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动物身上“定制”人类器官
带来了希望也带来伦理难题

胖人吃东西停不下来

原来是肥胖削弱了味觉

根据美国康奈尔大学的一项最
新研究，肥胖会削弱人的味觉，这也
就解释了为什么某些胖人吃东西根
本停不下来，从而进入体重持续增加
的循环。

研究中，小鼠被分为两组，分别采
用正常和高脂饮食。8周之后，高脂饮
食小鼠的体重高过三分之一。研究人
员发现，它们比普通小鼠的味蕾也少
了25%。康奈尔大学食品科学家罗宾·
丹多说：“肥胖本质上是非常复杂的，
存在大量的不同因素会导致肥胖，我
们认为味觉的改变也是原因之一，而
且之前并没有人考虑这一因素。”

人们过去认为，比普通人更喜欢
食物，并且难以抵挡诱惑是导致肥胖
的原因，但是这项发现与过去的认知
不符。丹多说：“我认为更喜欢食物并
不是肥胖的原因。”对大脑活动的研究
发现，身体质量指数(BMI)更高的人品
尝食物后的愉悦感更低(以大脑反应
衡量)，所以可能需要吃得更多才能获
得相同的多巴胺水平。另一项研究表
明，味觉削弱的人更容易被甜食和富
含脂肪的食物所吸引。

该研究团队现在正在计划评估这
个相同过程是否会发生在人体内。丹
多说：“从生理学角度看，我们的生理
机能肯定与小鼠不同，但是我们味蕾
的工作方式非常类似，而且当我们变
得肥胖时，导致味蕾损失的与炎症相
关的因素是相同的。”

爱丁堡大学遗传学家尼古拉·皮
拉斯图说，这项发现表明，肥胖可能会
放大味觉感知的差异，而这种味觉感
知会使人倾向于选择不健康的食物。
他说：“而这就会导致一个反馈循环，
味蕾减少，体重增加，再导致味蕾减
少，再导致体重增加。”

丹多说，这项发现有助于我们设
计出新的减肥方法，即更加关注味觉
感知对人们选择食物的影响。

（宗禾）

野生物种损失加速
气候变化是最主要原因

据《科学美国人》杂志官网近日报
道，全球领先的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
性组织(IPBES)一周内发布四份系列
报告称，到本世纪中叶，气候变化将成
为地区野生物种损失速度加快的最重
要原因。

这一系列报告显示，气候变化、土
地退化、栖息地丧失等因素正成为全
球野生动物的主要威胁。

IPBES是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
该组织主席罗伯特·沃森在一份声明
中表示：“人类的选择对自然环境健康
的影响越来越大，我们无法单独处理
三种威胁中的一种，它们都应该得到
最高的政策优先权，且必须一起解
决。”虽然每份报告重点放在世界的不
同区域——— 非洲、欧洲、亚太地区和美
洲，但都强调了气候变化带来的日益
严重的威胁。

在非洲，到本世纪末，一些鸟类
和哺乳动物数量下降将多达50%。到
2050年，太平洋高达90%的珊瑚礁可
能会漂白或退化。在美洲，自欧洲移
民首次抵达以来，约有31%的本土物
种已流失；到2050年，这一数字可能
攀升至40%。

此外，单独发布的全球土地退化
报告显示，全球超过30亿人可能因此
遭受不利影响，由此造成的生物多样
性和生态系统修复损失可能占全球年
度总产值的10%。

报告警告称，土地退化反过来也
是气候变化的重要原因。砍伐森林、破
坏湿地和其他形式的土地转化，可能
向大气释放大量的碳，进一步加剧全
球变暖。而全球共同努力保护自然景
观，可以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发挥重
要作用。

(据《科技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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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目标：
培养出携带可选择

且完全可移植人类器官
的绵羊。

1 .由人类细胞
中制取干细胞。

2 .人类干细胞被注
入早期绵羊胚胎。

细胞团

3 .携带部分人类细
胞的杂交胚胎被重新殖
入绵羊体内。

继去年首次成功研发出了人与猪的嵌合体后，近日，美国斯坦福大学科学家首次将人类干细胞
导入绵羊胚胎，获得了人羊嵌合体，研究团队成功将胰腺移植到了患有糖尿病的小鼠体内。

在全球范围内，每年都有上百万人因身体器官致命病变等待接受器官移植，但不幸的是，希望
很容易变成绝望。因为器官捐献数量有限，只有其中一小部分人能得到及时救助。近年来，科学家尝
试利用动物培养人体器官，目前，人猪胚胎、人羊嵌合体已相继在实验室诞生。

图片出自《细胞》期刊。

翻译：山大医学院刘娟。

本报记者 任志方

器官供体短缺，科学
家利用动物培养人体器官

自上世纪50年代人类首次成功
实施器官移植手术以来，器官移植
手术已成为挽救器官病变患者的主
要手段，常见的移植器官包括肾、
心、肝、肺和胰腺等。据世界卫生组
织报告显示，全球每年实施的器官
移植超过11万例。但在这个数字背
后，是绝大多数病人只能痛苦地接
受没有可供移植的器官供体的现
实，器官供体严重短缺也已成为国
际性难题。

在美国，约有76000人在等待器
官移植，在英国这一数据是6500人，
而每位患者可能需要等待5年甚至
更长时间。平均每天有32位患者在
等待器官捐赠的过程中死去。

早在一百多年前，就有人尝试
将猪的器官直接移植到病人体内，
但均以失败告终。原来人体与动物
一样，有一套识别和清除外来组织
器官的保护机制，即免疫排斥。一旦
有外来组织器官进入，人体就会启
动免疫排斥反应，识别出外来的细
胞、组织或器官，并启动清除程序，
严重时，几分钟或数小时内就会让
外来组织器官失活坏死，即超急性
排斥反应，是异种器官移植面临的
最主要障碍之一。

以过去的失败作为经验，科学
家想出了在动物身上培养人体器
官，然后进行异种器官移植的办法。
即从那些需要器官移植的病人身上
采集皮肤细胞，再诱导产生多能干
细胞，进而培育成人猪嵌合胚胎，在
猪等动物体内生产出含有功能性人
类细胞或组织的嵌合器官，最后将
这些嵌合器官移植到病人体内，以
减轻或消除异种器官移植所面临的
最大障碍——— 免疫排斥反应。

近日，斯坦福大学的科学家宣
布，他们首次培育出了人羊嵌合体，
为在动物体内培育器官用于人体器
官移植铺平了道路。研究团队已经
成功将胰腺移植到了患有糖尿病的
小鼠体内，他们现在又首次将人类
干细胞导入绵羊胚胎，获得了人羊
嵌合体。

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动物学
家帕布罗·罗斯参与了此次人羊嵌
合体研究，“我们现在拥有这种神奇
的拯救生命的技术(指器官移植)，
但却不足以帮助每一个需要的人。”
罗斯说，想象一下，如果能在9个月

的时间里培育出成熟器官，又会如
何。他还指出，这些器官不仅能用来
拯救生命，还可以用来治疗糖尿病
等其他疾病。

这当然不是科学家第一次尝试
在羊等动物体内，培养含有功能性
人类细胞或组织的嵌合器官。

2017年1月，美国《细胞》杂志发
表了一篇关于人与动物嵌合胚胎的
研究论文。该研究在国际上首次实
现了人多能干细胞与猪早期胚胎成
功嵌合。

研究人员在这些人猪嵌合胚胎
中检测到了不同程度的嵌合，不过
人细胞在猪胚胎中的嵌合率非常之
低，估计每万个猪细胞中仅有1个人
类细胞，低于大鼠多能干细胞在小
鼠胚胎中的嵌合率。

但这一探索性研究是国际上第
一次证明人类细胞能在猪胚胎中存
活，不过并没有观察到这些人类细
胞是否能在人猪嵌合胚胎中发育成
人类器官。

同一年，日本东京大学等机构
的研究人员曾用大鼠和小鼠做实
验，他们利用基因编辑技术将控制
大鼠胰脏发育的基因敲除，再将小
鼠多能干细胞移植到大鼠早期胚胎
中，培育出大鼠与小鼠嵌合胚胎，结
果，新生大鼠长出了含有小鼠细胞
的嵌合胰脏，大小与大鼠胰脏差不
多。

研究人员从这种嵌合胰脏中分
离出能正常分泌胰岛素的胰岛组
织，并移植到患糖尿病的小鼠体内
后，成功控制了小鼠的血糖水平，一
年后小鼠的血糖值依然维持在正常
水平。

除了器官移植，还可
以用于整形

类似的嵌合体不仅能用于人体
器官的替换移植，而且还能用来进行
整形。比如，当前替换耳朵需取病人
肋骨上的软骨，需要做多种手术，而
且移除软骨十分疼痛，胸部也再难完
全复原，脑洞大开的科学家就想出了
在老鼠背部培育人耳的办法。

2016年2月，日本东京大学和京
都大学的科学家成功在老鼠背上种
植出人耳。科学家先是将人类干细
胞转化成软骨细胞，这些在实验室
中培养出的软骨随后会长成小球
状，然后被放进安在老鼠背部的、人
耳形状的塑料管中。两个月之后，塑
料管外框会自行分解，留下一个长
约5厘米的耳状物，平平地贴在老鼠
背上。他们认为5年内能让这项研究

成果用于人体。
这些技术还可能用来帮助天生

面部畸形的儿童，成人也有望受益，
包括在战场上负伤的士兵和遭遇事
故的人。

这种现在看起来新奇的技术，
在未来也许会被普遍应用。今天一
些新新人类想让自己显得与众不
同，会穿样式奇特的服装，在身上刺
奇形怪状的文身，或者在鼻子、耳朵
等不同部位打上金属环。如果未来
类似人猪嵌合体、人羊嵌合体这样
的技术足够成熟，而且像做整形手
术一样普遍，那些走在流行事物前
沿的人群，会不会出现在身上某个
部位嵌合动物器官，就像星球大战
里的那些外星生物一样，打扮成形
体具有某些动物特征的新新人类
呢？

伦理争议之外，技术瓶
颈也有待突破

无论是嵌合器官，还是异体培
育人体器官，一旦在关键技术上实
现突破，不仅能大规模解决可供移
植的器官短缺的问题，还能利用基
因工程技术，针对病人定制免疫排
斥反应小的异种器官，这是人体捐
献器官都无法比拟的优势。

不过，这些前沿科技，对大多数
民众来说，似乎只是神话故事或科
幻小说里才有的情节。因此，这些异
种器官培育和移植在公众和管理层
里还存在较大的伦理争议。

人类—动物杂交移植的实验进
展很迅速，这些成果发生在不到两
年间。当时美国政府为这些有争议
的实验资助了资金，但在收到动物
权利组织逾2万起投诉后，又撤回了
资金。前面提到的人羊嵌合体研究
就一度面临美国最高卫生机构的资
助禁令，顶着巨大的压力。

而目前，各国政府也对人体嵌
合胚胎研究表明了态度。法国、日
本、德国等国家立法禁止对人类胚
胎进行嵌合研究，即禁止将动物干
细胞引入人类胚胎中，但是对进行
人干细胞与动物胚胎的嵌合研究则
没有明确规定。

此外这些技术还有一些亟待突
破的难点，首先，如何通过技术和理
论的探索，来提高人细胞在这种嵌
合胚胎发育过程当中参与的比例；
其次，如何有效控制该细胞只朝着
我们希望它发育的那个器官方向去
进行发育，不参与我们不希望它发
育的那些器官发育，都是目前亟待
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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