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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Ⅱ型糖尿病一直被认为是由肥
胖家族史等诱因引起的胰岛素抵抗所致的相
对性胰岛素分泌不足引起。而近日，来自克罗
地亚里 Rijeka（里耶卡）大学教授 Bojan Poli 及
其团队却发现，病毒感染能推动骨骼肌乃至全
身的胰岛素抵抗（IR）进程，最终导致Ⅱ型糖尿
病的发生。这一研究成果发表于 7 月 17 日的

杂志上。
根据国际糖尿病联盟（IDF）2017 年更新

的第 8 版报告显示，2017 年全球约 4.25 亿成
人患糖尿病，预计到 2045 年，糖尿病患者可能
达到 6.29 亿。其中，中国糖尿病患者约为 1.21
亿，20～79 岁糖尿病患者数量位居全球首位。

病毒感染造成胰岛素抵抗

Ⅱ型糖尿病原名为成人发病型糖尿病，多
数人在 40 岁之后发病。其主要的潜在机制是
降低肝脏和骨骼肌产生胰岛素抵抗现象，造成
胰岛素的相对性分泌不足。

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的研究显示，Ⅱ型糖
尿病与内脏脂肪组织的慢性炎症相关，而内脏
脂肪组织的慢性炎症经研究发现又与病毒感
染相关，但病毒感染是否确实能够引起全身组
织产生胰岛素抵抗最终诱导糖尿病的发生，以
及如何诱导该过程的发生尚不明确。

为了解决以上问题，Bojan Poli 及其研究
团队进行了一系列实验，并最终证实：病毒感
染确实会诱导骨骼肌乃至全身组织的胰岛素
抵抗。

根据发表在 的论文，研究团队
选择了在 3 个月有过呼吸系统感染、体重正常

（BMI 为 18 ～25 kg/m2） 和 肥 胖（BMI>25
kg/m2）的患者，并全面分析了其代谢状况。结
果发现，呼吸道感染的患者均出现空腹胰岛素

（FPI）的升高，而通过胰岛素抵抗分析发现，患
者在血糖不升高的情况下，胰岛素抵抗（IR）出
现明显的上升现象，且肥胖患者更为明显。

同时，研究者利用巨细胞病毒感染小鼠实验
证明了相同的结果。这项研究发现病毒感染确实
会诱导机体产生胰岛素抵抗现象，但由于代偿性
胰岛素分泌增多，感染者血糖并不升高。

那究竟为何最终出现糖尿病？研究者紧接
着对病毒感染的小鼠进行了长期实验，结果发
现病毒感染对于肥胖这种前糖尿病患者是独
立危险因素。究其原因，病毒感染竟然通过干

扰素 -γ 促进骨骼肌产生胰岛素抵抗的产生
及全身性胰岛素分泌的增加，同时增强抗病毒
CD8 + T 细胞的免疫应答。

虽然病毒感染并不会直接促进糖尿病的
产生，但当全身胰岛素敏感性已经降低时，例
如在糖尿病前期的肥胖者由于肝脏已经产生
胰岛素抵抗，感染便会通过增强骨骼肌的胰岛
素抵抗最终压倒代偿性的胰岛素分泌，此时患
者将产生糖尿病高血糖的临床表现。

该研究明确了病毒感染是导致糖尿病发
生的独立危险因素，并且阐明了抗病毒内分泌
调节反馈机制，并为Ⅱ型糖尿病的潜在生理学
提供了独到见解。

Ⅱ型糖尿病诱因

中国工程院院士、上海瑞金医院副院长宁
光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该
论文提出的骨骼肌的病毒感染导致胰岛素抵
抗，并在失代偿时最终引发糖尿病，是一个较
为新的观点，值得研究。”

但他同时也指出，这仅仅是动物研究。“对
人体内的借鉴还有距离，也未能呈现临床转化
的希望。但也引起一个重要话题，就是免疫在

胰岛素抵抗发生中的作用。”
是什么导致糖尿病患者数量的日益增长？

宁光总结说，目前公认的主要有以下三点：生
活方式改变、老龄化和肥胖。

具体来看，首先，经济发展引起生活方式
改变。2013 年，宁光团队在 杂志发表文
章，研究结果显示，糖尿病患病率与人均 GFP
的地区分布明显相关。经济的发展导致生活方
式的剧烈变化，国人的粮谷类食物摄入量、体
育锻炼时间等明显下降，导致了糖尿病患病率
的上升。

其次，老龄化社会的大势所趋。1950 年，中
国居民预期寿命 39 岁，2015 年上升到 79 岁。我
们用了 60 年的时间让人均预期寿命提高了 1
倍，而且在以每年 1 岁的速度增长，可以想见，未
来老龄化社会将给我们带来巨大疾病负担。

此外，还有无法忽略的肥胖问题。中国
BMI 大于 28 的肥胖人群现已突破 1 亿，肥胖
率已突破 10%，其中城市成年人体重超重者已
经突破 40%，由此引发的健康危害可想而知。

什么样的人更容易患糖尿病呢？宁光告诉
记者：“糖尿病的高危人群很多，但主要有肥
胖、糖尿病家族史、糖耐量或空腹高血糖、高血
压及老龄等。”

糖尿防治新进展

对过去十年糖尿防治的新进展，宁光介
绍，有钠—葡萄糖协同转运蛋白 2（SGLT-2）
抑制剂、肠促胰素疗法、减重手术控制代谢、棕
色脂肪防发胖、肠道菌群治疗等。

其 中 ， 钠—葡 萄 糖 协 同 转 运 蛋 白 2
（SGLT-2）抑制剂的降糖作用，不同于传统药
物的改善胰岛 β 细胞功能或改善胰岛素敏感
性等机制，而是可以抑制肾脏重吸收葡萄糖，
促进糖分从尿液中排出，从而降低了血糖。

如前文所言，超重及肥胖是Ⅱ型糖尿病的
主要诱因之一。宁光指出，很多肥胖糖友尽管
明知吃太多会影响血糖水平，但就是觉得肚子
空，一吃起来就停不下，根本无法做到“管住
嘴”；再加上身体臃肿，行动不便，自然也谈不
上“迈开腿”了。

“通过减重手术，可以把胃的空间缩小，饭
量就会减少，帮糖友们管住了嘴。体重正常后，
运动能力也会得以恢复。此外，术后患者的血
压和血脂水平也明显下降，患上心脑血管疾病
的风险将有所降低。”

胃肠道微生物群相关研究是近年来的热
点，关于它与Ⅱ型糖尿病的关系已有不少研
究。宁光介绍说，2012 年的一项研究明确了
Ⅱ型糖尿病与肠道微生物群失调有关，那就
是能产生丁酸的菌群减少，而肠道机会致病
菌（即正常情况下不致病，但当肠道内微生物
环境破坏，一定条件下可致病的菌群）增多。

“这也为Ⅱ型糖尿病未来的靶向治疗提供了
线索。”

对于如何预防糖尿病，宁光提醒，保持健
康的生活方式是重要的预防措施；而对于糖尿
病患者来说，治疗时要强调“指南与标准化”。

为了让更少的医生处理好更多的糖尿病
患者，中国医师协会发起成立国家标准化代谢
性疾病管理中心（简称 MMC），由国家代谢性
疾病临床研究中心负责管理，为代谢性疾病提
供创新性的更优解决方案。截至 2018 年 6 月
底，全国已有 301 家医院报名加入，110 家代谢
中心已经开业，覆盖全国 30 个省市自治区，管
理 3.5 万名患者，这是首次尝试打造覆盖全国
的在线整合式诊疗一体化、标准化及规范化的
慢病全程管理模式。

相关论文信息：

（本期图片除署名外均来自网络，稿费事宜请与
编辑联系。E-mail：zhoumoban@stimes.cn；电话：
010-62580723）

病毒感染导致糖尿病？
宁光院士点评：仅是动物实验，但观点新颖，值得进一步研究

姻本报记者张晶晶

酷品

电子按摩膏药

这款卡片式按摩仪，机身如信用卡大小，能够塞入
钱包，使用者无论何时何地都能让自己放松一下，尽快消
除疲劳。内置的 140 毫安的充电电池可让使用者享受 10
个小时的按摩。仪器上的四组按钮，除了控制开关，还可
让使用者选择力道以及揉、捏、压三种模式。它还可以在
水洗后重复使用。

通过一系列小鼠实验，美国约翰斯·霍普
金斯大学的研究人员使用一种实验性化合物
成功地逆转了脱发、发色变白和皮肤炎症。该
化合物会停止被称为糖鞘脂或 GSL 的脂肪的
产生，GSL 是皮肤和其他细胞膜的主要成分。
目前的研究表明，喂食高脂肪和高胆固醇饮
食的小鼠，其毛色更容易从黑色变到灰色直
到白色，并且有大量的脱毛和表现为伤口的
皮肤炎症。但在喂食该化合物后，小鼠的这
些症状得到逆转。此项研究结果发表在《科
学报告》期刊上。

“在小鼠实验中获得的结果并不意味着在
人类中也一定会产生同样的效果，而且目前没
有证据表明该化合物对人类是安全的。”约翰
斯·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儿科和医学教授
Subroto Chatterjee 表示，“尽管仍需要进一步研
究，但这提示，我们开发的药物将有潜力治疗

牛皮癣等皮肤病，以及糖尿病或整形手术导致
的伤口。”

为研究破坏 GSL 如何影响皮肤外观和颜
色，以及 D-PDMP（一种可以停止 GSL 产生的
人造化合物）是否可以逆转 GSL 的负面作用，
Chatterjee 及其同事首先对一组小鼠进行了基
因改造，使其患上动脉粥样硬化。

之后，研究人员将小鼠分为两组，第一组
喂食高脂肪和高胆固醇的食物，第二组喂食标
准食物。而所有小鼠从 12 周龄至 20 周龄被喂
食上述指定饮食。与第二组小鼠相比，第一组
小鼠出现了脱毛，形成了皮肤损伤并且毛色变
白。当继续喂食到 36 周龄时，上述症状变得更

加严重，75％的小鼠有脱发和多处皮肤病变。
在 20 周龄～36 周龄时，两组小鼠接受不

同量的 D-PDMP（胶囊或液体形式）治疗，同
时这些小鼠仍被喂食前述的食物。结果显示，
在 20 周龄至 36 周龄期间，第一组小鼠接受每
天 每 千 克 体 重 1 毫 克 或 10 毫 克 胶 囊
D-PDMP 治疗，开始重新长毛，并恢复了毛
色，而其皮肤炎症也有所减轻。

该研究小组随后在显微镜下观察了小鼠
的皮肤，发现第一组小鼠在各皮肤区域都出现
了中性粒细胞浸润，而 D-PDMP 胶囊治疗明
显减少了中性粒细胞的数量，这意味着皮肤炎
症和受伤程度在减轻。

随后，研究人员使用质谱分析来确定小鼠
中的神经酰胺，葡糖神经酰胺和乳糖苷神经酰
胺水平，其中神经酰胺是一种有助于保护皮肤
水分的脂质或脂肪，葡萄糖神经酰胺是神经酰
胺的第一个衍生物，而乳糖神经酰胺是神经酰
胺的后来衍生物，它可以激活炎症。

与第二组小鼠相比，第一组小鼠的总神经
酰胺水平降低，葡萄糖神经酰胺降低，而乳糖
神经酰胺的含量增加近 3 倍。而当接受每千克
体重 1 毫克胶囊 D-PDMP 或每千克体重 10
毫克液体 D-PDMP 的治疗后，小鼠的神经酰
胺水平增加并恢复至正常水平。

“希望此项研究使秃顶的人恢复头发生
长，使老年人的白发变黑，并且使伤口愈合更
快更有效。”Chatterjee 期望。 （张思玮赵路）

相关论文信息：

实验药物逆转脱发
药知道

（原鸣整理）

助眠枕

失眠太痛苦，或许这款乳胶枕可以帮助你。不同于
其他乳胶枕的是，它内部拥有 70 个小立方体。这种特殊
结构形成全新的铰链结构，使枕芯由一整块的面状支撑
形成多个小立方体的环抱多点支撑；同时每一个立方体
也形成了类似弹簧的结构，在受力时有助于回弹。

便携洗手液喷雾

这款外形时尚的瓶子装的可不是香水，而是来自
西班牙的环保消毒喷雾。当你出门在外不方便洗手
时，这瓶喷雾能轻松让你清洁双手，杀死 的细
菌，喷完之后双手倍感清爽，环保又省水。

智能药盒

如果你患有需要按时服药的慢性疾病，那么如何
才能确保自己不会忘记吃药呢？这款智能药盒能够根
据你设定的时间周期来提醒你按时服药，比如灯光闪
烁和蜂鸣声，从此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新知

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彭博公共卫
生学院的一项最新研究显示：相比女性，男性会
更多地产生一种关键性的肺部愈合蛋白，以便
于他们更快地从感染流感后痊愈，相关研究结
果近期发表在《性别差异生物学》杂志上。

研究者将流感病毒分别植入试验用雄性
白鼠和从男性体内提取的细胞之中，通过研
究发现，在雄性白鼠和男性人体细胞中都产
生了很多可以促进伤口愈合的生长因子蛋
白———双调蛋白。与雌性白鼠相比，雄性白鼠
痊愈更快。但如果是缺乏双调蛋白的雄性小
鼠，它的痊愈时间接近于雌性小鼠。

布隆博格公共卫生学院分子微生物学和
免疫学系副教授 Sabra Klein 说：“这项最新研
究结果或许可以证实，因为女性产生较少的
双调蛋白，导致了她们在流感痊愈期间组织
修复能力较慢。而这势必会带来流感治疗方
案的改变，尤其对女性而言，一旦感染流感，
则需要尽可能地提高双调蛋白的产生。”

研究中，Klein 团队使用非致死剂量的甲
型 H1N1 流感病毒感染试验白鼠。这种甲型
流感病毒曾在 2009 年至 2010 年间在全球流
行，受该种病毒感染死亡人数超过 1.8 万人。
研究人员观察到，尽管雄性和雌性白鼠的受
感染病毒水平相当，并同时将其从白鼠体内
清除，但雌性白鼠的感染率明显更高。在感染
的急性期，雌性白鼠肺部感染更加严重，同时
在痊愈期间恢复相当缓慢。

科学家认为，双调蛋白是基于性别差异
的关键因素。这种已知生长因子蛋白在伤口

愈合期间促进皮肤、肺和身体其他表面上皮
细胞的增殖，包括肺部感染的恢复。

此外，经过基因改变而缺少双调蛋白的
雄性白鼠与雌性白鼠具有相同特征，当受病
毒感染后症状更加严重，痊愈的速度更加缓
慢。缺少双调蛋白的女性感染严重程度相对
不变，这表明肺愈合蛋白主要对男性有影响。

同时，研究团队发现，试验用白鼠和培养
皿中的人肺上皮细胞被流感病毒感染后，只有
细胞来自雄性时，双调蛋白的产生才会更明显。

由此看来，双调蛋白有助于改善流感病
毒感染，或许能够成为一种治疗严重流感的
新治疗手段。早在 2016 年，Klein 及其同事的
一项研究已经表明，性激素孕酮会刺激雌性
白鼠的双调蛋白生成。“我们在研究中发现，
通过增加女性的双调蛋白生成，可以加快她
们从流感中痊愈的速度。”

目前，研究中尚不清楚的是，哪些因素会
导致流感感染期间男性双调蛋白产量的上
升。Klein 及其同事首先怀疑这归因于睾丸激
素，但发现其似乎没有控制双调蛋白生成水
平。然而，他们发现，独立于双调蛋白的性激
素确实有助于保护雄性白鼠，如果没有它，白
鼠在流感病毒感染方面表现更差。

“未来，我们已经将重点工作聚焦在关于
睾酮的保护作用机制以及控制流感感染期间
双调蛋白生成的上游因素的研究。”Klein 说。

（马晨）
相关论文信息：

通常大多数乳腺肿瘤始于乳房乳管的
内层细胞，而这些细胞又被肌上皮细胞所包
围。此前，科学家认为，肌上皮细胞的细胞层
是一种静态的防止癌症浸润的屏障。

而最近，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在
实验室培养的小鼠组织中进行的试验显示，
乳房乳管周围的细胞层能够伸出并捕获逃
逸的癌细胞来防止其在体内扩散。这表明肌
上皮细胞的细胞层是一种能抑制乳腺癌转
移的积极防御机制。该实验结果于 7 月 30
日在线发表在《细胞生物学杂志》上。

据了解，肌上皮层在临床上被用于诊断
区分人类中的限制性乳腺癌和浸润性乳腺
癌。若乳腺癌细胞冲破该肌上皮层，其结果
就是所谓的浸润性癌，该类型的癌症有更高
的复发率并且需要更激进的治疗方法。

“如果癌症转移被看作是长跑比赛，则
突破该细胞层就相当于从起跑线冲出。”约
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细胞生物学教授
及约翰·霍普金斯西德尼金梅尔综合癌症中
心成员 Andrew Ewald 说：“了解癌细胞是如
何被限制的，可以帮助我们开发能预测个体
癌症转移风险的方法。”

在该研究中，Ewald 和他的团队对从小
鼠乳腺内层取出的细胞进行改造来产生蛋
白 Twist1，该蛋白通过改变基因表达起作
用，与多种肿瘤类型的癌症转移有关。

令人惊讶的是，研究人员发现，当浸润
性 Twist1 细胞突破肌上皮层时，肌上皮细胞
能够抓住这些逃逸的细胞。在总共 114 次观

察中，有 92%的时候，它可以将其拉回到乳
腺导管内。

Ewald 实验室的博士生 Katarina Sirka
说：“这些研究结果确立了肌上皮细胞作为
防御细胞逃逸的动态屏障的新概念，而不像
之前推测的那样仅仅充当静态的阻挡物。”

为了证实他们的发现是一种主动行为而
不仅仅是由于细胞天然的“黏性”，Ewald 和他
的团队改变了肌上皮细胞的两个关键特征：它
们的收缩能力和它们与浸润细胞的数量比。

首先，研究人员对小鼠肌上皮细胞进行
遗传改造，以去除其平滑肌肌动蛋白（一种
促使细胞收缩的蛋白）。与作为对照的正常
肌上皮细胞相比，在这种情况下突破肌上皮
层的逃逸浸润细胞的数量增加了 3 倍。

研究人员还发现，减少肌上皮细胞与浸
润性细胞的比例也会增加逃逸癌细胞的数
量。与没有防御屏障的浸润性细胞的扩散相
比，通过为每个浸润细胞添加两个肌上皮细
胞，其逃逸率就降为 1/4。

加利福尼亚大学旧金山分校的外科病
理学研究员 Eliah Shamir 说：“这一点很重
要，因为它表明肌上皮细胞的物理完整性和
肌上皮细胞内的基因表达对于预测人类乳
腺肿瘤的行为非常重要。任何肌上皮层变薄
或脱落的地方都有可能有癌细胞逃逸。”

未来，Ewald 和他的团队计划研究促使
肌上皮层发生动态反应的细胞机制，以及由
其失败而导致浸润发生的原因。 （张思玮）

相关论文信息：

男性能更快从流感中痊愈 抑制乳腺癌浸润机制新发现

8 月 1 日至 7 日是第 27 个“世界母乳喂养周”，为
响应其“母乳哺育：生命之根”的主题。7 月 31 日，中国
营养学会携手达能纽迪希亚在北京举办了母乳喂养
研究发布会暨母乳喂养倡导论坛。会上，中国营养学
会妇幼营养分会主任委员汪之顼分享了“乳母膳食与
母乳成分及行为研究”，并强调，乳母平均每天通过乳
汁分泌而损失的钙多达 300mg，因此钙的补充对乳母
尤为重要。

在两代母亲中的月子期间膳食行为研究发现，两
代母亲的牛奶食用频率仅为 23.5%，且仍有部分认为
蔬菜水果是禁忌食物，这项发现也与纽迪希亚 Muru
研究的结果不谋而合———在上海乳母产后 42 天内的
调查中，牛奶、蔬菜及水果的摄入均远低于膳食指南
推荐，致使乳母钙及其他多种微量营养素摄入不足。

与此同时，从纽迪希亚最新发表的一项中国两城
市母乳喂养障碍定性调查中发现，女性长辈对乳母膳
食行为及母乳喂养行为产生强大影响力。医护人员、
网络的专业科普是支持乳母科学喂养重要的途径，但
从研究中可以发现，其影响力有待提高，对于女性长
辈的宣教有待加强。

“母乳喂养是生命早期 1000 天中非常关键的时
期，对于母亲与婴儿都具有短期及长期的健康效应。”
中国营养学会理事长杨月欣强调，母乳喂养不应该是
妈妈们的个人战斗，而应该成为整个家庭乃至社会共
同努力的任务，只有共同携手，才能提高全国的母乳
喂养率，以达到《国民营养计划 2030》0～6 个月纯母
乳喂养的目标。 （李惠钰）

钙的补充对乳母尤为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