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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临近，推杯换盏、把酒言欢是假日里少不

了的节目。作为感情载体的酒，既是有些人眼中

的玉露琼浆，可千杯不醉，但也成了另外一些人眼

中的洪水猛兽，一喝酒就脸红，乃至沾酒就倒。为

什么人与人有那么大的差别？为什么有些人一喝

酒就脸红？

近日，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专注于饮

酒脸红基因——“乙醛脱氢酶 2”（ALDH2）研究的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院长陈玉国教授，从基因的角

度对饮酒脸红的现象进行了解读。他表示，人体

把酒精代谢掉要分两步走，即“变身”和“解毒”，如

果体内的“乙醛脱氢酶 2”的活性不好，代谢能力减

弱，乙醛就会在体内堆积，出现酒后脸红的现象。

30%到50%的东亚人容易“上脸”

在他看来，喝酒到了科学家这里，并不只是

“干杯”那么简单，从人群特征到分子机制，从基因

遗传到蛋白调控，科学家对喝酒的研究细致而透

彻。陈玉国还提出了一个有意思的词——“亚洲

脸红”，“不是说亚洲人容易羞涩脸红，而是东亚人

中有 30%—50%的人，喝酒容易‘上脸’。”

人体代谢酒精要分两步走。第一步是“变

身”。酒精变成了容易代谢的乙醛，但是乙醛仍有

毒性，会导致全身血管扩张，最容易被发现的就是

脸红。第二步为“解毒”。乙醛被迅速代谢成乙

酸，然后变为无害的二氧化碳和水。陈玉国说，解

毒过程中，起到最关键作用的便是“乙醛脱氢酶 2”

催化酶。

但问题恰恰出在这个酶上。陈玉国研究发

现，30%—50%的东亚人携带乙醛脱氢酶 2 突变基

因（Glu504Lys），导致产出的酶结构先天不良，代

谢能力大大减弱，也就使得乙醛在体内堆积，产生

饮酒后脸红的现象。反之，如果饮酒者乙醛脱氢

酶 2的活性不错，酒精代谢顺利，则不容易脸红。

即使不喝酒也易患某些疾病

饮酒脸红绝非人们通常理解的酒量小那么简

单。多年的研究让陈玉国团队有了重大发现：饮

酒脸红的人群即使不喝酒，患一些疾病的几率也

会上升。这些疾病包括急性冠脉综合征、脑梗塞、

老年痴呆症。

急性冠脉综合征包括不稳定性心绞痛和急性

心肌梗死，是较为严重的冠心病。陈玉国团队发

现，携带饮酒脸红突变基因的汉族人，比起不携带

者，患有急性冠脉综合征的几率明显更高。差不

多同时，日本、韩国人群也有发现了同样情况。更

加“不公平”的是，研究者还发现，已经得了急性冠

脉综合征的人，如果携带饮酒脸红突变基因，经过

同样的治疗后更容易再犯。

陈玉国提醒：饮酒容易脸红的朋友，从年轻时

就应注意预防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戒烟限酒，

控制体重，注意饮食平衡、不食油腻食物，适量运

动，避免熬夜，保持良好心态。

我国脑梗塞（俗称“中风”）发生率明显高于欧

美国家。陈玉国发现，国内外的研究团队对此进

行了研究，虽然结果并不十分一致，但大多数研究

都认为，饮酒脸红基因突变会明显增加患脑梗塞

的几率，尤其是男性，患病几率增加更为明显。

虽然阿尔茨海默症（即老年痴呆症）与饮酒脸

红基因突变的关系仍有争议，但陈玉国团队把国内

外研究汇总起来分析，发现在男性里，携带饮酒脸

红突变基因者比不携带者，患有阿尔茨海默症的几

率明显提高，但是女性里这二者没有明显关联。

他强调，并不是说饮酒脸红的人就一定会得

上述这些疾病。这些疾病是多种先天基因、后天

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但后天环境可以改变，往往

对疾病的发生更加重要。“人们对自己的身体特点

要多一些清醒认知，识别自身患病风险相对高的

疾病，开展早期预防。要知道，‘防’永远好于‘治’。”

陈玉国表示。

一喝酒就脸红，并不是酒量小那么简单
本报记者 王延斌

春节假期的吃吃吃要延续到正月十五，还沉

浸在饕餮盛宴中的人们要警惕了，吃进去的各种

营养物质，很可能正在催生你肠道里的肿瘤癌变。

“肿瘤癌变过程的关键基因 ILF3，可以通过促

进肿瘤细胞大量摄取周围营养物质，从而恶性增

殖。因此，过多的营养物质摄入，特别是富含丝氨

酸和蛋氨酸的食物，更有可能诱发肠癌。”不久前，

中山大学附属第六医院的李孟鸿教授课题组在饮

食和健康方面的一项新研究发现，印证了“纵口欲

而百病生”的古语。

研究人员呼吁，多吃蔬菜、水果，少吃肉食，可

以有效预防肿瘤的发生。李孟鸿教授课题组在

《细胞研究》（Cell Research）杂志上发表了该项研

究成果，这项研究也为肠癌治疗带来了新思路。

结直肠癌是世界排名第三的高发恶性肿瘤，

具有发病率高、病死率高、治愈率低等特点。公开

数据显示，近年来，我国的结直肠癌发病率逐年攀

升，在我国所有恶性肿瘤中，该病总的发病率与死

亡率排第 5位。在某些大城市，结直肠癌的发病率

甚至已经跃居第二位，仅次于肺癌。

“结直肠癌发病机制复杂，病程长，需要多环

节整体观察。”据李孟鸿介绍，“该病早期诊断率

低，大多数患者发现时已是中晚期，化疗成为主

要的治疗手段。但传统化疗副作用大，预后不尽

理想。”

随着分子靶向治疗的兴起，这种治疗手段正

成为肿瘤治疗的一个新选择。作为目前研究较为

广泛的靶向药物之一，西妥昔单抗的疗效表现颇

佳，但也存在局限性。“西妥昔单抗对某些亚类的

肠癌具有良好的效果与反应性，然而西妥昔单抗

仍然对部分人无效。”李孟鸿说。

为了探求西妥昔单抗耐药原因，李孟鸿课题

组从临床入手，通过测序等大组学方法鉴定肿瘤

癌变过程的关键基因 ILF3。

ILF3 究竟是什么？“ILF3 基因是一种 mRNA

结合蛋白，为肿瘤癌变过程的关键基因。”上述研

究论文第一作者李凯介绍。他们把目标锁定在

ILF3基因上，顺藤摸瓜，有了全新的研究结果。

我国结直肠癌发病率逐年攀升

目前结直肠癌治疗以防为主,强调早期预防和筛

查。诱发结直肠癌的因素很多，包括遗传、环境等。

“国内外均有结直肠癌家族遗传的报道，结直

肠癌患者血亲中死于该疾病者比一般人明显增

高。有些大肠腺瘤，如多发性家族性腺瘤病，是一

种常染色体显性遗传性疾病，家族中患病率可达

50%，如不治疗，10 岁以后均有患大肠癌的可能。”

李凯表示，过多食用油炸、腌制食品，也是结直肠

癌的诱发因素之一。

研究发现，结直肠癌的发病率与食物中的高

脂肪消耗量呈一定相关。另外，也可能与微量元

素、生活习惯等的改变有关。

在快速发展的社会经济环境下，人们的饮食

结构愈发高脂肪高蛋白化，更易诱发癌变。李凯

建议，均衡饮食，多吃果蔬，增强免疫力，将有利于

癌症的治疗。他指出，肠癌的发生与饮食习惯有

密切关系，多吃新鲜水果、蔬菜等富含碳水化合物

及纤维的食物，适当增加主食中杂粮的比例；少吃

高脂性食物，特别要减少动物性脂肪的摄入，因为

高脂肪、高蛋白、低纤维的食物产生的促癌物质

多，停留在结直肠的时间长，会增加大肠癌的发生

率。这也是西方发达国家患肠癌高于发展中国家

的原因之一。

“我们的研究进一步确证氨基酸代谢通路对

癌症的促进作用，希望将来可以实现特异性靶向

癌症细胞氨基酸代谢，抑制癌症细胞过度吸收机

体的营养物质而影响到正常细胞发挥功能。”李凯

表示，希望可以开发出一些氨基酸代谢相关原癌

基因的抑制剂，从而在保证病人营养摄入的同时，

使用抑制剂抑制肿瘤细胞旺盛的氨基酸代谢。

开发既保证营养又能对付肿瘤的抑制剂

去年，《柳叶刀》杂志发表了对 195个国家和地

区的饮食结构与健康状况之间关系的调查结果。

研究表明，2017 年由于饮食致死的人数达 1.1 亿

人，致残达 25.5 亿人。其中，高盐饮食、杂粮摄入

低、水果摄入低等三个饮食因素是造成死亡的主

要因素。而在非传染性慢性疾病中，与饮食最有

关联的疾病是心血管病、Ⅱ型糖尿病和肿瘤。

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在一次美食与健康养生

论坛上，明确指出肿瘤的形成跟吃得过饱有关。他

表示，肿瘤的形成与端粒的异常生长有关。当人体

由于病毒、细菌、心理、过饱等问题产生炎症时，由此

带来的氧化伤害会使端粒快速缩短，端粒酶被激活，

这可能导致端粒异常生长；另一方面，抑癌基因的突

变也会导致端粒异常生长，继而产生了肿瘤细胞。

“长期饱食会导致大脑早衰。饱食诱发人脑

内纤维细胞生长因子活化，是促使脑动脉硬化的

元凶，使人记忆力下降，引起老年痴呆。有学者发

现约 20%的老年痴呆患者在青壮年时期都是饱食

的‘美食家’。”钟南山说。此外，肠道负荷过重会

引发肠胃病，容易导致“三高”，引发高血压、脂肪

肝、糖尿病等“富贵病”，甚至引发骨质疏松。

“七八分饱最健康。若要身体安，三分饥和

寒。”他还建议用杂粮代替精米白面、减少食用红

肉、减少高果糖浆摄入，以此降低动脉粥样硬化和

肠道肿瘤的风险。

“最典型的是海鲜吃多了，富含嘌呤的食物会

引起尿酸增高；而含有较高的油脂和氧化物质的食

物，则容易导致高血症和冠心病；含有大量的饱和

脂肪和胆固醇的食物，如肥肉和动物内脏类等，是

心脏病的重要诱因之一，长期大量进食这类食物会

大幅度地增高患心血管疾病和恶性肿瘤（如结肠癌

症、乳腺癌）发生的风险。”李凯告诉记者，营养代谢

现在越来越受到科学家们的重视，希望可以通过科

学研究，均衡饮食，降低罹患疾病的风险。

若要身体安，三分饥和寒

补太多营养补太多营养，，肠癌或来敲门肠癌或来敲门
本报记者 叶 青 通讯员 简文扬

科技日报讯 （记者赵汉斌）人体口腔内栖息着 500 多种细

菌，其中包括一些来自放线菌门的机会性病原菌。但我们的口

腔为什么一般不会被放线菌感染一直是个谜。近日，记者从中

科院昆明动物研究所了解到，该所的一项最新研究或可为这个

问题提供答案。

放线菌是一类主要呈菌丝状生长和以孢子繁殖的陆生性较强

大的原核生物，因在固体培养基上呈辐射状生长而得名。在昆明

动物研究所计算生物与医学生态学组马占山研究员指导下，博士

研究生李文迪基于复杂网络分析，在健康人体口腔中找到了一个

由细菌组成的核心功能团，它们主要由厚壁菌门（F）、拟杆菌门

（B）和放线菌门（A）细菌构成，并将其命名为 FBA功能团。功能团

指的是一群以相同方式利用同级资源的物种，这些物种在群落中

发挥着相同的功能，因此与“功能组”的意义基本相同。但在微生

物生态学领域，面对庞杂的微生物种类和功能，目前仍缺乏寻找功

能团的有效方法。

他们在 FBA 功能团中发现，厚壁菌门与拟杆菌门有协同抑制

放线菌门的三角关系结构，而且这个功能团同时存在于肠道和口

腔中，然而它在肠道和口腔中的结构和功能又很不相同。肠道主

要是代谢场所，其中发酵作用主要由厚壁菌门和拟杆菌门细菌负

责，二者间因争夺发酵生态位而为竞争关系，由于忙于发酵和竞

争，因此无暇应对放线菌门。但与肠道相比，口腔并不是一个代谢

场所，厚壁菌门和拟杆菌门的发酵功能无用武之地，就携手共同抑

制放线菌门中的机会性病原菌，从而出现上述的三角结构。这一

推论为人体健康口腔维持稳定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假设，也解释了

口腔少有放线菌感染的现象。

在研究中，他们还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思路，即利用复杂网络分

析方法挖掘微生物群落中的功能团。通过这一方法，可以探究群

落中物种与物种间的相互作用关系，李文迪等人利用复杂网络分

析得到种间互作关系后，逆向寻找菌群中可能存在的功能团。该

研究成果发表在国际期刊《科学报告》上。研究得到了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委和云南省科技厅和省发改委资助。

细菌间三角结构

使人类口腔免受放线菌感染

科技日报讯（戴欣 陈爱平 实习记者于紫月）春节期间，解放

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以下简称第五医学中心）肝胆外科病房

里，藏族患者达珠从医务人员手中接过礼物，欣喜不已，连声道谢：

“门巴，突及其，扎西德勒！”（谢谢医生！吉祥如意！）

今年 44岁的达珠来自西藏自治区丁青县噶塔乡嘎塔村，2016

年，达珠在当地被查出患有包虫病，由于家庭贫困和对手术的恐

惧，他一直服用政府免费发放的药物维持治疗。但药物治疗效果

不佳，三年来他的病情不断恶化。

根据联勤保障部队 2020 年前推进健康扶贫对口帮扶工作安

排，去年 6 月，作为全国扶贫攻坚典型的第五医学中心，专门组织

专家医疗队前往丁青县开展长期驻点帮扶。三个月来，医疗队在

当地完成肝包虫筛查 2180人次，确诊 348人，实施包括中肝叶切除

术、右半肝切除术等在内的 13 例复杂包虫病手术，并将筛查出的

疑难病人陆续送回北京免费接受治疗。

1 月初，达珠和其他包虫病患者一同搭上前往北京的火车。

在第五医学中心，他和其他包虫病患者得到了高度重视，医院反复

研究制定治疗方案，最终确定采用难度较大的肝包虫外囊剥除手

术。1 月中旬，该中心肝胆外科为达珠进行了包虫病外囊剥除手

术，最终将他的肝包虫囊从身体里彻底清除。

为了让藏族患者在首都过一个幸福年，医务人员还专门为患

者们制作了藏族特色小吃，并将精心准备的礼物送到他们手中，祝

福他们早日康复，返回家乡。

病房里过新年

肝包虫病藏族患者获救治

科技日报讯 （陈曦 通讯员焦德芳）近日，天津大学仰大勇

教授团队成功研发新型长余辉水凝胶。这种新型水凝胶进入活

体后，能够长时间标记在肿瘤细胞上发出近红外光，让癌细胞

“共享实时位置”，可用于追踪癌细胞的转移途径，有望成为癌症

治疗利器。相关成果现已发表于纳米科技领域权威期刊《纳米

快报》。

恶性肿瘤转移是癌症治疗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肿瘤转移是

指肿瘤细胞从原发部位经淋巴道和血管等途径到达其他部位继续

生长形成转移瘤的过程。转移瘤一般尺寸微小、形态多样，随机分

布在不同器官，导致癌症难以治愈。因此，发展监测肿瘤转移过程

的新方法、新技术，研究肿瘤细胞的转移行为，对于肿瘤治疗具有

重要意义。

仰大勇教授课题组研发的“长余辉水凝胶”进入人体后，能够

在无外界光激发时，长时间自主持续发出近红外光，实现无背景干

扰的深组织成像，用于肿瘤转移的可视化成像研究。这种新型水

凝胶由肿瘤特异靶向性的“长余辉纳米探针”和“海藻酸钠水凝胶”

构成，通过表面修饰肿瘤特异性配体，能够靶向识别、持续标记不

同肿瘤细胞，并让肿瘤细胞的转移活动形成一幅发光的“实时位置

轨迹图”。

乳腺癌小鼠模型实验结果显示：这种新型水凝胶生物相容性

好，无毒无副作用，不影响肿瘤的转移和侵袭，并具有很高的灵敏

度，能够克服干扰在小鼠的肿瘤部位持续释放发光标记探针，标记

肿瘤细胞，实现肿瘤转移的无创、高选择性、无背景干扰成像示踪。

仰大勇教授表示，这种新型“长余辉水凝胶”可以针对各种类

型的癌细胞进行定制化设计，从而为各种肿瘤转移研究提供通用

性检测平台，在癌症治疗等领域具有广阔前景。

让肿瘤细胞发光

新型水凝胶可追踪癌细胞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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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 段 佳2020 年 2 月 5 日 星期三 LUN DAO JIAN KANG 论道健康
李孟鸿课题组团队从临床入手李孟鸿课题组团队从临床入手，，

通过测序等大组学方法鉴定肿瘤癌变通过测序等大组学方法鉴定肿瘤癌变
过程的关键基因过程的关键基因ILFILF33。。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该关键基因 ILF3可以通过促进肿瘤细胞，更

加贪婪地摄取周围营养物质，特别是葡萄糖、丝氨

酸等，为肿瘤细胞‘添砖加瓦’，促进肿瘤的恶性增

殖。”李凯说。也就是说，吃得过多，吃的营养越丰

富，特别是富含丝氨酸和蛋氨酸的食物，将会促进

癌症的发生以及发展。

“吃”要讲究营养，可吃太多营养却会诱发结

直肠癌，李孟鸿课题组揭示了背后的原因：研究发

现丝氨酸合成通路可以被 ILF3 过度激活，从而为

细胞提供能量供给、核苷酸合成原料以及还原力，

抑制氧化应激，促进肿瘤细胞恶性生长。

除了揭示过多的营养物质摄入，特别是富

含丝氨酸和蛋氨酸的食物将更有可能诱发肠癌

外，研究还首次揭示了 ILF3 在维持结直肠癌细

胞内的丝氨酸代谢的功能、促进结直肠癌恶性

进展过程中的关键作用及调控机制；同时，通过

体内外实验证明，ILF3 可以作为结直肠癌新的

预后预测标志物和潜在的治疗靶点，其抑制剂

具有潜在的药物开发价值，该项研究成果已经

申请了中国专利。

李孟鸿课题组通过上游分析发现，ILF3 基因

可能是导致肠癌一线药物西妥昔单抗耐药的因

素。靶向该基因以及下游代谢通路，可能会为未

来解决西妥昔单抗耐药提供新的思考。

吃太多营养会为肿瘤细胞“添砖加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