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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知
以毒攻毒
科学家发现，载有蜂毒的

纳米颗粒可杀死艾滋病毒

今年2月，美国圣路易斯华
盛顿大学的研究人员在《抗病毒
疗法》杂志上发表论文称，他们
设计的一种载有蜂毒的纳米颗
粒能够杀死HIV(人类免疫缺陷
病毒)而不损害正常细胞。这项
成果大大推动了一种可能阻止
HIV通过的凝胶产品的研制。

“我们希望身处艾滋病猖獗地区
的人们可以用这种凝胶预防初
发感染。”论文作者胡德说。

很多人都有被蜜蜂蜇伤的
不堪回忆，足够剂量的蜂毒甚至
可以置人于死地。蜂毒中的主要
活性成分是蜂毒肽，它能够溶解
细胞的磷脂膜或类脂膜，从而杀
死依赖这些保护膜生存的细胞、
细菌、病毒等。这就让蜂毒有了
用武之地。

在2009年一项同样由胡德
领导的研究中，研究人员用一种
被称作“纳米蜂”的装置装载蜂
毒肽，让它们识别并杀死癌细
胞。蜂毒肽在鸡尾酒疗法中也有
不算广泛的应用，但用它直接杀
死HIV尚属首次。在鸡尾酒疗法
中，抗逆转录药物并不能杀死
HIV，只能抑制它们的基因复
制。

这种纳米颗粒的表面被蜂
毒肽所覆盖，同时种有许多触手
样的基团，它们在纳米颗粒周围
形成了一个围栏状的保护层。由
于人体细胞远比纳米颗粒大，当
它们与纳米颗粒接触时，并不会
被围栏内部的蜂毒所伤害；而体
积远小于纳米颗粒的HIV则能
够轻易穿过围栏被蜂毒杀死。这
就像是一个纳米级别的灭蚊灯：
蚊子会穿过安全护栏，被内部的
高压电网击毙，而人碰到护栏却
不会触电。

当HIV被纳米颗粒捕获后，
蜂毒肽先与病毒包膜融合，然后
形成小孔状复合物，最终使包膜
裂解并剥离。这种方法的优势在
于直接攻击病毒维持生命的必
要结构：病毒内部的RNA被暴
露之后就无法进入细胞，很快就
会被水解而失去活性。以往的大
多数抗HIV药物只能抑制HIV

的复制，而这对阻止初发感染毫
无意义。

这项研究的意义并不仅限
于防止艾滋病的初发感染：理论
上说，这种纳米颗粒只要通过静
脉注射进入人体血液并循环足
够长的时间，就能够将艾滋病毒
一一捕获并杀死。

因此，胡德认为它也能够
治疗已经感染了HIV的患者。
这对那些已经具有抗药性的患
者更不啻为一个天大的好消
息——— 根据研究团队的说法，

“我们的方法是攻击HIV的固
有结构。理论上说，病毒无法对
这种攻击产生抗性。”

由于蜂毒肽对磷脂膜结构
的攻击并无选择性，所以这一方
法不只限于抗HIV药物。包括乙
型和丙型肝炎病毒在内的许多
病毒都具有同种膜结构，因此同
样容易受到这种纳米颗粒的攻
击。含有这种纳米颗粒的凝胶还
能够帮助那些一方患艾滋病的
夫妻生下健康的孩子。此外，尽
管论文中未提及，研究者也指
出，该凝胶能够通过简单改造而
适用于杀死精子，因此可能有避
孕方面的应用。

(据《南都周刊》)

我们能活多久究竟是由什么
决定的？这个生命之谜一直无法
被破解。最近，有科学家相信已找
到了控制人类寿命长短的“金钥
匙”。

美国爱因斯坦医学院分子药
理学系蔡东升教授及其研究团队
发现，下丘脑的一个免疫系统通
道可能控制着整个身体的衰老过
程，人类增寿20%并非遥不可及的
梦想。该项研究一公布，马上在全
球引起广泛关注，各大媒体争相
报道。蔡东升教授以及国内医学
专家为我们解读大脑中隐藏着的
关于寿命的秘密。

下丘脑调控

人体衰老过程

调控我们寿命长短的关键部
位在哪里？蔡东升教授及其研究
团队找到了这个神秘的部位。在
大脑中的下丘脑有一个信号通
道，蔡东升研究组的实验证明，通
过刺激或抑制该通道可以加速或
减缓衰老。这一发现如果应用在
人类身上，有可能为我们开启一
扇久已渴望敲开的大门：延缓老
年病的发生，以及实现真正的延
年益寿。

记者通过越洋电话，采访到
蔡东升教授本人。“衰老本身是个
复杂的过程，我们所观察到的衰
老，是随着年龄的增加各个器官
出现自发性的退变现象，但一直
以来，科学界都没有搞清楚的是：
组织器官整体性的衰老过程是如
何进行的？衰老的过程是否也受
到调控？”蔡东升说。在他看来，衰
老的整体性调控机制是一直以来
科学上没能证明的问题。而他和

他的研究团队正在尝试用大量的
实验填补这一空白。

从调控机制的角度寻找根
源，蔡东升教授将目光逐渐锁定
在了大脑里一块杏仁大小的区
域——— 下丘脑。他告诉记者：“下
丘脑的作用非常独特，是神经内
分泌中枢所在，控制着生命的许
多基本活动，生长、发育、生殖、新
陈代谢等都与之密切相关。衰老
是不是也由它所控制呢？这是过
去我们尚没有了解的一个问题。”
带着这个大胆的假设，蔡东升及
其研究团队建构了多个实验模
型，在小鼠身上展开大量实验，最
终证明下丘脑对全身性的衰老起
着核心的控制作用。

干预脑中特定物质

有助于保持青春

蔡东升发现，小鼠的下丘脑
中有一种叫做核转录因子(NF-
kB)的蛋白质复合物，这种物质随
着小鼠的衰老会变得更加活跃，
而过分活跃的NF-kB会造成下丘
脑一种调控性激素的神经肽———
GnRH水平降低，结果会让小鼠逐
渐表现出全身性的衰老。

加速衰老的过程至少部分是
由于GnRH受到抑制所导致的。研
究人员发现，GnRH是一种刺激神
经后形成的化学物质，当研究人员
对老鼠的下丘脑注入GnRH时，小
鼠体内便会加快神经的再生，使得
衰老过程随之变慢。而启动NF-kB

通道，则会导致GnRH水平下降，从
而使神经再生减缓。研究人员在一
段时期内每天对年老的老鼠注射
GnRH，结果发现，这一手段能减缓
老鼠因衰老而导致的认知能力下
降。GnRH的水平在精子和卵子的
发育中扮演核心角色，不仅对小
鼠，对人类的生殖也起着关键的调
控作用。“GnRH通常与控制生殖周
期有关，现在看来，它也有助于保
持青春。我们的研究提供了通过干
预下丘脑从而延缓衰老的介入策
略。这已经是一项很有意义的突
破。”蔡东升表示。

抑制NF-kB蛋白

轻松活到百岁以上

研究人员发现，通过抑制小白
鼠下丘脑内的核转录因子(NF-
kB)，能够有效地保持GnRH的水
平，这会延缓小鼠衰老的过程。当
研究人员抑制了NF-kB，小鼠的寿
命可延长20%左右，而人为增加NF
-kB的小鼠，则出现寿命变短的状

况。NF-kB被抑制的小鼠，肌肉、骨
骼的生长与保养状况更好，学习能
力增强。而人为地激活NF-kB，则
造成小白鼠出现认知能力下降、肌
无力、皮肤变薄、骨质流失、尾巴上
的软骨退化等大量与衰老相关的
改变，导致老鼠全身老化、寿命缩
短。如果每天给小白鼠直接注射
GnRH，同样也能起到延长小白鼠
寿命的效果，甚至引发其在大脑中
神经元新的生长。实验证明，抑制
NF-kB水平或者提高GnRH的水
平，都能够延缓衰老。

“通常我们认为小鼠与人类的
下丘脑构造很相似，虽然不能拿人
来做实验，但我们有理由相信，NF
-kB水平也是人类衰老调控系统中
的一个关键因素。理论上，通过抑
制NF-kB水平，提高GnRH水平，有
望让人类的平均寿命延长。”蔡东
升说。按照他的研究，轻松活到百
岁以上并非痴人说梦。

蔡东升认为，如果未来我们
能够研发出可供临床使用的靶向
药物，有望治疗许多与衰老有关
的疾病，“如对阿尔茨海默症、糖
尿病、心脏病这类老年多发病的
治疗，我们相信会有帮助。”但他
同时也指出：“衰老和死亡是自然
规律，不可能被完全阻止，但可以
在合乎科学规律的范畴内加以优
化，从而达到健康长寿的目标。”

下一步，蔡东升的研究团队
将致力于对下丘脑控制衰老和
寿命的分子功能进行更深的了
解。“还有很多细节我们并不清
楚。”蔡东升说，“比如还有哪些
分子在共同参与这种功能。”蔡
东升团队的最终目标是把他们
的研究成果转化为减缓衰老的
临床应用。

保持良好性激素水平

更容易长寿

既然GnRH在生殖系统的调
控上起着重要作用，那么，新研究
是否表明生殖力与寿命长短关系
密切？

“生殖与寿命的关系还需要更
深入的研究。已经有研究发现，通
过对动物进行生殖干预，消除一些
基因，确实能对寿命产生影响。不
过，目前这类实验还停留在果蝇、
线虫等低等动物身上，还不能就人
类的情况做出明确的说明。”蔡东
升说。在他看来，在衰老的过程中，
生殖功能的退化伴随着神经再生
能力的下降，“也许有上百种分子
在影响着人类走向衰老的步伐。现
在可以知道的是，与GnRH激素水
平相关的NF-kB蛋白在调控衰老

的速度上起着重要枢纽作用，可谓
是开关性的蛋白。”

中山大学医学院神经科学研
究中心蒋斌教授在接受采访时表
示，蔡东升的研究发现了GnRH与
NF-kB蛋白之间的关系。“衰老是
一个复杂的过程，能找到其中的
一个机制已经非常不易。”他笑
道，“性激素让女人更像女人，让
男人更有男人味儿，性激素水平
比较高的人确实比较长寿。如果
能保持较好的性激素调控，更年
期来得会比较迟，更年期越推后，
衰老得也就越慢，可以认为会比
较长寿。”

有什么办法可以尽可能地延
长我们生命的活力？蒋斌指出，首
先在饮食上要节制，“八成饱即
可，不要吃太多。”其次，要注重体
育锻炼，生命在于运动。对于老年
人来说，虽然不能保持像年轻人
那样的活力，但也要勤于思考，多
运动，“爱思考，人不老，千万别做
宅老族。”

喝香槟、玩游戏

可保持大脑活力

在国外，抗衰老、保持大脑活
力的研究也不断有新成果出现。

近日的一则报道称，为保持大
脑的年轻状态，可喝点香槟。英国
的科学家最近发现，香槟类的气泡
饮料有一个作用，就是能够增强记
忆力。香槟中的多酚化合物能增强
立体空间记忆。相比其他白酒，香
槟中的酚类物质含量更高，也更浓
缩，可以改变大脑里某些与记忆存
储能力相关的蛋白质。研究者杰里
米·斯宾塞教授建议大家不妨每周
喝一两杯香槟。

最近，国外也有研究者建议
老年人用玩游戏的方式抗衰老。
不过，这游戏是要经过专门设计
的，可以帮助玩家提高反应速度
和记忆力。

科学家们为中老年人研发了
一款名为“道路旅行”的游戏。50

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只要玩1 0小
时，便可以让大脑年轻3岁，并且
其效果可以持续至少1年的时间。
在游戏中，设计者给玩家展示一
辆轿车或者卡车，车的周围会出
现一系列不同的标志，玩家需要
牢记车的型号和这些标志的位
置。随着游戏的进行，会有更多元
素出现，但玩家必须寻找出最初
记住的物品的位置。这款游戏的
形式可谓简单，但可以训练玩家
的很多技能，如反应速度、记忆
力、注意力等。

(据《广州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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