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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大学药学院教授刘涛团队与华东师范大学叶海峰团队利用合成生物学技术

开发出了一种新细胞，植入这种工程细胞的糖尿病小鼠，只要吃下特定的氨基酸饼

干，就能提高胰岛素水平，进而降低血糖。

　　吃块饼干治糖尿病？这个很多“糖友”梦寐以求的情景出现在近日的国际顶级

期刊《自然·化学生物学》上——北京大学药学院教授刘涛团队与华东师范大学叶

海峰团队利用合成生物学技术开发出了一种新细胞。在他们的研究中，植入这种工

程细胞的糖尿病小鼠，只要吃下特定的氨基酸饼干，就能提高胰岛素水平，进而降

低血糖。

　　“这是首次将基因密码扩展技术用于细胞治疗。”论文通讯作者之一的刘涛告

诉科技日报记者，吃下饼干的小鼠只需要90分钟就能降糖，和注射胰岛素起效时间

相当。

　　吃饼干吹响胰岛素生产开工号

　　在“糖友”体内产生胰岛素，光靠吃“饼干”就可以吗？其实不是，饼干只是

一把钥匙。

　　论文通讯作者之一、华东师范大学生命学院研究员叶海峰解释，生物体内有3

个不编码氨基酸的密码子（也叫终止子，其功能是终止蛋白质翻译），通过人为改

造可以让其中一个只听“饼干”的命令。

　　于是，改造过的密码子就有了双重身份——饼干里特殊的人工氨基酸一来，密

码子配对，开启胰岛素的翻译过程，特殊的人工氨基酸一走，密码子还是“终止

子”，整个流水线关闭。这才有了吃饼干合成胰岛素的完整治疗过程。

　　给人工氨基酸开条“专线快递”

　　但是问题又来了，饼干里的氨基酸在自然界里找不到，那自然也找不到匹配的

运送系统。“原来负责转运氨基酸的信使RNA都有自己的密码子，就像京东物流负

责运送京东的货物、顺丰快递负责运送顺丰的货物、圆通快递负责运送圆通的货物

一样，现在多出来一个非天然的‘快递单’怎么办呢？”刘涛打了一个很形象的比

方，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合成生物学又出手了。

　　“我们给人工氨基酸开通了一个‘专线快递’。”刘涛说，一种人工的合成酶

能够把非天然的氨基酸送到“快递员”手上，即通过氨酰化反应，把非天然氨基酸

与特定的转运RNA连接起来，将它直送到胰岛素的“装配生产线”上。

　　经过一系列“神操作”，饼干里的非天然氨基酸有如神助地直接成为生物体内

胰岛素的重要组成部分。

http://www.stdaily.com/
http://digitalpaper.stdaily.com/http_www.kjrb.com/kjrb/html/2021-12/09/node_6.htm
http://digitalpaper.stdaily.com/http_www.kjrb.com/kjrb/html/2021-12/09/node_8.htm
http://digitalpaper.stdaily.com/http_www.kjrb.com/kjrb/images/2021-12/09/06/KJRB2021120906.pdf
http://digitalpaper.stdaily.com/http_www.kjrb.com/kjrb/html/2021-12/09/content_526936.htm?div=-1
http://digitalpaper.stdaily.com/http_www.kjrb.com/kjrb/html/2021-12/09/content_526937.htm?div=-1
http://digitalpaper.stdaily.com/http_www.kjrb.com/kjrb/html/2021-12/09/content_526938.htm?div=-1
http://digitalpaper.stdaily.com/http_www.kjrb.com/kjrb/html/2021-12/09/content_526939.htm?div=-1
http://digitalpaper.stdaily.com/http_www.kjrb.com/kjrb/html/2021-12/09/content_526940.htm?div=-1
http://digitalpaper.stdaily.com/http_www.kjrb.com/kjrb/html/2021-12/09/node_7.htm
http://digitalpaper.stdaily.com/http_www.kjrb.com/kjrb/html/2021-12/09/content_526939.htm?div=-1
javascript:
javascript:
javascript:
http://digitalpaper.stdaily.com/http_www.kjrb.com/kjrb/html/2021-12/09/content_526939.htm?div=-1


第06版：生 物 上一版   下一版

将四字校训变成DNA序列进行存储读取

破解家畜干细胞不能承受 

长周期、多次基因编辑难题

基因编辑“流水线” 

助力作物病害防控

我国科学家初步绘就 

全球首张人类表型组导航图

合成生物学让“吃饼干治糖尿病”成为可能

3上一篇 2021年12月09日 星期四 放大 缩小 默认

3上一篇

合成生物学让“吃饼干治糖尿病”成为可能
本报记者 张佳星

Copyright ©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aily, All Rights Reserved 科技日报社 版权所有

京ICP备 06005116 号

个不编码氨基酸的密码子（也叫终止子，其功能是终止蛋白质翻译），通过人为改

造可以让其中一个只听“饼干”的命令。

　　于是，改造过的密码子就有了双重身份——饼干里特殊的人工氨基酸一来，密

码子配对，开启胰岛素的翻译过程，特殊的人工氨基酸一走，密码子还是“终止

子”，整个流水线关闭。这才有了吃饼干合成胰岛素的完整治疗过程。

　　给人工氨基酸开条“专线快递”

　　但是问题又来了，饼干里的氨基酸在自然界里找不到，那自然也找不到匹配的

运送系统。“原来负责转运氨基酸的信使RNA都有自己的密码子，就像京东物流负

责运送京东的货物、顺丰快递负责运送顺丰的货物、圆通快递负责运送圆通的货物

一样，现在多出来一个非天然的‘快递单’怎么办呢？”刘涛打了一个很形象的比

方，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合成生物学又出手了。

　　“我们给人工氨基酸开通了一个‘专线快递’。”刘涛说，一种人工的合成酶

能够把非天然的氨基酸送到“快递员”手上，即通过氨酰化反应，把非天然氨基酸

与特定的转运RNA连接起来，将它直送到胰岛素的“装配生产线”上。

　　经过一系列“神操作”，饼干里的非天然氨基酸有如神助地直接成为生物体内

胰岛素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种“专线快递”的正规名称叫“生物正交”，是指人造反应不会被机体内源

的“元件”识别，也不干扰内源的生物化学过程。也就是说，胰岛素的整个制造过

程不会干扰到其他生命活动。

　　未来控制血糖或变得轻松简单

　　“利用我们的技术，只需要浓度为每升纳摩尔级别的非天然氨基酸，给药1分

钟就足以激活系统，表达释放胰岛素。”刘涛说，这种非天然氨基酸与很多功能饮

料中添加的成分类似，对人体非常友好。

　　动物试验研究显示，将改造过的工程细胞经材料包裹后植入小鼠皮下，给小鼠

喂食含有非天然氨基酸的饼干，可以在一个月内稳定且有效地降低小鼠血糖。一系

列动物安全性实验也表明，服用一个月有效剂量的非天然氨基酸后，小鼠并未出现

明显的体重减低或其他生化指标的改变。

　　“或许某一天，只需要每天饭前服用一粒非天然氨基酸药物，或食用含有非天

然氨基酸成分、适合糖尿病患者的食物，就可以控制血糖了。”刘涛说。

　　浙江大学药学院院长顾臻教授在论文同期刊发的评论中认为，通过合成生物学

方法创建工程细胞进而产生治疗性蛋白质，是解决包括胰岛素在内的蛋白质分子稳

定性差、生物半衰期短及其不受控释放等挑战的、极具吸引力的替代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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