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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有 7.5条合成染色体的酵母细胞能够正常分裂

成两个细胞。 图片来源：《细胞》

本报讯《自然》近日发表的一项研究

报告显示，一项全国性的生活方式改变计

划可为糖尿病前期个体带来明显的健康

改善。该研究基于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

（NHS）糖尿病预防计划的评估，并提供了

因果证据，表明行为改变计划是一种可行

的糖尿病预防策略。

预计至 2023年糖尿病会影响全球约

10%的成年人。然而，2 型糖尿病是有可

能预防的，针对生活方式行为改变的项

目被认为是改善糖尿病高危人群健康的

一种方法。美国的一项研究表明，原则

上，这个方法在预防或延迟糖尿病方面

比服用抗糖尿病治疗药物二甲双胍更有

效。但在资源比临床研究更匮乏的现实

环境中，其有效的证据有限。

美国斯坦福大学 Pascal Geldsetzer 和

同事评估了 NHS 糖尿病预防计划的效

果，这是一项设定了减重、饮食和体力活

动目标的大规模干预计划。这一项目包

括为期 9 个月的至少 13 节课程，向血糖

水平达到特定阈值的患者开放。对 200

万名患者的数据分析表明了干预后血糖

水平、BMI、体重和特定脂质水平有所下

降。例如，平均 BMI和体重分别降低了

1.35kg/m2和 2.99kg。这些健康改善有可

能减缓糖尿病、肾脏疾病和心血管疾病

的发展。

研究人员总结说，这些发现表明生

活方式改变计划的健康益处有可能在常

规医疗保健机构实现。 （赵熙熙）

相关论文信息：

干预生活方式可有效预防糖尿病

本报讯 近日，合成酵母基因组计

划（Sc2.0）在《细胞》和《细胞基因组学》

发表 3篇论文称，制造出一种超过 50%

的基因组 DNA 序列均由人工合成的

酿酒酵母菌株。标准酿酒酵母的遗传

信息存储在 16条染色体上，而新菌株

的 6.5 条染色体都是在实验室中编辑

合成的，此外还有 1 条染色体由经过

编辑的 DNA片段拼接而成。

目前科学家已经可以完全合成一

些病毒和细菌的基因组，但是它们都

有简单的遗传结构。例如，大肠杆菌只

有 1 条染色体，而细菌是原核生物，这

意味着它们是单细胞，没有复杂的细

胞核来容纳染色体。如果 Sc2.0实现目

标，那么工程酵母将是第一个拥有完

全合成基因组的真核生物。

Sc2.0 团队的研究人员来自亚洲、

欧洲、北美和大洋洲的实验室，他们希

望通过操纵合成的酿酒酵母，以便有

一天可以生产药物和燃料。该项目负

责人、美国纽约大学合成生物学家 Jef

Boeke表示，通过在不干扰其生存的情

况下调整生物体，科学家对酵母生物

学的认识也在提高。

美国马萨诸塞州非营利性公司

Cultivarium 首席科学官 Nili Ostrov 认

为，Sc2.0 正在推动生物工程领域所能

达到的极限。从历史上看，基因工程师

一直专注于修改生物体中的单个基

因，而现在，生物学家可以看到当重新

设计整个染色体时会发生什么。

Sc2.0的主要目标之一是消除酵母

基因组中潜在的不稳定来源。其中一

个来源是大量的重复 DNA，它们不编

码任何东西，但可以通过自然过程相

互重组，导致基因组发生重大结构变

化。合成生物学家想要完全控制工程

酵母，因此，Sc2.0 团队

用计算机程序梳理了酿

酒酵母的基因组，找到

高度重复的区域并删除

了它们。

为提高稳定性，科

学家从染色体中去除了

编 码 tRNAs 的 所 有

DNA片段，并将它们重

新安置到完全合成的新

染色体中。tRNAs对细

胞的功能至关重要，但

为它们编码的 DNA序列是不稳定的。

因此，将它们转移到新染色体中能提

高稳定性，这是研究人员更好控制合

成酵母菌以及探索生物学极限的一种

方法。

为了将 7.5 条合成染色体整合到

一个细胞中，研究团队制造了酵母菌

株，每个菌株都含有 1 条编辑过的染

色体，以及其他 15条自然版本的染色

体。然后，他们培育了两种菌株，并选

择了含有两种编辑过的不同染色体的

后代。之后，这些菌株在培育中被加入

另一条编辑过的染色体，以此类推。

即使染色体发生了巨大变化，最终

拥有 7.5 条染色体的细胞仍存活下来

并且可以复制。

Boeke 说，虽然制造细胞的过程很

耗时，但真正放慢速度的是调试。首

先，研究人员必须测试每个含有新合

成染色体的酵母细胞是否有活力，这

意味着它可以存活并正常运作，然后

根据需要，调整遗传密码来解决出现

的问题。当两条及以上合成染色体位

于同一细胞中时，可能导致必须修复

的新错误，因此随着过程的进行，调试

问题会变得更加复杂。

目前，该团队正在努力用完全合成

的染色体取代剩余的天然染色体，每

添加 1 条新染色体，就需要调试越来

越复杂的系统，这意味着许多工作都

需要重新来过。 （辛雨）

相关论文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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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美国罗切斯特大学

的 Maiken Nedergaard 和 Rashad

Hussain 发现，增强淋巴引流可减

少创伤后脑水肿。相关研究近日

在线发表于《自然》。

脑水肿 与创伤性 脑损伤

（TBI）后的发病率和死亡率有关。

患 TBI后，去甲肾上腺素水平升

高，其升高幅度可以预测损伤程

度和死亡的可能性。淋巴功能损

害既是脑损伤的特征，也是脑损

伤的原因之一，但其与损伤相关

的去甲肾上腺素激增的关系尚不

清楚。

研究人员报告称，急性创伤

后水肿是由淋巴液和淋巴液流动

的抑制引起的，这是由于去甲肾

上腺素的过度全身释放。这种

TBI 后的肾上腺素能风暴与颈部

淋巴管收缩性降低有关，这与淋

巴液和淋巴液回流体循环减少一

致。因此，在 TBI小鼠模型中，泛

肾上腺素能受体抑

制使中心静脉压正

常化，并部分恢复了

淋巴和颈部淋巴流，

这些作用显著减少

了脑水肿并改善了

功能结果。

此外，创伤后肾

上腺素能信号传导

的抑制促进了创伤

性病变细胞碎片的

淋巴输出，显著减少

了继发性炎症和磷

酸化 tau的积累。

这些观察结果

表明，靶向中枢淋巴

流的去甲肾上腺素

能控制可能为治疗

急性 TBI提供方法。

（柯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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