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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美国德州大学西南医学中心的研究人员揭开了一个长达17年的未解之谜，解析了被称为“饥饿

激素”的脂联素影响多个生物系统包括抑制胰岛素敏感和促进细胞存活等生物效应的机制。新研究发现

或将推动开发出新策略用于治疗多种疾病包括糖尿病、体重减轻、心脏病和癌症等。研究论文发表在12

月26日的《自然—医学》（Nature Medicine）杂志上。 

 

“一直以来科学家们都不能清楚地了解这些不同的生物现象之间的联系，”论文的资深作者、德州

大学内科学和细胞生物学教授Philipp Scherer博士说：“新研究证实脂联素是通过作用于一种特殊的

脂质神经酰胺而发挥不同生物系统效应的。” 

 

神经酰胺是一种可促使细胞凋亡的脂质分子。研究证明高水平的神经酰胺可以破坏胰岛素诱导的信

号通路杀死β细胞从而促使糖尿病发生。在新研究中，研究人员在胰岛β细胞和心肌细胞中使用了一种诱

导细胞自杀模型。当研究人员将脂联素导入到细胞时，他们发现脂联素能够刺激神经酰胺活性相关的两

个受体AdipoR1和 AdipoR2，从而促进神经酰胺代谢，形成抗凋亡代谢产物S1P，从而帮助细胞存活抑制

细胞死亡。 

 

“脂联素从根本上改变了神经酰胺对机体的影响，”Scherer博士说。 

 

“我们在体外试验及动物模型中均证实了我们的研究结果，即利用脂联素能够保护胰岛β细胞和心

肌细胞免于诱导凋亡，”论文的第一作者、William Holland博士说：“新发现为多种疾病包括糖尿病

和癌症提供了新的治疗方向。” 

 

自1994年Scherer发现脂联素之后，大量研究证实脂联素不仅能够控制机体对胰岛素的敏感性，而

且在人体的新陈代谢和肥胖症均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先前的研究表明当脂联素处于高水平时，机体会在

脂肪细胞中储存过剩的脂肪以保护机体在特殊时期应对饥饿。这些脂肪主要存储在皮下组织中。然而随

着人体积聚的脂肪增多，脂联素的水平也随之逐渐下降。一旦脂联素水平开始下降，机体就会在重要的

器官中例如心脏、肝脏和肌肉组织储存脂肪，并引起这些器官出现炎症，为心脏病的发生埋下隐患。因

此研究人员常将脂联素水平作为估计人们患糖尿病、心脏病或癌症风险的一个重要的预测因子。 

 

“总而言之，新研究发现证明了脂联素对于人体非常重要，并有可能是脂质水平的关键调控因

子，”Scherer博士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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