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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秀军表示，这种远程机器人手

术模式无疑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其进

一步破解了优质医疗服务扩容下沉

所面临的距离、人才、时空等限制，节

约医生和患者时间，提高救治效率，

极大地增加了从门诊到手术“全流程

远程医疗”的可能性。当前，该院肝胆

胰外科、泌尿外科 5G 远程机器人手

术已常态化开展。

机器人手术既微创、精准又可以

远程实施。但外科医生的力感知缺失

是一大难题，蔡秀军团队通过跨学科

联合研究，解决了机器人手术外科医

生力感知缺失的世界性难题。

如今，微创、精准外科作为 21 世

纪医学发展的主流方向，从全球范围

内来看要实现从跟跑、并排到领跑，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在蔡秀军教授的牵头下，全国微创

领域首个国家级工程研究中心———微创

器械创新及应用国家工程研究中心落户

该院。而这无疑为实现我国微创医学飞

跃发展，推动我国高端微创装备国产化，部分优势

领域实现由进口国向输出国，搭建了全链条平台。

而对蔡秀军个人而言，推动外科学的微创

化与精准化，更安全地服务患者，是他始终不

变的信念与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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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家发现线粒体有两种不同类型
本报讯 如果初中生物知识没有

“还”给老师，那么你可能还记得线粒

体被喻为细胞的“能量工厂”。而一项

近日发表于《自然》的研究指出，每个

细胞中的线粒体其实“术业有专攻”

———当细胞营养匮乏时，一些线粒体

专注于产生能量，另一些则致力于制

造分子。

这种分工有利有弊。益处是可以帮

助细胞更有效地治愈伤口，但癌细胞也

可能“钻空子”，利用它来肆意生长。

线粒体是一种存在于大多数真核细

胞中的细胞器。除了充当细胞的能量站，

泵出 ATP（腺嘌呤核苷三磷酸）——— 一

种富含能量的分子，为大多数细胞活

动提供燃料外，它们还扮演着其他角

色，包括充当化学工厂，制造构建蛋白

质和其他细胞成分所需的关键分子，

比如氨基酸。

不过，细胞只能为线粒体提供有

限的分子原料，因此每个线粒体只能

选择完成上述工作中的任意一项。这

意味着如果一个线粒体要合成氨基

酸，那么它必须转移原本用于产生

ATP 的分子，而这可能减少细胞产生

的能量。

当营养物质充足时，细胞可以毫

不费力地助力线粒体“大军”完成上述

两项工作。那么，如果营养物质短缺，

细胞如何平衡上述工作呢？

为了弄清这个问题，美

国纪念斯隆 - 凯特琳癌症中

心 细 胞 生 物 学 家 Craig

Thompson 等人以小鼠细胞

为对象展开研究。

研究人员在混合培养物

上培养小鼠细胞，迫使细胞

只能从线粒体获得能量。尽

管这使细胞产生的能量增加了，但线

粒体同时仍在合成氨基酸。

“这让我们感到惊讶。因为完成一

项任务需要窃取另一项任务的资源。”

Thompson 说。深入研究后，他们将注

意力集中在氨基酸合成过程中的关键

酶———P5CS 上。这种酶通过聚集成

链，催化线粒体合成氨基酸。

研究人员发现，在缺乏营养物质

的小鼠细胞内，P5CS 仅在一些线粒体

中聚集。当他们对细胞进行基因编辑

以制造一种不能聚集的酶时，线粒体

就不再合成氨基酸了。而这种蛋白质

团块也潜伏在人类胰腺癌细胞的一些

线粒体中，因为肿瘤通常会耗尽血液

的营养供应，导致营养物质缺乏。

Thompson 等人发现，携带 P5CS

的线粒体与一般线粒体相比有两个明

显差异。一是它们缺少制造 ATP 的

酶，二是缺乏能提高 ATP 生产效率的

褶皱内膜。

研究人员报告称，事实证明，营养

不良的细胞会产生两种亚型的线粒

体，它们要么专注于产生能量，要么专

注于制造分子。此外，线粒体的分化取

决于它们的分裂和融合能力。这在线

粒体中经常发生。 （徐锐）

相关论文信息：

缺乏营养的细胞形成了两种类型的线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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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掉的“肉”怎么长回来
本报讯 一项新研究显示，即使

经历了急剧的体重下降，身体的脂

肪细胞仍携带肥胖“记忆”，这一发

现可能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人们在减

肥后很难保持体态。11月 18日，相

关研究成果发表于《自然》。

之所以产生这种记忆，是因为

肥胖引起了表观基因组的变化，后

者有助于上调或下调基因活性。基

因活性的改变似乎使脂肪细胞无法

正常发挥作用。该研究报告称，这

种损害以及基因活动的变化，在体

重降至正常水平后的很长一段时间

内都将持续存在。

论文作者之一、瑞士苏黎世联邦

理工学院的生物学家 Laura Hinte表

示，研究结果表明，试图减肥的人通常

需要长期坚持才能避免体重反弹。

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医学院的

Hyun Cheol Roh说，尽管我们早就知

道减肥后身体往往会恢复到肥胖状

态，但“这种情况如何以及为什么发

生，几乎就像一个黑匣子”。新研究显

示出“在分子水平上发生了什么”。

为理解体重减轻后为何会迅速

反弹，Hinte和同事分析了一组严重

肥胖人群的脂肪组织，以及一组从

未肥胖的对照组人群的脂肪组织。

他们发现，肥胖组脂肪细胞中的一

些基因比对照组更活跃，而其他基

因则不那么活跃。

此外，即使减肥手术也无法改

变这种模式。肥胖组在接受减肥手

术两年后减掉了大量体重，但其脂

肪细胞的基因活动仍然显示出与

肥胖相关的模式。研究人员在体重

大幅减轻的小鼠身上发现了类似

结果。

在人类和小鼠的脂肪细胞中，肥

胖期间上调的基因与炎症和纤维化有

关，而被抑制的基因有助于脂肪细胞

正常运作。小鼠研究将这些基因活性

的改变追溯到表观基因组的变化。

研究人员通过让肥胖小鼠节食

测试了这些变化的持久性。在小鼠

变瘦几个月后，其表观基因组的变

化仍然存在，就好像这些细胞“记

得”曾在肥胖的身体里一样。

论文作者之一、苏黎世联邦理工

学院的表观基因组专家 Ferdinand von

Meyen表示，目前尚不清楚人体对肥

胖的记忆时间有多长。“这种记忆可能

会在一个时间窗口内消失，但我们不

知道是多久。”

为更好了解这种记忆的影响，

研究人员研究了先胖后瘦的小鼠的

脂肪细胞。这些细胞比从未肥胖的

对照组小鼠的脂肪细胞吸收了更多

糖和脂肪。在高脂肪饮食情况下，

先前肥胖的小鼠的增重速度也比对

照组小鼠更快。

美国贝斯以色列女执事医疗中

心的生物学家 Evan Rosen 说，这篇

论文列出的脂肪细胞的表观遗传改

变是有价值的，但很难确定是哪些

变化驱动脂肪细胞产生了挥之不去

的记忆。 （文乐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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