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具有诊断功能的口香糖
可检测种植体周围病

一 种 具 有 诊 断 功 能 的 口 香 糖 可

以检测由 牙 种 植 体 引 发 的 炎 症 ， 近

期的 《自然-通讯》 对这项研究作了

报道 。 这 种 简 单 的 诊 断 方 法 “任 何

人 、 任何 地 点 、 任 何 时 间 ” 都 能 使

用 ， 它依 赖 易 于 识 别 一 种 不 易 被 误

读的信号 来 确 诊 ， 也 有 助 于 简 化 种

植体周围病的诊断。
研 究 人 员 开 发 了 一 种 生 物 传 感

器， 来检测种植体周围病， 产生苦味

则标志着阳性诊断。 他们将传感器与

一种复合物结合在一起， 然后再将其

嵌入口香糖中 。 它对 于 健 康 者 来 说

是无味的 ， 但 在 种 植 体 周 围 病 患 者

的口腔内， 就会增加特定酶的生成，
使 生 物 传 感 器打开 ， 将 具 有 强 烈 苦

味的复合物释放出来。
研究小组在研究中采用了 “人造

舌头”， 通过检测苦味复合物， 它可

以将患有种植体周围病患者的唾液样

本和无 症 状 志 愿 者 的 唾液样 本 区 别

开来。
虽然还没有进入临床试验， 但这

种口香糖有望免去诊断阶段的复杂试

剂和专家干预。 作者表示， 不久的将

来， 这种口香糖可能就会出现在牙医

诊所里， 或者为个人所用。

一种罕见的南极微生物
为揭示病毒来源提供线索

病毒是古老、 简单的生命形式，
还是细胞进化后出现的寄生生物？ 它

们来源于何处， 一直是令生物学家困

惑的问题。
最近，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

的里卡多·卡维切奥利和他的同事在

临近南极洲海岸的劳尔群岛湖泊中，
发现了一种或许能为解决上述问题带

来一些曙光的微生物。 这是一种古生

菌， 看上去像细菌的单细胞生物， 但

实际上属于一个单独的生命领域。
研究人员在这种生物体的细胞内

发 现 了 一 些 意 想 不 到 的 东 西———质

粒 。 质粒 是 存 在 于 活 体 细 胞 的 小 型

DNA 片段， 通常呈圆形。 它们并不

是细胞主要基因组的组成部分， 但能

独立地自我复制。 通常， 质粒携带着

以某种方 式 对 细 胞 有 用 的 基 因 ， 比

如， 对抗生素有抗药性的基因有时会

在质粒上被发现。
研究团队把这次发现的质粒命名

为 “pR1SE”， 它携带的基因使其能

产 生 囊 泡———主 要 由 脂 质 构 成 的 气

泡。 通过被包裹在具有保护性的气泡

中 ， pR1SE 能 离 开 它 的 宿 主 细 胞 去

寻 找 新 的 宿 主 。 换 句 话 说 ， pR1SE
的外表和行为很像病毒， 但它携带着

仅在质粒上发现的基因并且缺少任何

表明其是病毒的基因。 它是一个带有

病毒属性的质粒。
卡维切奥利表示， 病毒可能从像

pR1SE 一 样 的 质 粒 进 化 而 来 ， 这 有

望为揭示病毒的起源提供线索。 他们

的研究成果日前发表于 《自然-微生

物学》 杂志上。

全球首份癌症病例图谱发布
发掘出 32 种新选靶点基因

《科 学 》 杂 志 日 前 刊 登 了 瑞 典

科 学 家 的 重 磅 成 果———全 球 首 份 癌

症病例图谱 “Atlas”， 它将数千种特

定癌症相关基因与患者生存情况联系

起来， 发掘出 32 种不以癌症类型分

类 、 但 与 80%人 类 癌 症 相 关 的 “公

共”基因， 可作为潜在新药研发的精

准靶点。
瑞 典 皇 家 理 工 学 院 教 授 马 瑟 尔

斯·阿合雷是欧洲生物技术联合会主

席， 也是 Atlas 项目的领导者 ， 他带

领科研团队使用超级计算机， 分析了

8000 种肿瘤样本中的 17 种主要类型

的 人 类 癌 症 ， 并 使 用 RNA 测 序 方

法， 了解基因在受癌症影响时发生的

变化， 积极寻求 “基因突变导致的基

因组整体变化”。
研究人员确定了 2000 多个抑制肿

瘤生长的基因， 但绝大多数基因靶向

药物会同步产生强烈的副作用。 经筛

选， 发现其中 32 种基因存在于超过

80%的肿瘤样本中， 且与癌症具体类型

无关， 它们可以作为新药研发的靶点。
目前， Atlas 图谱已可开放获取，

但仍在继续努力收集公共数据。 科学

家们的目标是收集可用于开发癌症药

物和诊断方法的实用信息， 比如疾病

标志物等。
（钟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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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 、 孩子 、 抵押贷款 、 柴米油

盐 、 家务杂事……应对快节奏的现代

生活， 有时就像踩在永无尽头的跑步

机上， 导致我们中的许多人身心俱疲。
尽管我们知道这些压力对身体健康没

有好处 ， 但还是不由自主地被驱使着

承受各种压力 ， 并把抗压能力强的人

视为强者。
事实上 ， 身体和心理上的压力是

多种现代疾病的触发因子 ， 是心脏疾

病、 抑郁症 、 哮喘 、 慢性疼痛等多种

疾病的主要诱因。
机体的保护性免疫过程从什么时候

开始出了差错而导致慢性炎症， 我们一

直知之甚少； 至于如何对付它， 更是没

有什么好的方法。 这令人十分沮丧。
但是现在 ， 新的研究让科学家弄

清了慢性炎症产生的过程 ， 进而对我

们能做些什么来阻止它的发生 ， 有了

更多了解。
“毫 无 疑 问 ， 炎 症 是 一 切 的 关

键。” 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免疫学家查

尔斯·塞尔汗说， “在后基因组时代 ，
理解炎症将成为下一个前沿领域。”

压力导致“副炎症”
“副炎症 ”又称 “轻度炎症 ”，

长期处于压力状态或与压力有关

的大脑活动水平较高的人 ， 体内

炎症标记物水平就会增加。

急性炎症 ， 是保护我们机体健康

的第一道防线 。 当病原体入侵时 ， 我

们的身体会出现发红 、 发热 、 肿胀和

疼痛等典型的炎症反应 。 首先 ， 受损

细 胞 会 分 泌 出 一 种 称 为 “细 胞 因 子 ”
的化学物质 ， 让血液加速流向受影响

的身体区域 ， 并提醒免疫系统的其余

部分准备战斗 。 发烧是血流量增加的

副作用 ， 体表泛红是血管扩张 、 血液

涌向皮肤表面的结果 ， 肿胀是因为血

管此时变得更具渗透性 ， 导致体液和

白细胞渗出充斥于身体组织 。 细胞通

过这一系列的应激反应 ， 攻击并吞噬

侵入的病原体 ， 并清除掉血液中的碎

片残屑。
这 个基本反应根据身体面对的挑

战而有所不同 。 例如， 如果你扭伤了

脚踝， 关节会因肿胀、 发热、 疼痛而难

以移动。 如果你感冒了， 呼吸道血管膨

胀会导致鼻子堵塞 ， 炎症组胺会刺激

鼻子产生许多粘液 ， 反过来引发咳嗽

和打喷嚏 。 如果你得了流感 ， 除了会

有感冒的所有症状之外 ， 炎症还会扩

展到全身， 导致关节和肌肉疼痛。
纵观人类进化史 ， 急性炎症多数

遵循着一个良性的循环过程 ： 炎症爆

发—白细胞大量 集 结—攻 击 并 吞 噬 病

原体—复原后炎症消失 。 但如今 ， 现

代生活的不良影响导致这种微妙的平

衡不断叠加 ， 肥胖 、 压力 、 污染 、 不

良饮食习惯和衰老 ， 都会使我们陷入

一种低水平的炎症状态 ， 而不是局限

于某个特定的机体组织 ， 使整个身体

一直处于一种受威胁状态。
研究发现 ， 长期处于压力状态以

及与压力有关的大脑活动水平较高的

人， 作为炎症标志物的 C 反应蛋白就

会升高 。 这种持续的 、 时刻准备应对

威胁的炎症可能并不总会使我们感到不

适， 但问题会积累起来， 为未来疾病的

产生埋下隐患， 包括心脏病、 Ⅱ型糖尿

病和神经退行性疾病等。 美国耶鲁大学

免疫生物学家鲁斯兰·梅兹托夫将这种炎

症称作 “副炎症” 或 “轻度炎症”， 他认

为， 对于寿命更长、 热量更丰富的现代

人来说， 这是一种令人遗憾的现代病。
压力是一个很特别的问题 。 在生

命遭到死亡威胁之际 ， 人体会大量释

放叫作 “降甲肾上腺素 ” 的荷尔蒙激

素 ， 从而激发与上述感染或受伤相同

的一系列反应 。 现代生活如影随形的

种种压力导致慢性炎症成为一种普遍

现象。 “慢性轻度的炎症是有压力的生

活与疾病之间的一个主要连接通道 。”
美国马萨诸塞州布兰迪斯大学的尼古

拉斯·罗雷德说。 他在过去几年的研究

中发现 ， 照顾重病家庭成员的长期压

力和一系列的短期压力 ， 都会导致健

康人群体内炎症标记物水平增加。

不良生活方式
与慢性炎症如影随形

不合理的饮食习惯会 导 致 体

内脂肪失衡 ， 过度摄入糖分促使

身体进入炎症状态 。 炎症标记物

在体内停留时间越长 ， 就越容易

导致各种健康问题。

肥胖是另一种引发炎症的现代疾

病。 少量的身体脂肪是有利健康的， 事

实上脂肪不仅调节免疫系统， 而且还能

调节食欲、 情绪和新陈代谢。 但是， 体

脂率一旦超过 25%-30%， 脂肪的好处

就会被抵销 ， 非但无益反而有害 。 身

体 脂 肪 内 储 存 有 大 量 炎 性 细 胞 因 子 ，
如果体内脂肪过多 （特别是在一些身

体器官附近的脂肪）， 炎性细胞因子会

不 断 渗 出 ， 导 致 持 续 低 水 平 的 炎 症 。
“大量存在的脂肪是一种炎性组织。 ”英
国伦敦大学学院免疫学家德里克·吉尔

罗伊说，“不良的生活方式会导致体内

脂肪失衡， 比如不合理的饮食习惯。”
现代高糖饮食还会导致牙龈疾病，

促使身体进入炎症状态 ， 导致动脉粥

样硬化风险增加 ， 动脉中脂肪沉积是

心 脏 病 和 中 风 的 主 要 危 险 因 素 之 一 。
炎症标记物在体内停留时间越长 ， 就

越容易出问题 。 例如 ， 持续感冒会使

免疫反应在身体不再需要的时候仍处

于 紧 张 戒 备 状 态 。 最 近 一 项 对 近 300
人的研究发现 ， 炎症与心脏病的早期

阶段直接相关。
炎症标志物 C 反应蛋白水平较高

的人， 罹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也更高。
血液循环中白血球含量较高时 ， 更容

易吸引动脉中积聚的脂肪斑块 ， 使得

斑块更容易积聚起来， 最终斑块破裂，
血管壁出血形成血栓 ， 导致心脏病发

作或中风。
慢性炎症也有 可 能 增 加 抑 郁 症 风

险。 伴随炎症而来的许多心理症状，如

疲劳、不适和食欲不振 ，看上去与抑郁

症症状都很相似。于是科学家想要弄明

白， 抑郁症和其他心理健康问 题 的 背

后 ， 是否也有炎症的阴影在作祟。

炎症“关闭”开关失灵
是问题关键

研究人员发现 ， 引起 慢 性 炎

症的原因可能不是 “开启 ” 的信

号开关警惕性过高， 而是 “关闭”
的信号开关出了问题。

塞尔汗和他的团队研究发现， 炎

症也有开关。 当分泌细胞因子的免疫

细胞逐渐减少， 其作用逐渐减弱时，
炎症反应就会消失。 塞尔汗发现， 启

动这一过程的一些白细胞类型， 如中

性粒白细胞和巨噬细胞， 一旦开始行

动， 就会积极改变策略， 释放一种叫

作 “消散素” 的第二种化学物质， 以

帮助清除残余的细胞因子和其他任何

碎片残屑。
于是塞尔汗和其他一些研究人员

开始怀疑， 引起慢性炎症的原因可能

不是 “开启” 的信号开关警惕性过高，
而是 “关闭” 的信号开关出了问题。
在以后几年中， 他一直在研究是否有

利用或模仿消散素及相关化学物质行

为的办法。
遗憾的是， 研究人员很难区分因

伤口感染或感冒引起的急性炎症与更

麻烦的慢性低水平炎症之间的区别。
部分原因是免疫细胞和细胞因子一直

在体内循环， 任何健康血液或组织的

检查看起来也都像是在发炎。
塞尔汗认为， 检查体内循环的消

散素水平也许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他

发现， 患有Ⅱ型糖尿病的人， 体内循

环中的细胞因子水平更高， 但消散素

水平较低。 之所以会有这种相关性，
是因为启动免疫反应的白细胞也会分

泌消散素来结束这个过程。 因此， 如

果有的人体内有大量细胞因子， 却几

乎没有消散素， 这就是慢性炎症的标

志， 表明 “关闭” 开关出了问题。
他还与马萨诸塞州剑桥市的福塞

斯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合作， 对一种含

有消散素的漱口水进行了研究。 动物

实验表明， 这种漱口水不仅能消除兔

子的牙龈炎症， 还能减少导致心血管

疾病的炎症标志物。 相应的人体试验

也正在进行中。

模拟体内消散素
研发新型抗炎药

科学家们正在寻找和试 验 新

的抗炎药物 ， 但目前唯一能产生

类似于消散素作用的药物只有阿

司匹林 ， 它能起到阻断某些促炎

介质的作用。

除了寻找在看似健康人身上发现

低水平炎症的诊断方法外 ， 研究人员

还在寻找能够解决关节炎和炎症性肠

病等慢性炎症疾病的药物 。 目前现有

的抗炎药物 ， 包括类固醇和非甾体类

抗炎药 ， 如布洛芬和萘普生等 ， 都能

起到抑制炎症的作用 ， 但对于彻底消

除炎症则无能为力 。 服用这些药物可

以减轻关节疼痛肿胀 ， 但会降低免疫

反应 ， 令患者更易反复感染 ， 降低抵

抗病毒或伤口恢复的能力。
科学家已研究出更好的办法来解

决这个问题 。 塞尔汗介绍说 ， 消散素

可有效协助清除身体里的细菌和病毒，
而且不像如今许多药物那样会产生免

疫 抑 制 或 反 复 感 染 等 副 作 用 。 因 此 ，
这是一个双赢的局面。

虽然新疗法的临床试验已在进行

之中 ， 但目前唯一可用的类似于消散

素作用的药物是阿司匹林 ， 它的确能

起到阻断某些促炎介质的作用 。 但塞

尔汗团队发现 ， 低剂量的阿司匹林还

有另一种独特能力 ： 触发自然产生的

消散素。 “用目前可用的药物解决炎症

问题 ， 只有一个办法———服用 低 剂 量

的阿司匹林。” 塞尔汗说。
但这种情况可能很快就会有所改

变 。 吉尔罗伊和他的团队正在测试一

种名为 “Anabasum” 的新药 ， 可模拟

体 内 的 “天 然 止 痛 药 ” ———大 麻 素 。
目前已证明 ， 在预防炎症方面它和类

固醇一样有效， 但副作用较小。 此外，
它还能清除伤口处的细菌。 “不管你用

的药物如何有效 ， 如果不能将抗原清

除干净， 就解决不了炎症问题。” 吉尔

罗伊说 。 迄今为止 ， 他所做的试验都

是针对皮肤炎症 ， 但是对囊性纤维病

的试验效果也很好。
研究发现消散素可调节疼痛 ， 它

们的受体已确定在背根神经节 ， 感觉

神经与脊髓之间的连接点 。 如果可以

驾驭利用它们 ， 未来有望取代阿片类

药物控制疼痛 ， 而且没有阿片类药物

易上瘾的副作用。
但吉尔罗伊告诫道 ， 不要因消散

素带来的好消息而过于乐观 ， 因为炎

症似乎是所有健康问题的根源 ， 它不

是一种孤立的病症 ， 而是涉及其他许

多病症。 他 说 ， “在 自 身 免 疫 性 疾 病 、
阿 尔 茨 海 默 症 、 癌 症 等 疾 病 中 都 有

炎 症 发 生 ， 但 它 们 是 完 全 不 同 的 炎

症 过 程 ， 很 难 想 象 可 以 用 相 同 的 机

制 来 解 决 。”
在试验中 ， 吉尔罗伊将细菌注入

骨关节炎患者的皮肤 ， 结果发现 ， 与

骨关节炎相关的炎症仍然存在 ， 但引

起皮肤炎症的相关关闭功能却没有问

题 。 显然 ， 这两种炎症及其解决途径

似乎完全不同 。 另外 ， 同样的疾病出

现 在 不 同 人 身 上 ， 表 现 也 是 不 同 的 。
还有易感性的性别差异， 由于一些无法

解释的原因，女性比男性更容易患自身

免疫性疾病。 “炎症不只是一个炎症的

问题。 ”吉尔罗伊说，“我认为，解决这一

问题需要将疾病、器官等具体情况综合

起来考虑。”

通过饮食和运动
来对抗炎症

多吃富含不饱和脂 肪 酸 的 深

海鱼类 、 低脂低糖饮食 ， 都有助

于降低体内的炎症水平 ； 经常锻

炼有 双 重 好 处———可 减 轻 压 力 和

降低炎症反应。

确定解决方案 ， 甚至是弄清楚在

哪一种情况下用哪一种方案 ， 都不是

一件简单的事情。 “这就像你走进一间

酒 吧 ， 发 现 里 面 正 在 进 行 一 场 混 战 ，
你不知道都有谁介入了这场斗殴 ， 不

知道是谁引发的 ， 也不知道将会如何

结束 。 如果先能了解有哪几派人介入

争斗 ， 也许更容易弄清楚事情的来龙

去脉。” 吉尔罗伊说。
在我们期待科学家们获得新发现

的同时 ， 也可以通过一些简单的办法

来 阻 止 炎 症 的 发 生 。 目 前 可 以 确 认 ，
人体内的消散素都来自于不饱和脂肪

酸， 它们大部分不能由人体自己合成，
必须从膳食中补充 ， 其最丰富的来源

是深海鱼类或其他有同等营养价值的

食物 。 专家推荐 ， 每周三份深海鱼类

或同等价值的营养物 ， 有助于确保身

体有足够的原料抵抗和缓解炎症。
研究还发现了高脂肪高糖饮食与

炎症之间的联系 。 根据这一发现 ， 并

结合最近一项关于新鲜水果和蔬菜中

的色素有助于调节炎症的研究 ， 研究

人员建议 ： 少吃加工食品 ， 多吃全谷

类食物、 水果和蔬菜。
某些类型的运动对减少炎症似乎

也 有 所 帮 助 。 在 最 近 的 动 物 实 验 中 ，
背部有炎症的大鼠 ， 每天拉伸受影响

肌肉两次 ， 可刺激释放肌肉内的消散

素 ， 运动能力恢复和治愈速度都比对

照组更快 。 哈佛大学医学院进行的这

个项目正在研究这种 “瑜伽运动 ” 在

人类志愿者身上是否也有效果。
一般来说 ， 运动确实有助于炎症

治疗。 不可否认 ， 运动 可 引 起 肌 肉 和

血 液 中 细 胞 因 子 IL-6 的 激 增 ， 这 常

被认为是炎症发生的信号 。 然而 ， 根

据 澳 大 利 亚 的 一 项 研 究 ， IL-6 作 为

一种抗炎分子起作用 ， 在短暂达到峰

值后 ， 就会发出让肝脏代谢脂肪将多

余的 IL-6 从血液中清除出去的信号 。
因此 ， 研究人员指出 ， 除非运动导致

受伤 ， 再多的身体活动也不会导致炎

症 ， 运 动 只 会 起 消 炎 作 用 。 即 使 是

20 分 钟 的 散 步 ， 也 足 以 产 生 有 利 的

影响 。
除了接受饮食营养和运动方面的

建 议 之 外 ， 如 今 从 名 厨 到 流 行 歌 星 ，
都有属于自己的对抗炎症的解决办法，
有人在浴池泡沫中加入某种植物 ， 有

人在拿铁咖啡中加入姜黄……如果这

些行为能够帮助你放松 ， 追求最新时

尚不会成为你的压力来源 ， 那就去追

求吧 。 在扑灭慢性炎症之 “火 ” 的战

斗中 ， 每位 “消防员 ” 都能发挥自己

的作用。

研究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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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炎症：不容忽视的“火警”

炎症是机体的第一道防
线 。 当病原体入侵时 ， 我们
的身体就会出现典型的炎症
反应 ， 调动免疫细胞对病原
体进行攻击， 并将其吞噬。

急性炎症多数是一个良性
的循环过程， 然而， 一旦免疫
反应启动后不能自动关闭， 形
成一种慢性炎症， 又称 “副炎
症”， 问题就会发生。

最新研究表明 ： 低水平
慢性炎症是充满压力的快节
奏现代生活与疾病之间的一
个主要连接通道 ， 从心脏病
到抑郁症 ， 从慢性疼痛到神
经退行性疾病 ， 再从哮喘到
腹腔疾病……很多疾病的祸
根， 就是慢性炎症。

新的认识将帮助科学家
找到修复免疫反应开关失灵
的方法 ， 从源头上扑灭体内
慢性炎症之 “火”。

◆减掉多余体重
脂肪是储存炎症细胞因子的仓库。

◆多摄入不饱和脂肪酸
身体可利用不饱和脂肪酸制造消

散素， 帮助 “关闭” 炎症开关。
◆多运动

运动会起到消炎作用， 即使是 20
分钟的散步， 也足以产生有利的影响。
◆多做肌肉拉伸动作

动物实验表明， 拉伸发炎的肌肉

能减轻疼痛。
◆服用低剂量阿司匹林

这是目前唯一能刺激炎症停止的

药物， 但必须在医生指导下使用。

相关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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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症是抵抗疾病的关键免疫反应 ， 但

如果 急 性 炎 症 开 关 启 动 后 不 能 自 动 关 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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