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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脑中控制生育的线路图确定

有助于治疗不育和开发新的避孕法

  文章来源：科技日报 常丽君 发布时间：2013-10-29 【字号： 小  中  大 】 

  大脑中有一部分线路控制着人类及其它动物的正常生育，然而对这些线路是怎样运作的，科学家们始终难于最

后定论。据物理学家组织网近日报道，新西兰奥塔哥大学研究人员终于找到了这部分线路的“最后一块拼图”，连

成了完整的线路。研究人员指出，这一发现是里程碑式的，不仅为不育夫妇带来了新希望，还可能带来新的避孕方

法，对研究前列腺癌也具有价值。相关论文发表在近期《自然·通讯》杂志上。 

  该研究由奥塔哥大学神经科学教授阿兰·赫比森负责。研究小组发现了在一种名为kisspeptin的小蛋白质及其

受体Gpr54之间传递信号的关键细胞位置。在以往研究中，人们知道Kisspeptin对于人类生育极为重要，而赫比森研

究小组进一步发现，这种分子对排卵至关重要。他们和德国海德堡大学研究人员合作为这一作用机制提供了实验证

据。 

  他们发现，kisspeptin-Gpr54信号是在脑中的一小群神经细胞中发生的，这群细胞叫做促性腺素释放激素

（GnRH）神经元。他们用只有GnRH神经元而缺乏Gpr54受体的小鼠做了实验，发现这些小鼠没有青春期而且不会生

育。随后他们在小鼠的GnRH神经元中插入了Gpr54，这些不育小鼠又恢复成能够生育的、完全正常的小鼠。 

  这一发现使人们在治疗不育和开发新的避孕法方面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不仅为不育夫妇带来福音，还能控制生

育。研究人员认为，瞄准kisspeptin对于治疗前列腺癌也是有价值的。 

  “不育是影响全球数百万人的一个大问题。目前，新西兰约有20%的夫妇不能生育，不育妇女估计约占1/3，这

和我们正在研究的脑区线路紊乱有关。”赫比森说，“具体掌握kisspeptin作为生殖主控器的确切机制，使我们有

了一个关键化学开关，可以作为药物瞄准的精确标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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