⅰ型糖尿病患者的发病期都在青少年
时期。

虽说学术界的统一看法是，不论Ⅰ型还是
Ⅱ型糖尿病都与遗传和环境因素密不可分，或
者说都是因为自身基因出现了问题才患糖尿
病。但Ⅰ型糖尿病的发病更偏重遗传和环境因
素相互作用，触发特异性自身免疫性反应，进而
破坏了胰岛 β 细胞所致。

据了解，胰岛 β 细胞是胰岛细胞的一种，
属于内分泌细胞，可以分泌胰岛素，与胰岛 α
细胞分泌的胰高血糖素共同起到调节血糖的作
用。而一旦胰岛 β 细胞受损后，它就会极大地
扰乱了胰岛素的正常合成与分泌。这种情况下，
当血糖增加时，胰岛素分泌不足，导致血液中的
糖分无法及时进入细胞储存起来，而是滞留在
血液中，就会导致血糖升高。

“所以，一旦患上Ⅰ型糖尿病就只能终身依
赖每天胰岛素注射，并要经常监控血糖。”赵子
建表示。

针对Ⅰ型糖尿病成因，各国的科学家们一

直探寻治愈它的方法。赵子建领导的这项新研
究的灵感就源自多项早期国际流行病学的研究
成果。

上世纪 70 年代，丹麦科学家通过研究发
现，生活在格陵兰北部的因纽特人患心血管疾
病比率非常低的原因，是由于因纽特人的膳食
以鱼类、海豹和鲸脂为主，这些食品富含 ω-3
脂肪酸。现在市场上销售的大多数鱼油补充剂
都富含两种 ω-3 脂肪酸、二十碳五烯酸（EPA）
和二十二碳六烯酸（DHA），这两种物质都像阿
司匹林那样对血液有稀释效果，从而降低发生
血栓的可能性。此外，ω-3 脂肪酸还可以减少
炎症，在预防动脉粥样硬化中有一定的作用，同
时降低代谢类疾病的发生。

上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挪威、美国分别进
行了两个独立的 10 年期流行病学研究，这项研
究针对刚脱离母乳喂养的婴幼儿，每天给他们
补充 1~1.5 克液体鱼油，10 年后，研究人员发现
这些孩子Ⅰ型糖尿病的发病率显著降低。美国
的研究更具有代表性，因为他们的研究对象圈
定了有Ⅰ型糖尿病家族史的婴儿。

此外，2015 年，美国艾奥瓦州退伍军人医疗
中心的研究人员证明，此前研究者发现的富含
ω-3 脂肪酸的饮食可有效改善Ⅰ型和Ⅱ型糖
尿病大鼠的糖尿病神经病变的结果存在，并且
揭示了具体的分子机制。而且，研究者指出，尽
管饮食中鱼油并不能降低血糖至正常水平，但
其可以通过改善神经信号的传递和感知来改善
神经健康。

不过，若想缓解糖尿病并发症以及高血糖
的症状，只通过服用鱼油并不理想。因为研究
人员发现，如果想利用营养手段补充鱼油，逆
转自身免疫和糖尿病发展进程，需要的剂量可
能要大幅度超出目前临床许可的剂量，“大约
需要目前临床上推荐的近 5~10 倍的量”。赵子
建补充说。

鉴于此，赵子建带领研究团队开始在基因

中寻找突破口，并且通过基因治疗手段在体内表
达一种特异的酶，使得身体内能够产生大量鱼油
中的有效成分：EPA 和 DHA。

扭转糖尿病的基因开关

而要想通过基因治疗手段获得这种特异
的酶，就需要先从低等生物身上提取表达这种
酶的基因片段，然后将其嫁接到基因治疗的病
毒载体里；再通过注射的方式，将基因载体注
入人体内，开启生物反应器，让酶在细胞内表
达生物的活性。由于最终的酶催化产物是
EPA 和 DHA，恰恰这两种脂肪酸可以全身扩
散，进而产生治疗功效。

“我们的目标是对已经发病的和早期进入发
病进程的病人都进行干预。”赵子建告诉《中国科
学报》记者，经过注射治疗的病患，如果已经患有
Ⅰ型糖尿病，患者则可以摆脱胰岛素的注射，而
有遗传史但尚未出现症状的隐形患者，则可以降
低糖尿病症状的出现几率。

不过，这种注射方式控制糖尿病的时间到底
有多长，还需要临床效果决定。赵子建表示：“我
们不预期需要很多次注射，而且有多种临床适应
症可以适用。”因为相关的基因治疗载体可以将
这个酶表达在肝脏或肌肉内，并且通过产生
EPA/DHA 脂肪酸产物发生功效，在体内自由扩
散。“所以具体计量需要临床观察中定。”

仍需等待临床数据的证实

如果这种将特异的酶嫁接到基因治疗载体，
并且注射方式一旦成功，获益的将不仅仅是糖尿
病患者。因为 EPA/DHA 在不少代谢类疾病中都
能起到作用。

比如，美国罗切斯特大学医学中心的科学家
发现深海鱼油中的 ω-3 脂肪酸，可用于治疗哮
喘。这是因为它能减少 IgE 生成，而 IgE 是引起
轻度哮喘患者出现过敏反应和哮喘症状的抗体。

而且，针对不少疾病的源头———肥胖，鱼油
中的多不饱和脂肪酸，在体内能刺激交感神经活
动，释放神经递质去甲肾上腺素。在去甲肾上腺
素的影响下，一部分储存脂肪的白色脂肪细胞会
转化为米色细胞，有助于分解体内脂肪。甚至针
对阿尔茨海默氏症，长期服用高剂量的深海鱼油
也有一定的抵抗和缓解作用。赵子建表示，目前，
团队在猪、鼠身上都做了试验，这些试验模型都
能抵抗肥胖，而且能很好地抵抗慢性炎症，还能
抵抗肿瘤的发生。“所以该产品可以适用多种临
床适应症。”

不过，只是通过鱼油保健品对于一些疾病的
正面作用，并没有得到全部研究的证实，甚至一
些研究还得出了相悖的结论。所以，此次对于糖
尿病的基因疗法具体作用到底怎样，在赵子建看
来，还需要等待临床数据的证实。

中国版的搞笑诺贝尔奖———
2017“菠萝科学”奖已经揭晓，今
年，菠萝科学奖心理学奖的获奖
成果与锻炼有关。说了别不信，
科学家发现锻炼太多可能是一
种病。

实际上，“健身成瘾”这一说
法由来已久，它针对的并不是内
啡肽作用下的普通健身迷，真正
的健身成瘾者和患有神经性厌食
症的患者有着相似的心理特征和
行为倾向。

行为一旦成瘾，会让个体产
生强烈的快感。锻炼虽然不同于
其他的成瘾性行为，因为锻炼本
身会促进身体健康，但如果长此
以往，还是会产生健康问题，不仅
让精神紧张、削弱免疫系统的功
能，还增加了运动受伤的机会，如
骨骼和关节损伤，肌肉、肌腱或者
韧带拉伤等。

不过，目前为止，锻炼成瘾
并没有一个公认的科学的定义。
科学家并不确定过度锻炼到底
是成瘾还是强迫行为，更复杂的
情况是，它可能是成瘾和强迫的
集合体。

对锻炼成瘾的人来说，锻炼
不仅只是带来快感，而是能形成
运动依赖性，就像对酒精、药物和
赌博成瘾一样，会让锻炼者对身
体活动产生精神依赖并难以摆

脱。此外，运动也成为了一项强制性任务，运动的
重要性超过了其他一切事情，只要不锻炼就会有
愧疚感，而且情绪低落、焦躁易怒。另外一个显著
的特点是，即便在身体有伤病或者很累的时候，
他们也不愿意停止锻炼，对朋友和家人的劝告置
之不理。

科学家曾在小鼠身上做过实验。小鼠并不理
解运动的意义，一开始它们奔跑只是为了好玩。
接下去，科学家减少了它们的食物供应，并且发
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它们并没有因为少吃而变
得懒散，而是跑得更勤快了———食物的缺乏反而
增加了锻炼的乐趣。它们在奔跑后非但不觉得糟
糕，反而感到舒服。随着时间的推移，小鼠觉醒的
每一分钟都会在跑轮上度过，许多直接在奔跑时
倒下死了。这恰好与科学家的另一个发现相吻
合。锻炼成瘾和饮食失调之间有着复杂联系。

心理专家建议，避免运动成瘾，应该从心
理和生理两方面来调整。首先不要对通过运动
改变身材期望过高，然后在专业人士的帮助下
制定一个合理的健身计划；运动的时候要适可
而止，觉得累了或者受伤了就应停止运动，做
到有张有弛。

除此之外，人们在运动的时候可以选择多种
形式，不过分依赖一种形式。选择的项目最好需
要与别人合作才能完成，同时，也保持对其他活
动的兴趣。 （朱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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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丹麦生蚝这个“大 ”
本报记者张晶晶

近日，丹麦驻华大使馆的一篇《生蚝长满海
岸，丹麦人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一夜之间抢
占了前辈“皮皮虾”的风头，成为网络爆款。各种
吃蚝攻略层出不穷，连丹麦驻华大使馆的官微
都说“火得有点儿措手不及”。各种商务合作随
之而来，天猫、京东纷纷推出各式丹麦美食。

关于丹麦生蚝这个“大 IP”，你准备好接招
了吗？

太平洋生蚝入侵

首先需要明确一点，此处所说的疯长生
蚝，并非丹麦原有的欧洲蚝，而是太平洋生蚝

（Crassostrea gigas）。而之所以泛滥成灾，正是所
谓的生物物种入侵。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博士、科普作家张
博然表示，事实上，科学家到现在还不知道丹麦
的生蚝是哪儿来的。“过去的十多年间，这种生蚝
在丹麦、挪威和瑞典迎来了大范围爆炸式增长，
成批占领贻贝的生存空间，甚至开始入侵本土生
蚝持有的潮下带。悲观者担心，按照这个趋势扩
散，北海周边的沿海生态系统将被改写。”

作为原产于日本的种类，太平洋生蚝抵达
丹麦的可能路径之一是通过荷兰。张博然介绍
道，1964 年荷兰的生蚝养殖者引入了太平洋，
用来满足吃货，这也是其在北海周边的第一个
明确记录。

至于是否存在生物入侵的风险，引进者们表示
不必担心，理由看似很充分：在原产地，太平洋生蚝
只有在水温 20 摄氏度以上的时候才会繁殖，而北
海的温度无法达到。无法繁殖，自然不会失控。

但这个世界上本来就没有“绝对”二字。
1975-1976 年，北海“异常”温暖，太平洋生蚝
开始繁殖，仅仅两个夏天，就牢牢占据了东斯
海尔德河口。

加上全球暖化大背景下的水温上升，到上
世纪 90 年代，荷兰全部海岸线都已被生蚝占
领，还在继续向东扩散。

“它们大概是和德国、丹麦自己的引种尝

试汇合，终于造成今天的局面。”对于太平洋生
蚝入侵带来的影响，张博然描述说：“生蚝是一
种造礁生物。厚实的壳体在沿岸层层累积，会
彻底改变海岸的面貌，甚至影响海水的流动、
降低海底的氧气浓度。在有些海岸，这样的改
造是有益处的；但另一些海岸里生蚝的入侵就
会对原本的生物产生强烈冲击。”

在瓦登海南侧，潮间带主要贝类原本是紫贻
贝，是本土鸟类至关重要的食物。十多年前研究
者就已经观察到，随着生蚝的扩张，砺鹬这一种
季候鸟正变得越来越少。

吃掉它或是最好解决方式

丹麦的科学家和渔民已经向丹麦自然保

护局投诉很多次了，但是依旧没有办法处理这
些棘手的入侵者。政府鼓励大家去海岸边采集
这些生蚝带回家煎炒烹炸，但并没有多少人去
这样做，所以根本就没有效果。

因为当地人平时常吃的主要是野生欧洲
生蚝。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市中心的瓦埃勒市
场，太平洋生蚝单价为 18 丹麦克朗（约 18 元
人民币）；而产自利姆水道的欧洲生蚝虽然个
头较小，但价格更贵，要 40 丹麦克朗（约合 40
元人民币）一只。

《中国科学报》 记者就此采访了曾在丹麦
留学多年，现任一家大型金融机构工作的岳
晧，他表示，其实丹麦当地有一种“生蚝狩猎”
的旅游业态，即所谓的去海边抓生蚝、吃生蚝。

参加生蚝狩猎必须由导游带领，穿好防水

连靴裤，带上网兜、防水手套等工具，退潮后去
浅滩湿地上捡拾生蚝。找到生蚝也并非易事，
需要一直弯腰，决然不是轻松坐在饭桌前享受
已经打开清理完毕的生蚝那么简单。

丹麦驻华使馆工作人员对媒体表示，因为此
次生蚝“大热”，未来“生蚝狩猎”可能会在中国游
客中引起巨大反响。数据显示，截至 2016 年 12
月，中国赴丹麦旅游游客在酒店每晚住宿的数量
增长了 42%。加上今年是中丹旅游年，预计 2017
年中国赴丹麦游客有望达到 26.2 万人次。

丹麦吃蚝须知

作为一个极度热爱美食的民族，听说丹麦
生蚝遍地不要钱，很多国人摩拳擦掌，表示要
打着“飞的”去吃蚝。

首先来算算性价比，批发市场上生蚝大概
5 元一只，以 4000~6000 元的往返机票价格来
算，至少要吃够 800 到 1200 个才能吃回票价，
还不算住宿车费。如果真的只是为了吃生蚝而
飞向丹麦，记得一定要撬开第 801 个生蚝才能
吃回票价！

至于将丹麦生长的太平洋生蚝带回国内，
似乎并无必要。数据显示，全世界生蚝养殖
80%在中国，中国生蚝养殖的 80%~90%都是太
平洋生蚝，中国就是太平洋生蚝最大的养殖
国。除非长在丹麦的太平洋生蚝品质特别好，
似乎没有太大必要进口到中国。

当然，如果是想在一览风光之余，饱飨一顿
生蚝大餐，打着“飞的”去丹麦也是不错的选择。
丹麦驻华大使馆对要去吃生蚝的朋友提供了六
点注意事项：一是最好找导游带着抓生蚝，绝对
不要独自前往；二是牡蛎礁距离海岸至少 1.5 公
里，要穿合适的衣服，带好装备与食物；三是出于
安全起见，一定要记好涨潮时间，带上专业 GPS，
以防起雾；四是牡蛎壳十分锋利，开启时一定注
意防护；五是应该选择那些开启时有阻力、牡蛎
肉乳白盖满整个壳、闻起来只有“海香”的牡蛎；
六是记得带上柠檬或红醋。

“如果这种将特
异的酶嫁接到基因
治疗载体，并且注
射方式一旦成功，
获益的将不仅仅是
糖尿病患者。因为

在 不 少
代谢类疾病中都能
起到作用。

读心有术

热词

基因疗法或开启糖尿病治疗新篇章
本报记者袁一雪

美国宇航局的卡西尼飞船在 4 月 22
日下午最后一次飞掠土星最大的卫星土
卫六，并在此过程中利用土卫六的引力弹
弓效应改变运行轨道，从而正式开启这艘
飞船的伟大谢幕之旅。

在太空中运行大约 20 年之后，卡西尼
飞船即将在今年 9 月迎来任务的最终结束。
此次利用土卫六引力改变轨道，最终它将从
土星和它的光环之间的区域穿过。这片神秘
区域此前还从未有探测器抵达，是一片未知
的空间，而卡西尼飞船在它的任务行将终结
之际，将首次穿越这里。

地面任务组一共为卡西尼规划了 22
次穿越该区域的飞行机会，最后一次将在
今年的 9 月 15 日，在那次穿越之后，卡西
尼飞船将一头扎进土星的大气层中焚毁。
此次卡西尼飞船飞掠土卫六是它整个任
务期间的第 127 次飞掠，在距离最近的时
候，飞船距离土卫六地表大约 979 公里，
两者相对速度大约每小时 2.1 万公里。

美国宇航局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土
卫六的引力作用将改变卡西尼飞船的轨
道，使其轨道半径稍稍收缩，于是飞船以
前能够从土星光环外侧飞过，而以后则会
穿越光环区域。”

在穿越光环区域时，卡西尼飞船将抓紧
时间对土星光环内部水冰和其他成分所占
比例进行测定，这一信息将帮助科学家们更
好推断土星光环的形成过程和机制。

卡西尼飞船还将对土星大气进行研
究并帮助判断土星内部岩石内核的大小。

卡西尼飞船自从 2004 年 7 月以来一
直在对土星和围绕土星运行的 62 颗卫星
开展研究。现在，随着飞船燃料接近耗尽，
为了避免飞船可能对土星几颗冰冻卫星
造成污染，美国宇航局的科学家们决定引
导飞船主动坠落到土星大气层内焚毁，因
为那些冰冻卫星被认为拥有满足微生物
生存的几乎全部条件，飞船一旦坠落到那
些天体上，可能造成严重污染，不利于未
来的研究。

卡西尼探测器

猪器官移植

据外媒报道，全球最大猪肉生产商史
密斯菲德食品公司开设了一条独立的生
物科学生产链，专门为医疗提供猪的器
官。该公司相信此举最终可填补人类器官
捐献的空缺、为等待器官移植的患者提供
一条生路。

将猪器官移植给人类已有数年的发
展经验，但近期科学家又取得了一系列突
破，打破了之前一些导致失败的技术障
碍。病人若患有器官衰竭、无药可医，就需
要进行器官移植。使用动物器官可有效解
决器官不足的问题。据美国联合器官分享
网络（UNOS）估计，平均每天有 22 名病
人在等待器官移植的过程中身亡。

猪一直是理想的移植器官来源，因为
它们的器官与人类器官十分接近。例如，
一头猪在被宰杀时的心脏大小约等于成
人心脏大小。其他可用于人体移植的器官
还有肾脏、肝脏和肺等。但由于基因不同
引发的排异现象，或病毒引发的感染风
险，此前的移植实验往往以失败告终。
2001 年，瑞士制药公司诺华就因为担心猪
体内的病毒会传染给人类，而叫停了其价
值 10 亿美元的异种移植实验。

哈佛医学院基因学教授乔治·彻奇于
两年前解决了这一问题。他采用 CRISPR
基因编辑工具，可将有害的病毒基因剔
除。此后，彻奇成立了一家名叫 eGenesis
Bio 的公司，专门培育不会引发排异或传
染病毒的猪。近期，该公司获得了 3800 万
美元投资。彻奇指出，这一技术最终可让
科研人员从一头猪身上收集十多种不同
的器官和组织，预计首例利用改良版猪器
官的移植案例将在今年年底的临床试验
中开展，但只有病入膏肓、等不到人类器
官的病人才能参与试验。

史密斯菲德食品公司已经开始从每年
屠宰的 1600 万头猪身上采集器官、供医疗
之用。该公司希望直接向科研人员和医疗公
司出售相关产品，而不必经第三方之手。斯
坦顿指出，美国用于医疗、宠物食物和非食
用用途的猪肉副产品市场价值超过 1000 亿
美元，这还不包括移植给人类的动物器官。

史密斯菲德食品公司已与两家机构
签订了合同，不过相关人员不愿透露具体
信息，“这一领域有巨大的潜力，走在发展
前沿、专注于打造合作关系，对我们而言
至关重要”。 （北绛整理）

作为一个极度热爱美食的民族，听说丹麦生蚝遍地不要钱，很多国人摩拳擦
掌，表示要打着“飞的”去吃蚝。如果真的只是为了吃生蚝而飞向丹麦，记得一定要
撬开第 801 个生蚝才能吃回票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