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 期 中 国 科 学 基 金

·

专家倡议
·

~ 联合不同学科专家 解决我国的肿瘤预防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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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恶性肿瘤对人类健康的危害程度 日趋严重
,

给患者个人
、

家庭和社会在精神上
、

肉体上

和经济上都造成极其沉重的负担
。

即使像美国那样的发达国家也感到承受不了日益增长的医

疗保险费用
。

从尼克松的
“

战胜癌症倡议
”

到后来的
“

降低癌症死亡 50 %
”

的计划均未取

得预期的效果
。

肿瘤发病率仍在逐年增长
,

肿瘤死亡亦未见下降
,

尤其是肺癌死亡的增长抵

消和超过了近几十年中其它肿瘤死亡的下降
。

严峻的事实促使美国科学家和政府开始重视恶

性肿瘤的预防工作
。

80 年代美国科学家在政府支持下进行了 3 个旨在预防吸烟者发生肺癌

的大规模长期人群干预试验
,

被试者近 10 万人
,

历时近 10 年
。

结果却出乎意料
:

在芬兰进

行的试验表明服用其营养素组患肺癌的人数反而 比对照组增加了 18 %
。

其它两个在美国本

土进行的类似实验也因情况不妙而提前结束
。

美国政府为这 3 个试验 已经花费近 1 亿美元
。

这 3 个人群试验的结果并不说明肿瘤预防的战略考虑有什么不对
,

只能表明
,

癌变过程

是一个多因子
、

多阶段的长期过程
。

从环境致癌物
、

营养膳食条件等外因到遗传易感性
、

免

疫状态等内因无不在癌变特定阶段或全过程中起着促进或抑制的作用
。

这样一个多参数的复

杂的长过程显然不是通过某一种或几种营养素就能够加以控制的
。

能够大规模降低肿瘤发病

率和死亡率的有效措施仍是发展简便
、

经济
、

能在特定人群中发现易患个体的检测手段
。

将

有限的人力
、

财力用于对少数易患者的预防
、

早诊和早治 (即一级和二级预防 )
,

取得 花钱

少见效大的效果
。

发展这种检测手段
,

必须组织不同学科的有关专家
,

对肿瘤临床
、

病理
、

现场工作多年

来积累的经验
,

癌变分子生物学新进展以及最新检测技术加以综合
。

设计和制造出适用于我

国的仪器
,

对我国特定人群进行长期检测和追踪
。

为开展我国的肿瘤预防提供最直接
、

最可

靠的依据
。

由于吸烟和环境污染日益严重
,

肺癌也 已成为我国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
,

在我国的疾

病谱和死亡谱中
,

肺癌高踞于恶性肿瘤之首
,

严重地危害人们的健康
。

国内外对肺癌的长期

研究表明
,

肺癌的发病与环境因素和遗传因素有关
。

过去曾经认为
,

只要长期接触足够量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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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癌因子
,

所有个体均可能患病
,

但实际上只有部分接触者发病
。

现 已阐明
,

人群对致病 因

子的反应存在明显的个体遗传差异
。

综合分子肿瘤学的最新成就和现代高新技术 (如发光分

析和生物传感技术等 ) 有可能检出人群中肺癌的易患个体
,

为进行早期预防和早诊早治
,

降

低肺癌的发病和死亡
,

并为进一步阐明肺癌易感人群的发病机理
,

探求新的防治方法提供可

靠的理论依据和策略
。

近期研究表 明
,

个体肿瘤易感生性的差异存在于癌变的每个阶段
。

人群暴露于致癌因子

后
,

致癌因子可与 D N A 形成加合物
,

引起 D N A 损伤
,

癌基因和抑 癌基 因突变而导致细 胞

癌变
。

但个体中由遗传决定的 p 4 5 o 酶系的类型
,

D N A 修复酶系的健全与否以及营养等决 定

的体内抗氧化物的多寡等均可影响和修饰上述癌变过程
,

决定个体是否患癌或患癌的年龄早

晚
。

近年研究发现
,

代谢酶在环境致癌物启动细胞癌变阶段起着关键作用
。

目前对代谢酶遗

传多态性与肿瘤易感性的研究主要集中在 c y p 4 5 0 和 G s T 方面
,

因为在人群中已证实它 们

存在广泛的遗传多态性
。

编码 C Y p 4 5 0 的基 因有 100 多种
,

是一个基 因超家族
。

C Y p 4 5 0 基

因位点多态与肿瘤易感性相关研究中
,

最引人注 目的是 c Y P Z
几 ( D 6 ) 基因和 c Y P I A I ( A l )

基因
。

几 基因的研究 已起步
,

但 玩 的等位基因型与肺癌 易感关系的研 究还未见报道
。

lA

基因编码芳烃经化酶 ( A H H )
。

A H H 催化多环芳烃等多种 人类致癌物 的氧化
,

形成酚类和

环氧化物
,

其 中一部分可致癌
,

故引起肺癌研究者的特别关注
。

研究表 明
,

在吸烟者肺组织

中
,

A H H 活性水平与烟草成分一 D N A 加合物水平呈正相关
。

9 0 % 以上的环境致癌剂 为前致癌物
,

需经体内代谢活化后才形 成亲 电子 中间体
,

损伤

D N A
,

进而启动细胞癌变过 程
,

但 是这种 活化的终致 癌物又可 在谷胧甘肤 S

— 转移酶

( G S T ) 的催化下
,

使其亲电子中心与谷恍甘肤 ( G )S 的 S H 结合而失活
。

因此前致癌物能

否启动癌变过程还取决于两类代谢酶相互作用的净结果
。

由上可知
,

代谢酶与肿瘤易感性关

系是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并 已获得一些初步结果
。

代谢酶及其遗传多态性研究
,

早期多采用

检测表型的方法
。

表型检测法存在一些缺点
,

主要有 ( 1) 影响因素多
,

结果重复性差 ; ( 2)

检测程序繁杂
,

工作量大
,

研究样本量受到限制
。

因此
,

建立简便
、

快速
、

灵敏的代谢酶检

测方法
,

探讨代谢酶的联合检测对提高肿瘤易感性预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

sI L
一

ZR (血清可溶性白介素
一

2 受体 ) 与白介素
一

2 ( I L
一

2) 介导的免疫反应和某些疾病的

发生
、

发展密切相关
,

并 已开始用于许多疾病如血液系统疾病
、

艾滋病和实体瘤的研究
。

肺

癌病人血清
S IL

一

ZR 升高已被许多学者的研究所证实
。

研究发现
,

吸烟对
s I L

一

Z R 水平有很大

影响
,

而
s I L

一

ZR 升高是机体免疫抑制的一个重要指标
。

由于
S I L

一

Z R 取材容易
,

建立灵敏的

方法
,

监测肺癌易感人群的
s I L

一

Z R 水平
,

不失为一个肺癌易感人群危险性评价的有用指标
。

发光分析是基于生物一化学发光反应于 80 年代 中期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的超微量

分析技术
。

发光分析灵敏度高
、

特异性好
、

抗干扰能力强
、

分析操作简便安全
、

分析速度

快
,

它一出现就引起了生物学家
、

医学家的特别关注
,

并解决了医学
、

生物学研究领域中的

一些尖端课题
。

80 年代末
,

国外将发光分析与免疫反应相结合
,

发展了发光免疫分析技术
。

发光免疫分析克服了放射免疫分析所固有的缺点
,

而且其灵敏度 ( 10 ” s m ol / )L 高于酶联免

疫分析 ( 10
’ ” m ol / )L 和放射免疫分析 ( 10

一 `“ m ol I/
J

)
,

是一种可取代放射性同位素标记的

非放射免疫分析技术
。

近年来
,

国外又 以化学发光试剂来标记核酸制备基 因探针
,

建立了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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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分子的化学发光标记和化学发光检测技术
。

可以预料
,

这些技术将很快在基础医学和临床

医学的各个研究领域得到推广和应用
。

现代光电子技术的发展使人们对单个光子的测量成为可能
。

生物体系中的生物超弱发光

现象不仅是生物体内新陈代谢的表征
,

同时也是生物体内细胞间通讯
、

能量交换的一个主要

途径
。

将发光分析
、

发光免疫分析
、

酶固定化技术与光纤
、

光电子技术相结合所形成的发光

生物传感技术是传感研究最活跃的领域之一
。

发光生物传感技术可深入开展小分子层的测控

和超分子体系的监测
,

可在体外对生物体 内的信息进行提取和分析
,

可将复杂的免疫分析
、

分子杂交等操作传感技术化
、

仪器化
,

实施无损
、

微量
、

动态生物医学测量
。

发光生物传感

技术必将成为揭示生命奥秘
、

战胜癌症的有力武器之一
。

U N I T E E X P E R T S O F D I F F E R E N T D I S C I P L I N E S T O S O L V E T H E

P R O B L E M O F P R E V E N T I N G T U M O R IN C H I N A

W u M i n

( I n s t￡t u et of uT o o r ,

hC
i二
ese A ca de m y of M亡d i ca l cS i e n ce s

,

压ij i n g 10 0 0 2 1 )

Z h o u Y i k a i C h e n K e m ing L i G a o x i a ng
( OT

。曰 i 几介d￡c a l 协 i* rs i ty
,

w “
ha

n 4 3 00 3 0 ) ( I n s t￡t u t e of 反m ￡co n d ` t o r , 〔滋 S
,

浅 ij 艺, 9 10 0 0 8 3 )

信 息

祝贺朱棣文教授荣获诺贝尔物理奖

瑞典皇家科学院于 1 9 9 7 年 10 月 16 日宣布
,

本年度诺贝尔物理奖 由美国斯坦福大学华

裔物理学教授朱棣文和另外两名学者获得
。

朱棣文成为继杨振宁
、

李政道
、

丁肇中
、

李远哲

之后第 5 位荣获诺贝尔奖的华裔科学家
。

朱棣文是由于发明了用激光冷却原子的方法而获此殊荣的
。

他用激光束 ( 3 对 ) 从 6 个

方向上撞击
、

捕获
、

压制原子
,

使原子移动速度大大降低
,

接近零度
,

从而实现对原子进行

更精密的研究
。

丁肇中教授称赞朱棣文的研究
“

确实富有创造性
”

李远哲教授赞许他发明的

技术
“

的确是世界最前列
” 。

海内外中国人对朱棣文荣获诺贝尔物理奖感到极大的喜悦
,

纷纷向他表示热烈祝贺
。

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也发去了贺电
。

正当朱棣文获奖之际
,

19 9 7 年 10 月 20 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数理科学部胡仁元访问

斯坦福大学时专程拜访了朱棣文教授
,

并 向他表示祝贺
。

、 、

(数理科学部 胡仁元 供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