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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

“人类热量摄取的 80%仅从 30万个物种中的几十
种开花植物中获取，在不远的未来，人们需要挖掘未
使用的植物资源来满足未来人口粮食需求。”这是康
奈尔大学植物遗传学家 Susan McCouch 在 7 月 4 日
《自然》杂志上发表的一篇评论文章中的观点。

为了保持世界各地人口增长和收入增加的同步，
研究人员预测，在下一个 25 年里，食物的可利用性相
比现在必须增加一倍。McCouch认为，面临着气候改
变、土壤退化和水土资源短缺等问题，蕴藏在植物基
因库中的生物多样性加上遗传学和植物育种的发展，
将是解决粮食需求上涨的关键所在。
“基因库拥有成千上万的种子和组织培养材料，

来源于农户田间和野生、祖先种群，它们可以提供育
种者创建未来农作物所需的原始材料。”McCouch说。

例如，在从种子库筛选出超过 6000个品种后，植
物育种者辨认出一种野生水稻 Oryza nivara，通过对其
进行杂交育种后，产生了能够抵抗水稻草状矮化病的
新品种，在过去的 36 年里，该品种几乎在所有亚洲热
带地区进行种植。同样在 1997年，科研人员引进来自
野生种源的基因，用以提升农作物对于环境的耐受力
以及对害虫的抵抗力，预计将每年为世界经济带来约
115亿美元的收益。

McCouch 补充道：“虽然种子资源可以从全球
1700个基因库中获得，但它们还未在植物育种中发挥
全部潜能。”

据 McCouch估计，作为这样一个庞大的系统，全
球合作者去描绘这些需要供养未来的遗传资源特性的
全部努力，成本每年约 2亿美元。 （李木子编译）

挖掘全球种子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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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感
染是造成人类死亡最重要因素，约占全
球每年总体死亡率的 25.5%（约 1500万
人）。急诊感染常用检测方法包括血常
规、胸部影像以及微生物学检查，但这
些检测方法都存在不足。因此，急诊科
迫切需要能在感染早期发生显著变化、
不受非感染因素影响的生物标志物。

近日，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
金医院急诊部主任陆一鸣在由中国医
师协会急诊医师分会主办、罗氏诊断协
办的“感染诊断新技术临床应用中国
行”启动仪式上表示，作为一种理想生
物标志物，降钙素原（PCT）临床应用越
来越受到关注。

健康人血液中的 PCT 浓度非常
低。PCT 在感染发生后 3 小时即可测
得，6～12 小时后可达最高峰值。PCT
半衰期接近 24 小时，且几乎不受肾功
能状态、激素治疗影响。经过近 20年研
究和实践，PCT 已被推荐用于细菌感
染性脓毒症的诊断、分层、治疗监测和
预后评估。

如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SIRS）在
急诊感染中的发病率极高，常用的诊断
方法特异性、检出率、灵敏性较低，临床
上如果不能及时把脓毒症从 SIRS 中
鉴别出来，SIRS会逐步发展成脓毒症、

重度脓毒症、脓毒症休克。
“PCT 检测的出现是感染诊断领域的创新飞

跃，它可及时有效找出致病原，为感染治疗争取宝
贵时间，还为抗生素使用提供可参照的科学标准。
目前，PCT监测的临床应用已得到中国、美国、欧
洲和日本相关指南推荐。”陆一鸣说。

我国出台的《降钙素原 PCT急诊临床应用的
专家共识》指出：PCT升高对细菌感染导致的脓毒
症特异性很高，可作为诊断脓毒症和鉴别严重细菌
感染的生物标志物；PCT 浓度与脓毒症患者病情
的严重度呈正相关；PCT 的峰值与重症患者的死
亡率呈正相关。采用 PCT监测有助通过指导抗生
素应用，降低耐药率和不良反应发生率，减少脓毒
症患者住院时间。

但 PCT 水平的判读须根据患者具体病情，并
应考虑假阳性或假阴性存在的可能性。 （潘锋）

以往认为，婴儿的性别由父亲决定。遗传学知识
也证明，精子的性染色体若是 X 染色体就生女孩，若
是 Y染色体就生男孩。因此，“生不出男孩是女人肚子
不争气”的说法历来被认为是无稽之谈。

然而，近日美国斯坦福大学医学院在哺乳动物中
完成的一项研究表明，幼仔性别居然在动物母亲的全
权掌控之中，它会根据生活环境、营养条件和动物父
亲健康状况的好坏做出选择，而它选择生男生女的唯
一考量是：生雄仔意味着更多后代，但要冒风险，而生
雌仔的后代要少得多，却很安全。

换句话说，假如动物母亲认为即将生下的幼仔身
体倍棒，足以为它带来更多的后代，那么它就会选择
生下雄仔，表明它能主动挑选“雄性”精子。据说雌雄
精子的外形不同，在黏性生殖道中的移动速度便有差
别，动物母亲可以据此主动令其加速或减速。

早在 1973年就有人提出假说：动物自私的本性决
定它们总是最大限度地扩大自己的种群数量。动物母
亲在富足条件下通常选择生雄仔，因为这样不用考虑
后代的生计问题，而生活在贫困条件下的动物母亲多

半选择生雌仔，以避免让更多的后代忍饥挨饿。
1984年的一项发现对上述假说提供支持：在野生

马鹿中，地位高贵的母鹿总是生雄仔，而地位卑微的母
鹿总是生雌仔。这意味着生雄仔是一场“高风险高回报”
的赌注，要么成者为王（传宗接代），要么败者为寇（无子
嗣）。以非洲狮为例，一群小雄狮中只有一只能成为狮
王，并与 10~15只雌狮组成一个狮群，而绝大多数小雄
狮恐怕终生都没有繁殖机会。狒狒中的情况也与此类
似，一个狒狒群中只有一只成年公狒狒。 （禾木编译）

生男生女母亲定
前沿拾趣

图片来源：百度图片

生物基化学纤维登场

在生物体内，氧化与抗氧化是
一对矛盾体，相互拮抗，相互依存。
氧化反应是生命活动的基本过程，
而抗氧化反应正是因氧化反应而
存在。氧化反应本身对身体无害，
有 害 的 是 其 副 产 物———活 性 氧
（ROS），如超氧阴离子、羟自由基、
过氧化氢等。

正常身体内存在一套能清除活
性氧的抗氧化系统，由大分子抗氧
化酶（如超氧化物歧化酶、过氧化氢
酶、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等）与小分
子抗氧化剂（如维生素 C、维生素 E
等）组成。既然抗氧化系统完全有能
力保护自身免受氧化损害，为什么
人们还要额外补充抗氧化剂呢？

一般认为，人体不能合成小分
子抗氧化剂，必须从食物中摄取，
而大分子抗氧化酶的合成能力将
随着衰老逐渐减弱，不足以让“正
气”（抗氧化活性）压倒“邪气”（活
性氧）。因此，让老年人适量补充抗
氧化剂，可能有助于消除炎症反应
中过量产生的活性氧，否则很可能
促进衰老性疾病提前发生。

不过，到目前为止，年龄大小
与抗氧化能力强弱之间的关系仍
然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同时，在
酵母及小鼠中的最新研究发现，适
量过氧化氢可以诱导抗氧化酶基
因表达，提高细胞及整体抗氧化能
力，反而有助于抗衰老及延寿。

当然，超过机体清除能力的过
量活性氧对健康是有害的，这就需
要正确补充抗氧化剂。以下就人们
对于抗氧化剂的十大误解分别作
出具体说明，并在解释误解产生原
因的基础上，提出正确认识及使用
抗氧化剂的方法。

误解一 抗氧化剂包治百病

某些疾病的发病过程能促进
活性氧的发生，据此有人认为抗氧
化剂可以用来治疗这些疾病。例
如，慢性阻塞性肺病患者能呼出过
氧化氢。脑、心、肾缺血再灌注损伤
系由活性氧引起。血管粥样硬化中
低密度脂蛋白被氧化后由巨噬细
胞吞噬而形成泡沫细胞涉及活性
氧的作用。某些药物（呋喃妥因、多
柔比星）产生的活性氧能造成心肺
损伤。人们对于抗氧化剂用于疾病
治疗的期望过高，以为抗氧化剂可
以有效治愈很多疾病。

然而，抗氧化剂的作用多基于
体外实验结果，将其类推到体内效
果不一定灵验。事实上，抗氧化剂
的生物利用度是一个重要的限制
因素，如多酚类抗氧化剂基本上是
难以被人体利用的，抗氧化剂最有
效的补充方式是从食物（蔬菜、水
果）中摄取。

误解二 抗氧化剂增大死亡率

最近一项临床试验结果显示，
补充抗氧化剂可以增大患各种疾
病患者的死亡率，但重复试验却否
定了这一结论。尽管如此，人们还
是倾向于认为抗氧化剂不太安全。
虽然初步观察到维生素 E 对冠心
病的保护作用，但大型正式临床试
验结果却令人失望，推测是受到供
试者食谱的干扰，而且某些供试者
脂质过氧化水平明显高于他人，其
患心血管病的风险更高，因而服用
维生素 E的效果更好。维生素 E在
心血管病中的作用常因疾病定义
的宽窄而不同。

误解三 抗氧化剂越多越好

抗氧化剂的使用剂量过高同
样会带来毒性问题，抗氧化剂“越
多越好”的说法是错误的。β- 胡
萝卜素（维生素 A 前体）的推荐剂
量是每日 2~7 毫克，若让男性烟民
每日服用 20 毫克 β- 胡萝卜素，
他们患肺癌的机会将增大 18%。现
在看来，著名科学家鲍林过去倡导
大剂量（1000 毫克 / 天）服用维生
素 C 的做法可能是一种误导，因为

它已经远远超出了推荐的剂量
（75~90毫克 /天）。

误解四
高剂量抗氧化剂变成促氧化剂

在有过渡金属铁存在的条件
下，作为电子供体的抗坏血酸（维
生素 C）表现出氧化作用。在体外，
铁能催化轻微的脂质过氧化反应，
而抗坏血酸通过还原铁可促进脂
质过氧化。但在较高浓度下，抗坏
血酸则抑制脂质过氧化。因此，抗
坏血酸在低浓度时是促氧化剂，而
在高浓度时是抗氧化剂。有人每天
口服 500 毫克维生素 C，连服 6 周
后可使血浆维生素 C 水平升高
60%，结果导致外周血淋巴细胞
DNA 中碱基氧化水平升高。批评
者认为，DNA 氧化并非发生在体
内，而是分离过程造成的，而且淋
巴细胞中维生素 C 水平未知。

误解五 任何抗氧化剂都等效

抗氧化剂种类繁多，结构与性
质各异。就化学结构而言，就有巯
基类、酚类、胺类抗氧化剂之分。就
溶解性能而言，还有水溶性和脂溶
性抗氧化剂之分。因此，不同的抗
氧化剂具有不同的功效。羟基酪醇
抗低密度脂蛋白氧化的效果最好，
因为它的亲脂与亲水双重性质使
之可以在油—水界面上发挥作用。

误解六
抗氧化剂行为不符合理论预期

一种错误观点认为，抗氧化剂
是否有效取决于它们淬灭活性氧的
速度，只有当抗氧化剂与自由基（活
性极高的羟自由基）迅速反应才能
提供有效保护。事实上，细胞膜上的
脂质过氧化自由基的半寿期比羟自
由基长得多，因而可被维生素 E中
和而提供保护。此外，间接抗氧化作
用（如抗炎症）也能提供保护。

误解七
抗氧化剂水平决定健康状况

目前采用的抗氧化状态测定
方法均缺乏特异性，但还是能反映
出整体的抗氧化状态，因而可以用
来衡量疾病的严重程度。

误解八 抗氧化剂用过就失活

二氢硫辛酸被氧化成硫辛酸
后，仍然是次氯酸的有效清除剂。
葡萄糖苷酸化及甲基化的抗氧化
剂代谢产物均能保持其生物活性。
巨噬细胞和中性粒细胞释放的
β- 葡萄糖苷酸酶可以去掉黄酮
类化合物上的葡萄糖苷酸而恢复
其天然活性。

误解九 天然抗氧化剂最好

人们总是将天然与安全联系在
一起，而将合成与危险混为一谈。对
抗氧化剂而言，人们更喜欢生物的，
而不喜欢化学的。其实，人工合成与
天然存在的 R,R,R-ɑ- 生育酚（维
生素 E）是同一种化学分子。同样，天
然维生素 C 与合成 L- 抗坏血酸的
化学结构也完全相同。

误解十 抗氧化药物无效

人体具备自身的抗氧化系统，
但某些化合物（如 N- 乙酰半胱氨
酸、丙泊酚等）可以增强该系统的
抗氧化性能，尽管它们迄今还未作
为治疗药物使用。抗氧化剂能降低
抗肿瘤药物多柔比星的疗效，但同
时也能降低其诱导的心脏活性。

综上所述，抗氧化剂并非“健
康的唯一保证”，但也不是“剧毒药
品”，“天然抗氧化剂才是最佳选
择”的观点并不正确，“抗氧化剂无
效”更是太武断的说法。
（作者系广州中医药大学教授）

新闻背景： 《细胞》旗下的《药理科学趋势》杂志最新一期发表了两位
荷兰科学家撰写的一篇专题综述，评论了近年来人们对于抗氧化剂健康效
应的态度从深信不疑到将信将疑的转变，认为其间或多或少掺杂着各种不
解或误解甚至歪解，并从药理科学及最新成果的角度就抗氧化剂的有关知
识给出了正解，这对于人们正确认识和使用抗氧化剂大有好处。

本周看点
栏目主持：黄明明 邮箱：mmhuang＠stimes.cn

抗氧化剂十大误解
姻曾庆平

点评 >>>
姻本报实习生 李勤

生物基化学纤维是来源于可再生生物质的一类纤
维，特指除天然纤维（棉、毛、丝、麻）以外的生物基再生
纤维及合成纤维，被视为工业时代对天然纤维的延续。

甚至有人断言，生物基化学纤维将在人类文明的
下一步可持续发展过程中扮演着更重要的角色。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在生物基化学纤维技术

方面并不落后，甚至在个别领域有所领先，这也是有
别于传统化纤产业的一个显著特征。”中国科学院宁
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研究员陈鹏在《中国科学
报》记者采访时如是说。

人人争夺的战略高地

生物基化学纤维已不止被一个国家盯上。
世界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在世界金融危机后，均

把发展生物产业作为走出困境、争夺高新技术制高
点、重新走向繁荣的国家战略。

从 20世纪 90年代起，美国、日本及欧盟成员国
等传统化纤生产强国一方面受石油短缺、环境问题影
响，逐渐退出常规化纤生产；另一方面重新定义纤维
材料不仅是服装、家纺、产业用纺织品的原料，而且是
重要的基本材料和工程材料。

显而易见，他们对纤维材料不断进行产业结构调
整，转向利润更高、受资源或环境影响更小的高性能
化学纤维和生物基化学纤维的研发和生产。

而生物基化学纤维因具有来源可持续性和环境
友好等优势，顺理成章地成为了欧美、日本等国家的
重点发展领域。

在陈鹏看来，生物基化学纤维的巨大前景，主要
是因为它有效地将来源可持续性和产量规模化这两
个属性恰到好处地结合起来。
“生物基化学纤维的诞生和发展，对于化纤和纺

织这一传统领域来说，无疑是应对日益严峻的资源和
环境危机的一剂良方，为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提供了
主动的出路。”陈鹏说。

据了解，我国已将生物基化学纤维列为战略性新
兴产业鼓励发展的生物基材料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
发改委、中国化纤协会等机构提出“绿色生态可持续
发展战略”，以《中国生物基纤维及其原料科技与产业
发展（30年）路线图》为纲领，在新时期大力推动生物
基化学纤维产业的发展。

蓄势待发

在强大的战略支持下，我国在生物基再生纤维及
合成纤维领域已开发出较为完整的、具有鲜明特色的
品种，前者主要包括壳聚糖纤维、竹浆纤维、麻浆纤
维、蛋白纤维等，后者主要包括 PTT纤维、PDT纤维、
PLA纤维、PHBV/PLA共混纤维等。
“这些品种中的多数拥有自主知识产权，部分处于

国际领先水平，均已进入产业化阶段，其规模和发展速

度将主要取决于下游应用市场的开发。”陈鹏介绍。
生物基化学纤维的具体产业现状还能从中国化

学纤维工业协会名誉会长郑植艺在 2013年 6月底召
开的生物基化学纤维及其原料专项实施方案座谈会
上所作的报告一窥概貌。

我国的壳聚糖纤维、PDT纤维、竹浆纤维、麻浆纤
维、蛋白纤维等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具有国际水平，产
品和市场相对成熟，需要解决产业化规模，进一步降
低生产成本。

聚对苯二甲酸丙二醇酯（PTT）纤维、对苯二甲酸
丁二醇酯（PBT）纤维、聚乳酸（PLA）纤维等加工应用
市场成熟，但原料受制于外。

而 Lyocell纤维、PHBV与 PLA共混纤维、海藻纤
维等应用市场成熟，且纤维生产处于产业化突破关键
阶段。聚丁二酸丁二醇酯（PBS）系列纤维、离子液体法
纤维素纤维等则由中试向产业化突破。

陈鹏觉得，即便面对最近全球化纤产业不振的宏
观形势，纤维素再生纤维仍会呈现出“一枝独秀”的良
好发展。

而 PTT、PLA等生物基合成纤维虽处于起步阶段，
但其发展空间和速度值得关注，特别是考虑到其在生产
装备和工艺等方面十分接近于目前主流化纤品种（如涤
纶），一旦打开市场，将有可能获得“飞跃式”发展。

打造完整产业链

在产业化方面，目前国内不乏在生物基化学纤维

商业化应用做得较好的企业，如海斯摩尔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其开发的壳聚糖纤维有独特的抑菌性能，已
成功应用于航天、医疗等领域。

广东百合医疗科技有限公司运用海藻酸钙纤维
做成的医药敷料，生产线也已经达到比较先进水平，
年产量 20吨左右，产品主要供应给欧洲和美国，在国
内也开始销售。

广东百合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晓东告
诉《中国科学报》记者：“有人也曾提议将海藻酸钙纤
维应用在纺织上，但就这种纤维来说，它不易纺织，也
容易吸水，做敷料很好，不能做成日常穿的衣服。不过
它的防火和防静电性能也较好，因此这种纤维的其他
应用还有待发掘。”

陈鹏则认为，生物基化学纤维在应用上务必要放
眼长远、定位明确。在开发过程中，不仅要扬长避短，
更要注重挖掘特色，以此为突破口打开市场，并不失
时机地提高产品档次和附加值，努力形成品牌效应，
坚决不走同质竞争、打价格战的老路。
“我国实现生物基化学纤维产业化的时机已经成

熟，但是作为新兴产业，除了国家要给予政策和资金
上的扶持之外，还亟待建立上、中、下游合作机制与平
台。”陈鹏说。

此外，记者还从中国化学纤维工业协会获悉，中
国化学纤维工业协会生物基化学纤维及其原料专业
委员会近期已成立，欲以此为平台促进生物基原料、
化学纤维和纺织品的通力合作，打造完整的技术链和
产业链。

对于化纤和纺织这一传统领域而言，生物基化学纤维的诞生无疑是一剂良方。
我国实现生物基化学纤维产业化的时机已经成熟，但是作为新兴产业，除了国家
要给予政策和资金上的扶持之外，还亟待建立上、中、下游合作机制与平台。

纤维材料不仅是服装、家纺、产业用纺织品的原料，而且是重要
的基本材料和工程材料。

图片来源：百度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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