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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发现：小条件性RNA分子可让癌细胞自我毁灭
  文章来源：科技日报 常丽君 发布时间：2010-09-13 【字号： 小  中  大 】 

如果癌症治疗能像计算机程序那样，根据条件执行任务，结果会怎样呢？物理学家组织网近日报道，加州理工

学院的研究人员开发出一种小条件性RNA（核糖核酸）分子，它可以按照“如果……只有……才……”的逻辑命令来

杀死变异细胞，极大程度地减轻了癌症治疗的副作用，研究论文发表在9月6日的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上。  

癌症是环境和遗传因素双重作用的“产儿”，且每种癌症都很独特，所以很难治疗。传统化疗是通过假定一种

或者多种药物既能识别，又能杀死癌细胞来治疗癌症的。而事实上，药物的选择性很有限，化疗还会带来很多副作

用，比如经常服用一种瞄准快速增生的肿瘤细胞的化疗药物会导致脱发，因为头发毛囊细胞是人体中生长最快的细

胞之一，癌症药物的识别往往会“张冠李戴”。 

研究人员演示了小条件性RNA分子有选择地杀死癌细胞的过程，结果表明，这种分子可有效地消除实验室培养的

脑癌、前列腺癌和骨癌细胞，而没有癌变的细胞数量并无明显减少。论文合著者尼尔斯·皮尔斯说，这种分子能测

出癌细胞的内部变异，然后在其内部激活治疗反应，而在没有癌变的细胞中保持沉默。 

RNA在细胞中执行各种功能，包括作为信使，交流转换、监控以及在某些时候表达基因等。一般基因平均有数千

个碱基对，一种长度小于30个碱基对的特殊RNA称为小RNA，许多生命过程都离不开它们。和DNA（脱氧核糖核酸）相

比，RNA相对短命，但其编码系统却存储了人体中几乎每个细胞的完整基因组的全部备份。 

研究人员从结构上模拟人体细胞产生的小RNA，研究出一种包含两个独立小RNA的小条件性RNA分子。如果将特征

标记植入这种RNA中，就能将识别和治疗过程分开，让其具有高选择性和高效杀死癌细胞的能力。第一个小RNA开启

“如果……只有……才……”程序，诊断癌症变异，发现癌变后才释放出一种事先隐藏在小RNA中的信号，使另一个

小RNA和它连接起来，引发连环反应。然后，这些RNA分子开始持续不断地生成长链。分子链越长，就越容易诱发细

胞产生病毒入侵的免疫应答，从而进入自我毁灭程序。 

皮尔斯说，从概念上讲，小条件性RNA改变了癌症治疗的前景，因为它是从分子水平来改变治疗，但其治疗效果

还要通过实验进一步确定。 

这项研究是国家科学基金会计算机、信息科学与工程理事会资助的“分子规划项目”的一部分，其目标之一就

是研究生物分子如何存储和处理信息以及怎样在实际中应用这些信息等，研究的核心就是R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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