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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于梅君

吃肉的哺乳动物患癌风险高

其实，癌症并非只找人类的麻烦，其他
动物也可能被癌夺命。一支国际研究团队
在《自然》发表论文，报告了他们关于哺乳
动物癌症死亡风险的新发现。

这项研究涵盖了191种不同的哺乳动
物，收集了超过11万只成年个体的相关信
息。研究显示，癌症导致的死亡在哺乳动物
中很常见，在不同物种中也很普遍，癌症死
亡风险从0到57%不等。

不过，对于食性不同的哺乳动物来
说，癌症风险并不一样。食肉动物特别容
易受到癌症影响，尤其是以其他哺乳动
物为食的动物，例如云豹、红狼、南非狐
等，超过2 5%死于癌症。相比之下，“吃
素”的偶蹄目动物似乎有很强的抗癌能
力。研究人员检查了近200头印度羚，发
现个个与癌绝缘。

研究人员解释称，吃肉的哺乳动物患
癌风险更高，可能是因为高脂肪、低纤维饮
食，导致其肠道微生物多样性偏低。而且，
这些生活在动物园的食肉动物，运动量远
低于自然捕猎需要的运动量，这可能也提
高了其患癌风险。此外，可能还与吃生肉感
染致癌病原体或是其他生理方面有关。

看到这里，你是不是已经收回了伸向
红烧肉的手？不过，肉食性哺乳动物更易患
癌，并不一定意味着吃肉的人也更容易患
癌，“因为我们的生活方式与其他哺乳动物
不同，而且不倾向于吃生肉。但是，一些人
体研究已经将肉类消费与患癌风险的增加
联系起来。”研究者称。

癌症的发生，往往与细胞分裂时出现
的突变有关，理论上来说，细胞越多的个
体，出现癌症的概率越高。然而，体型大小
与患癌风险的这个“规律”，似乎只在相同
物种中成立，不同物种无法相比。例如，人
类细胞是小鼠的大约1000倍，但患癌风险
并没有明显差别。这种矛盾被进化学家称
为“佩托悖论”。此次研究用数据进一步支
持了“佩托悖论”：不同物种之间，体型、体
重的增加，并未增加癌症风险，甚至还略有
减少。

通常，年纪越大，细胞积累的突变越
多，患癌风险也随之增加。但是，对于自然
预期寿命不同的不同物种来说，寿命与癌
症风险之间的关系，也与体型一样存在“佩
托悖论”。

这项研究提供的证据显示，随着动物
预期寿命的增加，癌症死亡风险仅略有增
加。例如，成年预期寿命从16岁翻倍为32
岁，癌症死亡率仅从2 . 8%增加为3 . 7%。

研究人员指出，这些结果说明，哺乳动
物在向体型增大和寿命延长这两个特征演
化的同时，更有效的肿瘤抑制机制也得到
了共同演化。因此，了解不同动物的癌症风
险和抗癌特征，可以帮我们寻找天然抗癌
机制。

对癌免疫？裸鼹鼠的抗癌秘密

裸鼹鼠被称为最神奇的动物，它没有
毛发、不会衰老，而且不会患癌，曾获得《科
学》杂志2013年度脊椎动物的称号。裸鼹鼠
一般生活在非洲沙漠，是目前已知寿命最
长的啮齿动物，目前科学家还没有发现一
只罹患癌症的裸鼹鼠！

中科院研究人员认为：裸鼹鼠之所以
不患癌，和它体内存在很多抑癌基因并缺
乏发生癌症的基因有关，可以说它是从源
头上杜绝了癌症的发生。

裸鼹鼠是目前唯一一种可以在低氧和
无氧条件下存活的哺乳动物，其寿命长达
30年以上，即使在30岁高龄，雌性裸鼹鼠还
能保持正常的繁殖能力。裸鼹鼠之所以能
保持青春，和活跃的DNA修复能力有关，
这使其DNA在复制过程中不会累积变异
性损伤，也就不会随年龄增长而导致健康
恶化。

裸鼹鼠除了自身抗老外，还几乎不会
患上癌症。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
校曾做过实验，将癌细胞经过处理后注入
裸鼹鼠体内，试图让它患癌，但在早期癌细
胞分裂一段时间后，却奇迹般消失了，不由

让人感叹它强大的“抗癌本领”。
发表在《自然》上的一项研究指出，裸

鼹鼠之所以具有神奇抗癌能力，是因为体
内含有丰富的高分子量透明质酸，这种物
质或许一直都在抑制癌细胞生长扩散，从
而起到抗癌作用。它能在癌细胞扩散期间，
起到显著的“阻隔”作用，癌细胞相当于丧
失了无限分裂的能力，自然也就失去了威
胁，可以轻松被免疫系统清除。

研究者称，人类也会产生透明质酸，但
和裸鼹鼠的不大一样。研究者希望，通过研
究裸鼹鼠透明质酸的生产机制，使人体内
也能产生这类物质。

另外，和人类相比，裸鼹鼠的身体微环
境适合其自身细胞生存，但癌细胞一旦出
现，就会因为不适应环境而快速凋亡。换句
话说，癌细胞在人类身体环境中，可能是横
冲直撞的“恶霸”，但在裸鼹鼠体内微环境
中，就像是一个水土不服的“病秧子”，根本
没有抢夺营养的能力，会快速凋亡。

既是抗衰小能手又是抗癌明星，裸鼹
鼠最终是因何而死？生活在野外的裸鼹鼠，
会面对来自天敌、缺乏食物以及感染细菌
或病毒的威胁。在实验室条件下，裸鼹鼠的
死亡，居然多数是因为发生口腔溃疡后难
以进食以及被微生物感染。

人类和裸鼹鼠的基因相似度高达80%
以上，如果人类可以学习裸鼹鼠身上不会
患癌的技能，那么寿命或许将得到很大延
长！

大象很少患癌，在于基因好

大象，这种陆地上最大的动物，细胞数
量是人类的一百多倍，癌症发病率却仅为
5%，相比之下，人类的癌症发病率却高达
20%—25%。研究人员分析后发现，大象很
少得癌的秘密在于基因好！大象的每个细
胞里都拥有多达20份的P53基因，而人类
只有1份。

什么是P53基因？P53是最重要最强有
力的“抑癌大师”。它编码产生的一种P53

蛋白质，负责监控基因的完整性。如果发现
DNA受损，它会促进DNA的修复，如果发
现没法修复，就会启动凋亡程序，诱导细胞

“自杀”，避免这些异常的细胞失控，变成癌
细胞。大部分哺乳动物都带有这种基因，包
括人类，但我们只有一组，而大象体内则有
20组。

人类癌症的发生，有50%以上都伴随
着P53基因的突变。简单地说，当人类细胞
失去P53后，这个细胞很可能变成癌细胞，
而人类却只有1份珍贵的P53基因。这相当
于大象上了20份保险，而人类只有1份！

也就是说，人类的P53基因一旦发生
突变，其抑癌功能就会失效。而大象启动
P53抑制基因的效率比人类高，不仅抑癌
功能更强大，清除异常细胞的效率也比人
类快。

这就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大象很
少得癌症，有趣的是，大象的近亲，比如美
洲乳齿象、长毛象以及哥伦比亚猛犸象，它
们同样拥有庞大的身躯却惨遭灭绝。研究
发现，它们无一例外没有那么多P53基因。
这也从侧面反应了现存大象种类的优势，
也让人感叹自然界“适者生存，优胜劣汰”
的残酷。

研究者表示，理论上人们可以模拟大
象体内这一机制发明抗癌药物。目前已有
药物在测试，这种药物会保护P53基因不
受破坏。美国犹他大学基因学家已成功合
成了许多P53基因，并将其注入人类细胞。
人类细胞接纳了人工合成的P53基因，且
在研究人员触发DNA损伤后，人类的细胞
死亡量有所增加，这能防止癌细胞扩散。根
据统计发现：在所有恶性肿瘤中，50%以上
会出现P53基因突变。

一般认为可能诱发P53基因突变的因
素包括：

1、烟草，吸烟极易引起与肺癌相关的
P53基因突变。

2、乙肝病毒，乙肝会导致P53基因突
变的肝癌。

3、发霉食物中产生的黄曲霉素容易诱

导P53基因突变。
4、强烈的紫外线可能会导致与黑色素

瘤相关的P53基因突变。

弓头鲸为啥能活200多岁

作为一种大型动物，鲸鱼和大象一样，
也是出了名的“寿星”。弓头鲸是生活在北
极和亚北极水域露脊鲸科的一种鲸鱼，是
最大的哺乳动物之一。它可以长到20米长，
重达100000公斤，估计有3 . 7万亿个细胞。

拥有如此多的细胞，我们或许会认为
弓头鲸容易患癌，但是，研究结果却相反，
目前已知最长寿弓头鲸可活到211岁，而其
他鲸鱼平均寿命只有60岁左右。

弓头鲸之所以能活这么久，与其具备
预防癌症、免疫衰老、心脑血管疾病、代谢
疾病和神经退行性病变的机制息息相关，
尤其在癌症方面，弓头鲸具有特殊的抗肿
瘤机制。

纽约布法罗大学的一个科研团队深入
研究了影响弓头鲸寿命的因素。大约在400
至500万年前，弓头鲸和露脊鲸分化成两个
物种，而后弓头鲸进化出一种独特的基因，
通过减缓细胞分裂，让每个细胞有更多时
间修复所受损伤，然后产生更多具有类似
修复基因的细胞，来降低肿瘤发生的风险。

美国罗切斯特大学生物系教授维拉，
一直致力于衰老与肿瘤发生的机理研究，
弓头鲸细胞也是她的实验对象之一。到目
前为止，她还没有找到一种使弓头鲸细胞
发生癌变的方法。

研究者通过测序弓头鲸基因组，发现
其中有突变可以帮助防止DNA受损，让弓
头鲸免于癌症。但截至目前，还不能准确说
出是哪些基因参与了上述突变。研究人员
打算把弓头鲸基因植入小鼠体内，并观测
哪些基因可以延长小鼠寿命或者提高免疫
力。

“攻克癌症”是现代医学的终极目标，
它的解决办法很可能就隐匿在这些动物的
基因密码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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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症严重影响了人
类健康，杜绝癌症乃至避
免衰老，是很多人的梦
想，也让一代代科学家为
之前赴后继进行研究，努
力破解其密码。同时，在
一些动物身上，我们几乎
看不见癌症的踪影，它们
有着怎样的抗癌诀窍？对
人类抗癌又有哪些启发？

裸鼹鼠 ▲大象 弓头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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