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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糖尿病是一类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复杂性疾病 ,近年来虽然对糖尿病的病因 、发病机制

以及临床诊治均取得 了重要的进展 ,但仍有大量科学问题悬而未决 。 年 月 一 巧 日 ,第

期双清论坛 “我国糖尿病发生发展与干预的重要科学问题 ”在上海召开 。来 自 个高校和科研院

所的 余位专家围绕论坛主题 ,基础与临床相结合 ,不同学科相互沟通 ,全面分析了国内外研究现

状 ,深入探讨了该领域 目前存在的关键科学问题 ,并根据中国的国情特色 ,提出了糖尿病领域未来

重点需要发展和资助的方向以及建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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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医学科学部和政策

局联合举办的第 期双清论坛 “我国糖尿病发生发

展与干预的重要科学问题 ”于 年 月 一

日在上海召开 。本届双清论坛由上海交通大学医学

院附属瑞金医院承办 。主持本次论坛 的主席和副主

席分别是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的宁光

教授和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张辰宇教授 。来自

北京大学 、复旦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 、南京大学 、中国

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营养所 、南京医科大学 、

南方医科大学 、山东大学 、深圳大学 、中南大学 、中国

人民解放军第四军医大学 、北京医院老年医学研究

所 、郑州大学 、重庆医科大学 、河北省人民医院 、福建

省人民医院 、哈尔滨医科大学 、中国医科大学和美国

大学医学院等单位的 余名专家出

席了会议 。与会专家围绕国内外研究现状 ,分析和

提炼了本领域重要 的科学问题 ,并提出了我 国糖尿

病领域未来重点需要发展的方向和建议 。

糖尿病及 其防控形势简 介

糖尿病是一组 由于胰岛素分泌缺陷及 或 其生

物学作用障碍引起的以血糖增高为主要表现 、血管

并发症为主要危害的代谢性疾病 。人类关于糖尿病

最早的记录可以追溯到公元前 年古埃及草纸

上的关于 “多尿 ”的记载 ,我国公元前 年殷墟甲

骨文中亦记 载 了 “尿病 ', 〕。法国生理学 家

于 世纪中期首次确认了糖尿病患者尿糖

来源于肝脏储存的糖原 之后数位科学家确认了胰

腺与糖尿病之间的关系 年后 ,加拿大外科医师

的研究小组从狗的胰腺 中成功提

取内分泌胰腺提取液 年历史上第一例糖尿病

患者获得成功治愈 世纪 年代初 ,中 、德 、美

国生化学家分别独立地以氨基酸合成胰岛素 ,实现

了人工合成胰岛素的创举 , , ,̀ 〕。

根据发病机制的不同 ,糖尿病主要分为 型糖

尿病 、 型糖尿病 、妊娠糖尿病和特殊类型的糖尿病

等 ,其中以 型糖尿病最为常见 。 型糖尿病多与

自身免疫破坏胰岛 细胞有关 ,胰岛素绝对缺乏 ,患

者多有胰岛自身抗体阳性 ,需要尽早进行胰岛素治

疗 。 型糖尿病是由遗传和环境相互 作用的多因素

复杂性疾病 ,迄今为止其具体的发病机制尚未完全

阐明 患者存在胰岛素分泌的相对缺乏和胰岛素抵

抗 ,初期可使用口服降糖药进行治疗 。

糖尿病的血管并发症是糖尿病致死致残的最主

要原因 ,常见于心 、脑 、肾及视网膜等 。以心血管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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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症为例 ,现已公认 ,糖尿病是冠心病的 “等危症 ”。

大系列的荟萃分析已证实 ,约 的 型糖尿病患

者死于心血管并发症 ' ,“,'〕。糖尿病是冠心病的独

立危险因素 ,其对心血管事件的影响独立于高血压

和血脂紊乱等传统的危险因素 。除此之外 ,糖尿病

周围血管病变在病程较长的糖尿病患者中几乎都会

出现 ,大量大型流行病学研究证实糖尿病周围血管

病变的患病率为 肠一 ·' ,̀' 〕。其以下肢

动脉病变多见 ,是导致足溃疡及下肢截肢 ,特别是高

位截肢和再次截肢的主要原因 。糖尿病血管病变是

临床上至今没有解决的重要问题 。

伴随全球性的工业化 、都市化和生活现代化 ,糖

尿病的患病率正急剧升高 ,目前全球患者为 亿 ,

而每年又 以 的速度增长 二。而对 于发展 中 国

家 ,由于近年经济水平的迅速增长与居民文化水平

的落后 ,导致了更为高位的糖尿病发生率 、不知晓率

和并发症发生率 。据专家报告 ,国际糖尿病组织

, 的数据显示 ,约有

的 型糖尿病发生在发展中国家 ' ,` 。根据中

国糖尿病流行病学研究数据 ,中国糖尿病人群占总

人口的 ,即糖尿病总人数 万 ,糖尿病前

期人群 亿 仁̀ 。

总之 ,糖尿病具有发病率高 、增长快 、危害高和

发病机制不明的特点 ,其危害在发展中国家 ,尤其在

中国日益凸显 ,急需对其发生发展与干预的关键科

学 问题进行全面而深人 的探讨 ,以凝 练方 向 ,加强

合作 。

国 内外研究现状

国外研究现状

基于糖尿病的上述特点 ,半个世纪以来糖尿病

领域的研究一直非常活跃 ,例如 阐明胰岛素结构 及

信号传导通路 、建立胰岛素测定方法 、人工合成胰岛

素 、糖尿病病人的血糖检测以及 口服降糖药的发明

等 。近年来 ,由于相关学科和技术平台的发展 ,糖尿

病在病因 、诊断 、治疗以及并发症预防方面均有 了进

一步的突破 。高糖高脂饮食 、静坐的生活习惯 、吸
烟 、饮酒以及环境内分泌干扰物仁̀ 等均被证实与糖

尿病发生发展有关系 。同时 ,随着全基 因组关联研

究 一 , 在白人

和 日本人中的逐渐开展 ,一大批新 的

型糖尿病遗传易感位点被相继发现 「̀〕。诊断层面 ,

年美 国糖 尿病 学会 将 糖基 化 血红 蛋 白大 于

写人糖尿病 的诊 断标 准之一川〕,虽然 目前糖

基化血红蛋 白尚存在检测方法的标准化和准确性问

题 。在经历了罗格列酮导致缺血性心脏病 的风波之

后吻〕,今年第六类口服降糖药 — 一类似物和

一 抑制剂正式上市 〕̀,而减肥手术对糖尿病

的逆转也越来越受到关注山〕。受 到循证 医学发展

的影 响 ,糖尿病领域大规模 的人群研究包括

、 、 、 、 等 ,

使人们认识到降压降脂在糖尿病控制中的重要性 ,

以及血糖控制程度与心血管并发症发生 的关系 。尽

管如此 ,糖尿病领域仍存在大量尚未解答的问题 。

国际社会 目前已将糖尿病列为人类健康头号杀手的

非传染性疾病 之一 , 年 月份更是在联

合国总部纽约召开了预防和控制非传染性疾病的高

峰会议 ,以商讨国际社会如何联手面对 危害 ,

从联合国和政府角度加强承诺 ,使国际社会和各国

政府对 早期诊断 、治疗和管理高度重视 ,建立

有效 、可负担和针对全人群的医疗体 系以及有效 的

监督和报告机制 。

国内研究现状

我国对糖尿病领域的研究可以追溯到 《黄帝内

经 》和 《金匾要略 》对消渴病的病因 、病机 、症候以及

方药的论述 。 世纪 年代以来 ,结合现代医学 ,

中医中药防治糖尿病 的研究又有 了进一步的发展 ,

其中包括合成药物 金蔑降糖片等 及中药的有效成

分 小孽碱 、人参皂贰等 对血糖的调控作用卿 , ' 〕。

同时在糖尿病的预防 、治疗 以及病 因学方 面我 国均

取得了重要 的成果 。值得骄傲 的是 ,我 国进行 了世

界上首项随机分组的糖尿病预 防试验 ,在全世界首

次证明以合理饮食和增加体力活动为主要内容的生

活方式干预是极为有效的预防手段 ,而 年后的跟

踪研究显示 ,糖尿病高危人群在不加干预的情况下 ,

年间有 的人群会发生糖尿病 ,但接受为期仅

年的生活方式干预 ,在 年后仍可降低糖尿病发

生率 哪〕。在治疗层面 ,中山大学翁建平教授研

究组发现早期胰岛素强化治疗在延长糖尿病病情缓

解方面优于口服降糖药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

六人民医院贾伟平教授和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

瑞金医院宁光教授的课题组均通过大规模的人群研

究发现 了中国人群与西方人群共有和特有 的易感基

因位点脚 , “, ' , 。〕。宁光教授 的课题 组最近报道了环

境内分泌干扰物 双酚 对血糖的影响 〔̀ 〕。在基

础研究层面 ,北京大学 、复旦大学 、清华大学 、中国科

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 、南京大学 、中国协和医科

大学和山东大学等大学或科研院所 的学者在胰岛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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胞生物学功能 、糖脂代谢调控作用与稳态维持 、机体

摄食与能量代谢 、膳食营养因子的代谢调节作用 、胰

岛素抵抗分子机制 、糖尿病与炎症 、免疫 、糖尿病血

管并发症发病机制等重要领域取 得了重要进展 ,如

北京大学管又飞教授在代谢性核受体在糖尿病及相

关肾脏并发症发病及治疗中的作用 南京大学的张

辰宇教授在能量代谢的分子作用机理以及循环

领域 以及 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

院营养科学研究所陈雁教授在不同膳食结构 、生活

方式和遗传变异对代谢性疾病发病机制的影响等领

域 ,均取得了重要的成绩 。

会议讨论凝练的关键科学问题和建议

邀请报告

此次论坛共安排了 个邀请报告 ,包括 上

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 医院宁光教授 的 “ 型

糖尿病的临床研究进展 ” 北京大学管又飞教授

的 “中国糖尿病基础研究的现状和展望 ” 上海

交通大学医学院程金科教授的 “ 调控炎症反

应及可能在糖尿病中的作用 ” 山东医科大学蒋

凡教授的 “ 氧化酶 与活性氧在糖尿病性血

管疾病中的双面角色 ” 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张

辰宇教授的 “ 。 ,

” 中

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营养科学研究所陈雁

教授的 “营养 、代谢和 型糖尿病领域的研究进展 ”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六人民医院贾伟平教授的

“针对中国人特点开展 型糖尿病 的基础及临床研

究 ”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陈生弟

教授的 “研究糖尿病参与阿尔茨海默病及其潜在的

机制是重要的科学问题 ”

赖声汉教授的 “

”。论坛还在专家报告期间以及论坛最
后安排了讨论时间 。

讨论并凝练出今后研究的关键科学问题

本次论坛围绕目前国内外糖尿病研究领域

的重点热点问题进行了深人 的研讨和学术交流 ,涵

盖糖尿病的病因 遗传 、营养 、运动 、发病机制 炎

症 、氧化应激 、血管并 发症 、相关疾病 阿尔茨海 默

病 、肿瘤 、诊断 循环 、防治 膳食结构的

合理化 、生活方式的改变 以及未来相关技术平台的

集合 代谢性疾病模式动物库 、代谢与表型分析中心

与平台 等 ,讨论 、凝练和集成了目前我们糖尿病研究

领域的若干关键科学问题和未来重点的发展方向 。

专家们认为今后我国糖尿病发生发展与干

预的 个关键科学问题如下 我国 型糖尿病

发生 、发展的分子及表观遗传学特征 调控胰岛

日细胞量和功能的激素网络及其作用机制 代

谢性炎症在胰岛素抵抗发生 、发展及治疗中的作用

糖脂代谢稳态的转录调控机制及分子分型

型糖尿病重要靶器官损害分子信号机制和早

期防治 营养干预及运动改善 型糖尿病及其

并发症的分子基础 机体对营养素的感应机

制 不同营养素对代谢通路的调控机制 蛋白

修饰与表观遗传 全新的营养摄人分析手段与

技术的建立 机体宏量与微量营养素的结构性

改变与 型糖尿病 的关系 重塑机体 宏量与微

量营养素的结构干预 型糖尿病 肝脏在代谢

调控中的功能 食欲的调控研究 褐色

脂肪的替代研究 代谢性记忆与肝脂肪含量研

究 不同国家合作的代谢组学研究并扩大到妊

娠糖尿病与成人糖尿病的胚胎起源 肠道内

分泌功能研 究 中枢 神经 系统 与代谢

基于肝 、肌肉及中枢胰岛素抵抗的糖尿病分

型或分子亚型 胰岛素抵抗与胰岛细胞功能与

分泌的时空调控 型糖尿病易感基因功能的

研究 型糖尿病恶性肿瘤发生风险增加的

临床与机制研究 血管上胰岛素功能与信号

通路 从组学水平研究亚细胞器的氧化应激

等等 。

关于未来研究方向的建议

论坛主席在总结发言中指出 ,要重视多学科交

流与合作 ,包括临床 、基础 ,内分泌代谢与肝脏 、肠

道 、营养 、心血管 、肿瘤及中枢神经系统的临床与基

础研究等 ,从而设计科学的临床实验去验证基础科

学的重大发现 ,同时让临床问题引起更多基础研究

人员的反思 ,从而成为关键科学问题 。另外 ,宁光教

授认为急需设计实验验证环境和遗传的交互作用对

糖尿病发生发展的影响 。

本次论坛提出了目前我国糖尿病发生发展与干

预的若干关键科学 问题 以及科学建议 ,为我 国该领

域的专家提供了一个深人交流的平台 ,更为重要的

是 ,为我国在该领域的发展以及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

委员会的重点资助指明了方向 。近年来中国糖尿病

相关领域的基础和临床研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和科

学实力 ,希望有更多中国科学家在 国家 自然科学基

金的支持下 ,不断探索 ,并逐渐将取得的成果转化为

临床应用 ,造福人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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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期 张艳等 上海交通大学 “十一五”期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的组织与管理

我校一直 以来 通过实施人才引进与培养计 划 ,

加大对海内外优秀青年人才的吸引与培养 。这几年

学校在引进高端人才方面已取得了积极的成效 。学

校开通 “绿色通道 ”后 ,已引进高端人才 人 。其

中讲席教授 人 ,特聘教授 人 ,学科带头人

人 ,特别研究员 人 ,国家 “千人计划 ”总数已达

人 。近几年我校引进的 岁 以下优秀青年人才

中很多人都获得青年科学基金的资助 ,他们在科 学

基金的支持下 ,很快成为学科带头人 ,为对接国家重

大战略需求和承担国家级重大项 目奠定基础 。

方向规划和科学部优先发展领域 ,结合我校学科发

展情况 ,今后我们将继续努力做好科学基金管理工

作 ,紧密对接国家需求 ,进一步加强我校优势学科的

人才引进和培养 ,加强学校对重点等大项 目申报的

策划 、组织和协调工作 ,使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基金管

理工作更上一层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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