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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得克萨斯大学西南医学中心科学家

发现了一种新的衰老调节因子SNORA13。

当这种非编码RNA被抑制时，细胞衰老过程

显著减缓，表明它可能是治疗与衰老相关疾

病的潜在靶点。研究团队指出，这一发现有

望为神经退行性疾病、心血管疾病和癌症等

与衰老密切相关的疾病提供新的干预手段，

也有望为治疗核糖体病开辟新途径。相关论

文发表于新一期《细胞》杂志。

研究人员表示，细胞衰老是一把“双刃

剑”：当导致癌症的突变出现时，细胞有时会

进入衰老状态，阻止自身分裂，从而遏制肿瘤

的生长；另一方面，细胞过度衰老会使人罹患

衰老相关疾病。

此次研究人员使用CRISPR基因编辑技

术，逐一灭活了人类细胞中携带致癌突变的

数千个非编码RNA，让SNORA13这一关键

分子“浮出水面”。SNORA13属于小核仁

RNA家族，具有独特的生物学功能：减慢核

糖体的构建速度。核糖体是细胞内合成蛋白

的重要细胞器。

研究人员解释说，致癌突变引起的细胞

应激可能会干扰核糖体的正常组装过程，导

致细胞衰老。但敲除SNORA13会导致细胞

加速核糖体组装过程，阻断通常会引发衰老

的质量控制机制，使细胞能继续分裂。

对SNORA13及其调控机制进行深入研

究，有助于科学家开发出能促进或抑制细胞

衰老的药物。促进细胞衰老的药物可能为癌

症治疗提供新思路；而抑制细胞衰老的药物

则可以减缓衰老并预防心血管疾病、神经退

行性疾病及衰老相关疾病。此外，鉴于其在

调节核糖体组装中发挥重要作用，靶向

SNORA13还可以为特雷彻·柯林斯综合征、

先天性纯红细胞再生障碍性贫血等核糖体病

提供新的治疗方案。 （科技日报记者 刘霞）

调节细胞衰老的RNA分子发现

成年人血压管理
攻略来啦

“不学习、不了解人工智能大模型，将被

社会发展所抛弃。”近日，在第二十六届中国

科协年会多组学大数据与医学发展论坛上，

中国科学院院士、生物信息学家陈润生在作

主旨报告时说。

科技部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研究中心等

机构2023年发布的《中国人工智能大模型地

图研究报告》显示，我国研发的大模型数量位

居全球第二。越来越多企业正涌入人工智能

大模型开发这一赛道。

人工智能大模型正开启一场技术革命，

医学研究是大模型应用的一个重要领域。

陈润生提到我国开发的“天河·灵枢”大

模型，这是一款面向中医针灸领域的专业大

模型，基于中医经典名著和针灸临床循证证

据库以及中医循证知识图谱等专业数据开

发。

国际上也有人工智能大模型在医疗领域

落地的案例。

例如，谷歌旗下人工智能公司“深层思

维”（DeepMind）通过处理大量视网膜扫描

图像，训练出一种人工智能算法。相比人类

医生，该算法能更高效准确检测出眼底疾病。

陈润生说，精准医学研究已成为新一轮

国家科技竞争的战略制高点，而其基础就是

生物医学数据。有文献报道，以“临床+多组

学”为主的生物医学数据基础设施支持了2/

3以上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的原研

药研发工作，每年获得巨额产业回报。

在业内专家看来，从现象驱动转向数据

驱动是医疗研究的一大趋势。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院长王

拥军说，基于大规模人群的大队列研究将为

生物医药大模型提供重要数据支撑。除了用

于发现新药靶点，大数据还可用来开展模拟

实验。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研

究员王秀杰认为，大量数据不断涌现为医学

研究提供了获得新发现的机会。与此同时，

临床数据缺失、个人隐私保护、数据监管方面

的问题，也给科学合理利用医学数据带来挑

战。她建议，实验生物学家和临床医学家要

掌握数据分析技能，确保充分沟通，更好发挥

大数据的驱动作用。

（代小佩）

医学研究从现象驱动转向数据驱动

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网站近日报道，一

名德国男子可能已经“治愈”了艾滋病，该病

例的独特性为人类艾滋病病毒（HIV）治疗研

究提供了重要经验。自艾滋病流行40多年

来，除本次这名男子外，只有6人达成了这样

的治疗效果。德国柏林夏里特大学医学院科

学家将在24日于慕尼黑举行的第25届国际

艾滋病大会上提交相关报告。

这名德国男子于2015年10月接受了干

细胞移植治疗急性髓系白血病（AML）。他

于2018年9月停止服用抗逆转录病毒药物，

目前仍处于病毒缓解状态，没有反弹。经多

项超灵敏测试，均未在他的体内检测到活性

HIV。

专家警告说，与之前所有潜在的HIV

“治愈”病例一样，在7名患者中挫败病毒的

治疗方法或许只有少数人可以使用。因为所

有这些人均为感染了艾滋病病毒之后又患上

了血癌，从而需要干细胞移植来治疗恶性肿

瘤。如贸然向HIV感染者提供干细胞移植，

是非常危险的。

在其中 5例HIV“治愈”病例中，捐赠

者特定基因的两个副本中都存在罕见自

然缺陷。这种基因能在免疫细胞表面产

生CCR5蛋白，大多数HIV毒株附着在该

蛋白上以感染细胞。如果没有功能性

CCR5蛋白，免疫细胞就会对HIV具有抵

抗力。

这名德国男子的捐献者只有一个CCR5

基因副本，这意味着他的免疫细胞很可能含

有大约一半的正常蛋白质。此外，他自己只

有一个基因副本。这两个遗传因素加在一

起，可能增加了他治愈的机会。

值得注意的是，一名在日内瓦接受治疗

的男子去年宣布HIV“治愈”，他的捐赠者有

两个CCR5基因的正常副本。因此，他移植

的免疫细胞对HIV没有抵抗力。

最近的这两起欧洲病例引发巨大关注，

因为其中可能包含帮助人类成功治愈艾滋病

关键因素。

人人皆知HIV非常难以治愈，标准抗

逆转录病毒治疗下，免疫细胞也会积极地

产生新病毒拷贝，导致HIV随时可能“卷

土重来”。这就是为什么感染病毒的人一

旦停止服药，他们的病毒载量就会在几周

内反弹。而今，7名“治愈者”给人们带来

巨大希望。通过他们，研究人员开始了解

新的免疫系统如何在患者体内成功发挥作

用，以及它究竟如何随着时间推移彻底清

除了HIV“病毒库”。

（科技日报记者 张梦然）

第七名艾滋病“治愈者”出现
病例独特性为治疗HIV提供重要经验

7 月 16 日，合肥

市第一人民医院眼

科医生在庐阳区大

杨镇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为患者开展眼

病检查。市一院与

庐阳区、包河区和经

开区 25 家成员单位

成立紧密型城市医

疗集团，开展“1+1+

N”模式，整合优质资

源，通过行政管理统

一、共享远程服务、

下沉名医工作室、循

环义诊服务等举措，

提升基层服务能力，

不断满足人民群众

全生命周期卫生健

康服务需要。

程兆摄

医疗资源“集”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