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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国 红 豆 杉 资 源 及

可 持 续 利 用 对 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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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阐述了我国红豆杉属植物的分布、紫杉醇含量和我国红豆杉资源状况，并对红豆杉资

源的可持续利用问题进行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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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豆杉起源于古老的第三纪，

曾广泛分布于北半球。第四纪冰川

时期其分布范围强烈缩小。亿万年

来，地质构造的运动和地势地形的

变化，使一部分红豆杉在特殊的环

境中得以保留下来，形成了明显的

地理隔离种群。

红豆杉属（12345）全球约 ))
种，分布于欧亚和美洲大陆的寒温

带、温带和亚热带地区。天然红豆

杉分布星散，极少成林。我国产 ’ 种

) 变种 . ) /。

红豆杉是优良的用材和庭园绿

化观赏树种，也是珍贵的抗癌药用

植物之一。云南红豆杉和东北红豆

杉针叶、嫩枝、树皮、木材和根都不

同程度地含有抗癌有效成分紫杉醇
. !6 7 /，近年来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的

重视。

一、红豆杉的种类与分布

红豆杉为常绿乔木或大灌木。

叶条形或条状披针形，深绿色。雌

雄异株，球花单生叶腋。种子坚果

状，生于杯状肉质假种皮内。假种

皮鲜红色。我国红豆杉种类和分布

如下：

)& 云 南 红 豆 杉 12345 84992:
9;95<5 =>;9? ;@ A& B& C4

水平分布：滇西北高黎贡山西

坡，怒江中上游流域，澜沧江上游，

金沙江上游，雅鲁藏布江下流，滇西

北和川西南横断山区。

分布区包括：云南省：泸水、福

贡、贡山、兰坪、德钦、中甸、维西、丽

江、永胜、宁蒗、保山、藤冲、云龙、鹤

庆、剑川、漾濞、洱源、祥云 . ’ 0 D /；四

川省：木里、盐源、西昌 . + /；西藏：察

隅、墨脱、波密、亚东 . E /。

垂直分布：在云南西北部分布

海 拔 )+"" F 7,""G， 集 中 分 布 于

!D"" F 77""G，个别可达 7E""G；在

四 川 西 南 部 集 中 分 布 在 !,"" F
7!""G 之间；在西藏东南部分布在

!""" F !D""G 的针阔混交林中。

分布特点：分布集中，种群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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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在滇西北、川西南和藏东南地域

上连成一片，局部可形成以红豆杉

为优势的林分。如云南省永胜县大

安 乡 海拔 !"#" $ !%&"’ 的梁 子 平

台，生长有一片面积为 ()’& 的林

分，其中云南红豆杉占林分总株数

的 * 成以上 + * ,。

&- 东北红豆杉（日本红豆杉）

./012 312456/7/ 859:- 97 ;133-
水平分布：吉林长白山，黑龙江

老爷岭、张广才岭和小兴安岭南部，

辽宁东部山区。

分布区：吉林：安图、长白、汪

清、和龙、抚松、浑江；黑龙江：穆棱、

林口、海林、宁安、东宁、鸡西；辽宁：

宽甸、桓仁、凤城、蚰岩 + < ,。

垂直分布：分布于海拔 ="" $
%&""’ 的针阔混交林带。

分布特点：分布区狭窄，面积有

限。

!- 喜马拉雅红豆杉（西藏红豆

杉）./012 >/??53@5/A/ ;133-
水平分布：西藏西喜马拉雅地

区。

分布区：西藏：吉隆 + # ,。

垂直分布：生长于海拔 &=*" $
!%""’ 的云南铁杉、乔松和高山栎

类的林中。

分布特点：本种为喜马拉雅山

特有种。在我国仅分布于西藏吉隆

县吉隆村和鲁嘎村一带。数量稀

少，已被列入我国珍稀濒危植物，需

重点保护 + %" ,。过去曾将东喜马拉雅

山区的云南红豆杉误定为本种。分

布局限在狭小范围内，呈隔离状

态。

(- 红 豆 杉 ./012 3@5A9A252
B C5?D9E F G9@6-

水平分布：黄河以南部分省区。

分布区：陕西南部 +%%，%&,，甘肃东南

部 +%%,，四川西部、东部和西北部 +H，%!,，重

庆南部 +%!,，云南东北部和东南部 +( $ *,，

贵州中部和东南部 +%(,，湖北西部 +%=,，

湖南西北部 + %* ,，广西东北部和安徽

南部 + %H，%# ,，浙江北部 + %< ,。

垂直分布：在贵州东南部最低，

海拔 H="’，在四川西南部最高，达

&H""’。在湖北、湖南、安徽、云南、

广西、浙江分布海拔 %""" $ %*""’，

陕西、甘肃及重庆东部在 %("" $
%#""’ 之 间 。 四 川 西 部 %*"" $
&(""’， 四 川 西 南 部 达 &&"" $
&H""’。

分布特点：分布范围广，松散，

种群密度低，多生长于针阔混交林

中，呈零星分布。

=- 南方红豆杉（美丽红豆杉）

./012 3@5A9A252 B C5?D9E F G9@6- I/E-
J/5E95 B K9’99 97 K9I?- F L@9AD 97 K-
M- N1

水平分布：黄河以南大部分地

区。

分布区：云南东北 部和东南

部 + =，* , ，贵州中部和东部 + %( ,，四川西

部 + %! ,，重庆南部 + %! ,，广西北部 + %H ,，湖

南 + %* ,，湖北西部 + %= ,，陕西南部 + %%，%& ,，

甘肃东南部 + %% ,，河南西部 + && ,，山西

东南部 + != ,，浙江 + %< ,，安徽南部和西

南部 + %# , ，广东北部 + % , ，江西 + &" , ，福

建 + &% ,，台湾 + % ,。

垂直分布：最低在安徽南部，海

拔 &=" $ H&"’，在浙江、福建、江西、

四 川 东 部 和 广 西 分 布 海 拔 *"" $
%=""’，贵州、云南 #"" $ %#""’，在

陕西、甘肃、湖北和湖南分布海拔

%""" $ %(""’，在四川西南部可达

&""" 米以上。

分布特点：分布范围广、稀疏、

分散。大部分分布区与红豆杉的分

布重叠，交叉，但生长海拔更低。

我国红豆杉 属植物分 布图见

图 %。

二、红豆杉中紫杉醇含量

%- 红豆杉中紫杉醇的含量

国产 ( 种 % 变种及国外常见 !
种红豆杉树皮和小枝叶中紫杉醇含

量见表 %。从表 % 中可看出：

（%）国产红豆杉中，云南红豆

杉和东北红豆杉的紫杉醇含量较

高。云南红豆杉树皮含量 "- ""=O
$ "- "!O ， 平 均 含 量 "- "%O $
"- "%&O ， 枝 叶 含 量 "- ""%!O $
"- "%!HO ， 平 均 含 量 "- ""*O $
"- ""#O 。

（&）东北红豆杉的含量与云南

红豆杉相近。喜马拉雅红豆杉检测

的数据较少，从已知的数据看，含量

较低（"- ""%%O $ "- ""&&O ）。

（!）北美产的短叶红豆杉（太

平洋红豆杉）是目前已知的含量最

高的种群，曼地亚红豆杉次之。两

者含量均高于国产红豆杉种类。

（(）红豆杉和生长在较高海拔

的南方红豆杉（如云贵高原）树皮含

量在 "- "%O 上下，枝叶含量较低，

为 "- ""&=O $ "- ""!O 。分布于浙

江、福建和江西等地的南方红豆

杉紫杉醇含量极低，甚至无法检

出。

此外，国产红豆杉中，云南红豆

杉 枝 叶 中 %"P 脱 乙 酰 巴 卡 丁 QQQ
（%"PRST） 的 含 量 比 较 高 ， 为

"- ""HHO $ "- "%*=O ，是树皮中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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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 ）的 , - )" 倍。云南产

南 方 红 豆 杉 枝 叶 中 的 含 量 为

"& ")!.+ ， 是 树 皮 中 含 量

（"& ""*)+ ）的 !& ) 倍。

!& 紫杉醇含量与生长环境的

关系

红豆杉中紫杉醇的含量与生长

环境有较密切的关系。生长在凉

爽、湿润和蔽阴环境下的红豆杉，其

紫杉醇含量比在干热、直晒条件下

的植株要高 / )，!0 1。高含量的红豆杉

适 宜 于 生 长 在 海 拔 !*"" - 2!""3
或北纬 ’)4以北的高寒、湿润和蔽

阴的环境中。气候条件要求冬季气

温在零下 ), - !"5左右，夏天 !" -
!,5以下，年均温 , - )65，’)"5
积 温 )6"" - 2,""5 ，最 冷月 气温

" - 25，相对湿度 0, - 6"+ ，年降

水 ."" - ).""33/)，*，)’ 1。土壤为富含

有机质的山地暗棕壤、棕壤或黄棕

壤。

三、我国的红豆杉资源

国产 ’ 种 ) 变种红豆杉中，红

豆杉和南方红豆杉分布松散，种群

密度低，个别地方在人为干预下，形

成的次生林中红豆杉可占据优势。

如贵州梵净山就保留一片 "& )273!

的林分，其中南方红豆杉组成达

."+ 以上 / )’ 1。

由于红豆杉和南方红豆杉分布

范围很广，就全国而言，也有相当的

资源量。如贵州省有红豆杉（89:;<
=>?@A@<?<） !0""" 余 株 ， 蓄 积 量

.)"32 ，南方红豆杉近 ," 万株，总

蓄积量为 )0""" 32 /)’ 1。云南省有红

豆杉 ."!" 株，蓄积 !0. 32 ，南方红

豆杉 !’""" 株，蓄积 ))2* 32 /* 1。

喜马拉雅红豆杉所处的地理位

置偏僻，分布极其局限，目前呈濒危

状态，需重点保护。东北红豆杉的

分布也比较狭窄，资源量有限。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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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东三省总蕴藏量（树皮鲜重）不多于

!""#，年净生长量很低 $%&。按每株产皮 ’() 推

算，仅有植株 * 万余株。

相比较而言，云南红豆杉分布较集中，

密度较大，资源也比较丰富。云南红豆杉全

国 约 有 ’+* 万 株 。 其 中 云 南 省 分 布 面 积

+,-*’.(/+ ， 蓄 积 0"*+.% /! ， 总 株 数

!’"1 0% 万株 $ * &，占全国总蕴藏量的 *.2 ；四

川 西南 部云 南 红豆 杉林 分 的分 布 面 积约

,,*"(/+ ，蓄积 ,0."""/! ，总株数约 ’- 万

株，占 ,+2 ；西藏东南部按面积推算，约有

,,0 万株，占 +.2 。

四、红豆杉资源可持续利用对策

,1 红豆杉资源和开发利用现状

近年来，红豆杉原料供需矛盾日益突

出，已成为紫杉醇生产的瓶颈。没有充足的

原料，紫杉醇的生产就没有量的保证。

%" 年代初，一部分红豆杉资源曾遭受

过较为严重的破坏，云南、四川两省在交通

方便的地方，红豆杉被采剥的现象都有不同

程度的发生。如云南志奔山一地，就曾有%1 +
万株被剥去树皮，被盗剥的树皮达 ,!+,#，使

这一地区红豆杉濒临灭绝 $ +- &。,%%’ 年云南

省人大通过了“云南珍稀树种保护条例”，使

红豆杉的保护有法可依。近年来林业公安也

加大了执法力度，使天然红豆杉的乱剥乱伐

现象得到了有效遏制。

云南红豆杉的自然分布从云南、西藏向

西延伸到缅甸北部，不丹和尼泊尔一带。由

于国内对红豆杉的监管较严，从境外走私红

豆杉树皮已成为紫杉醇粗品原料的重要组

成部分。但由于境外红豆杉同样是不可再生

资源，加之近年来杀鸡取卵式的采剥，必然

会受到对方政府的严格控制。因此，红豆杉

原料在今后若干年内短缺是必然的。据推

算，每生产 ,() 紫杉醇，需 ,*1 *0# 树皮，需

采剥 ,’"" 3 +""" 棵大树。一位从事紫杉醇

"表示为多株数据的平均值。由上而下分别为 . 株、! 株、! 株、+- 株、-
株和 ,* 株。

表 , 红豆杉属植物紫杉醇含量

种 类
45678 2

产 地 参考文献
树皮 叶、枝

国

内

云南红豆杉

4569: ;9<<5<=<:>:

"? "!"" "? ","" 云南 +!
"? ","" 云南丽江 +.

"? ",’ "? ",!0 云南 +!

"? ",!. 云南 +’

"1 ""*-" "? "",! 云南中甸

+*"? ",!%" "1 ""!" 云南漾濞

"? ""’"" "1 ""-* 云南泸水

"1 ",00 云南地区 ,

+"1 ",." 云南地区 +

"1 ""-, 云南地区 !

"? ""*’" 四川木里 自测

东北红豆杉

4569: @9:A>B5#=

"1 ""!- 黑龙江宁安 +.
"1 "+"% "1 ",!0 东北 +’

"1 ","" 吉林汪清 +

"1 "!," "1 ""’%
+!

"1 ",+"
西藏红豆杉

4569: C588>@D>5<5

"1 ""++ 西藏 +’
"1 "",, 西藏 +!

红豆杉

4569: @D><=<:>:

"1 ""+’ 陕西城固 +.
"1 ",’% 云南地区 ,

+
"1 ",++ 云南地区 +

美丽红豆杉

4569: /5>E=>

"1 ""!" 陕西城固

"1 ",’% "1 ""+’ 云南地区 ,

+
"1 ",+, 云南地区 +

"1 ""-0 云南地区 !

未检出 浙江临安

国

外

短叶红豆杉

4569: FE=G>H78>5

"1 "*!" "1 ",," 加拿大 +.
"1 "*"+ 加拿大 +’

"1 ""-*" 美国（. 月采）
+0

"? ","," 美国（% 月采）

曼地亚红豆杉

4569: /=B>5

"1 "!’" "1 ",!" 加拿大

"1 "’+0 加拿大

"1 "’!" 中国引种 自测

欧洲红豆杉

4569: F5@@5#5
"1 ""*- "1 "".! 加拿大 +.

世界科学技术—中药现代化"资源保护与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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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的美国学者称，即使将全世界

的现有红豆杉全部砍伐，所提供的

紫杉醇也只能挽救部分患者的生

命，可谓杯水车薪。

!& 红豆杉资源和分布区生态

环境的保护

红豆杉生长缓慢，结实欠丰，种

子需深度休眠（自然条件下需二冬

一夏）才能萌发，自身繁殖力弱，天

然更新难。我国红豆杉资源较为丰

富是仅与美国或其它国家相比较而

言。我国政府已签属了《国际生物

多样性保护公约》，因此对红豆杉种

质资源的保护是十分必要的。红豆

杉被列为国家一级保护树种，作为

优良的种质资源基因库，它对红豆

杉的育种和抗癌药用价值的研究具

有同样的重要的科学意义。

红豆杉的集中分布区地处西南

深山峡谷之中，海拔 )*"" + ,*""-，

这里也正是生态环境十分脆弱的地

区，资源一旦遭破坏，生态环境便急

剧恶化，恢复起来十分困难。好在

国家已启动“天然林保护工程”和

“长江中上游防护林工程”，它对保

护该地区的植被，防止水土流失将

起到重要作用。

对红豆杉资源的保护就是要抛

弃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增长

的做法。对红豆杉资源的开发利用

必须坚持经济、生态和社会三效益

的统一。具体在做法上需重视以下

几个方面。

（)）在红豆杉集中分布的地方

建立自然保护区。

建立红豆杉自然保护区，可集

中人力、财力维护红豆杉分布区内

生态系统的稳定，最大限度地发挥

其涵养水源、调节气候、维护生态平

衡的功能，尽可能地减少外界人为

的干扰。这样既有利于保护生物多

样性的存在，又有利于红豆杉种群

的繁殖更新和群体数量的增加。因

此，建立云南红豆杉、喜马拉雅红豆

杉和东北红豆杉自然保护区是十分

必要的。

（!）加强对古树老树的保护。

古树、大树多为母树，它对红豆

杉的繁育起重要的作用。对古树大

树应分别挂牌，重点保护，同时可采

取人工授粉的方法，提高母树的结

子能力。如云南威信扎西镇干河办

事处黄池社有 ) 株南方红豆杉，胸

径 !"!.-，树高 !!-，树龄近千年；

镇雄县雨河镇茶坝村 ) 株，胸径

)’".-，树高 !,-，树龄近 *"" 年 /01；

贵州惠水县摆金镇摆架村 ) 株，胸

径 )*2.-，树高 )0& 2-；黎平县 ) 株

胸径 )*’.-，树高 ,3-/)’ 1。在四川、

吉林、陕西等省区也有些大树、古

树，也应进行特殊保护。

（,）加强对高含量紫杉醇及其

同系物优良种群和单株的保护。

红豆杉个体中紫杉醇含量的差

异十分明显，高达 2& ’ 倍 / !’ 1。选择

高含量的优良基因种源进行无性繁

殖，对紫杉醇的开发利用将起到事

半功倍的作用。

,& 红豆杉资源可持续利用对

策

（)）贯彻“在天然林中适度采

摘小枝叶与大力发展人工原料林基

地并重”的策略，稳定发展红豆杉资

源。

当今世界生产国均以红豆杉小

枝叶提取紫杉醇。在我国，云南红

豆杉的资源较为丰富，适量采摘部

分枝叶，用 ) + ! 年生嫩枝进行扦插

育苗，对扦插剩余物进行加工利用

是一条行之有效的办法。

以每株采摘 )"45 枝叶计，扦插

用去 !45（6" 穗），剩余部分干燥后

剩 ’& 645。) 年采摘 ) 7 )" 资源量，云

南 省 可 扦 插 育 苗 ,* 万 8 6" 穗 9
!6"" 万苗，加工利用剩余物 )06"
吨（干重）。四川省一年也可形成扦

插 *& 6 万 8 6" 穗 9 ’0’ 万苗、加工

!36& ’: 剩余物的规模。二者相加可

加工 ); 粗品 ),& ,!:，生产紫杉醇

精品约 6"45。

剪枝后的植株一般需要 ! + ,
年即可恢复至原来的生长量。若以

* 年为一周期对现有资源进行适量

的轮采枝叶，每一采摘区在采后有

’ 年的恢复期，到时每株的生物量

比初采时还会有所增长。同时，* 年

的时间里可产生 )& 0, 亿扦插苗的

潜力。

第一采摘区育成的扦插苗，,
年后以茶园式双行高密度方式种

植，*""!* 株 7 4-! /!2 1。两省扦插的

,!0’ 万苗可定植 0*!& ’34-!。定植

! 年后 * 年生苗平均高约 6".-，每

株年平均发枝 )" 个左右，则高密度

茶园 * 年生苗圃，年可采穗 ’* 万余

条 7 4-!， 0*!& ’34-! 可 采 枝 叶

,*!,& ,’:（干重），可用于生产紫杉

醇 ),3& ’)45。

以此模式推算，采摘 ! 个轮作

区，即云南红豆杉 !"; 资源的部分

枝叶，前 ! 年可扦插育苗 ,!0’ 8 !
万苗，* 年后（第 0 年）可加工生产

紫杉醇 ),3& ’)45，第 3 年产量翻一

翻达 !3’& 6!45，可基本满足市场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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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期间，第 !、" 年利用扦插剩余物

每年可生产 #$%& 紫杉醇，第 ’ ( )
年采摘的枝叶可全部用于生产紫杉

醇，年产 *)+ ,-%&，这样，通过 " 年

的轮作，既不影响红豆杉资源的生

长和蓄积，同时利用高密度茶园式

采穗圃又解决了生产原料的来源，

使红豆杉的开发走向良性循环的路

子。

据悉，四川省已照此模式开展

红豆杉的繁育和利用扦插剩余物的

工作，使红豆杉的发展和开发利用

逐步走向规范和正规。

（"）在发展人工原料林基地时，

注重优良品种的引种驯化和规模

化、产业化开发。

目前在已知的生产途径中，扦

插育苗、发展人工原料林基地是最

直接、最简单、周期最短、成本最低

的方法。扦插育苗自然离不开扦穗

品质的选择。在北美太平洋沿岸有

一种灌木型红豆杉，即曼地亚红豆

杉（中间红豆杉）的栽培品种（.+ /+
01+ 230%433）高约 !+ )/，在当地可作

绿篱。

曼地亚红豆杉与国产红豆杉相

比具有以下优点：!萌发力强，生产

快，成长期年生长量 #$ ( !$$0/；"
扦插繁殖容易，成活率在 #)5 以

上，成苗仅需 - 个月；#紫杉醇含量

高，为 $+ $!’5 ( $+ $)’5 ；$侧根

发达，对环境适应性强，在亚热带和

温带都能生长良好。因此，曼地亚

红豆杉不仅是优良的抗癌药用植物

品种，还是改善生态环境、建设秀美

山川的优良树种之一，同时在园林

绿化方面也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四川拟建立一个年产曼地亚红

豆杉 !$$$ 万苗、! 万亩种植基地的

大型曼地亚红豆杉种植开发产业化

基地。北京北方红豆杉生态科技有

限公司在昌平建立了 ’ 万 /" 的温

室，年出产曼地亚红豆杉种苗 )$$
万株，并在烟台、上海和北京建立了

上万亩的药用原料和种条供应基

地。

（’）可望在紫杉醇化学合成和

生物技术利用上取得突破。

!**, 年，6307897: ;+ <+ 博士

领导的一个美国研究小组报道了紫

杉醇全合成的结果，但目前尚不具

备应用价值 = ’! >。以红豆杉枝叶中提

取的中间体 !$ ? @AB 为原料，经过

, 步可半合成紫杉醇，半合成已是解

决药源不足的重要补充途经=’"C ’’>。目

前欧洲（如瑞士的罗氏公司），已是

半合成紫杉醇最大的生产商。

值得一提的是 !$ ? @AB 还可

用来生产紫杉醇族的新贵——— 多稀

紫杉醇（@70DE9F78），它是一个半合

成紫杉醇的衍生物，其作用机理与

紫杉醇相同，抗微管解聚能力比紫

杉醇高 ! 倍，抗肿瘤活性亦优于紫

杉醇，而且其水溶性明显好于紫杉

醇，有利于在人体内的吸收。该药

由法国罗纳普克—乐安公司开发，

!**, 年在墨西哥上市，并随即在

英、美、法、意、德、日等国上市。

在生物技术中，细胞组织培养

法 生 产 紫 杉 醇 是 十 分 诱 人 的 。

GH:8DI4 博士曾报道，短叶红豆杉细

胞经过 "$ 天培养后，紫杉醇含量迅

速增加，在培养物中紫杉醇含量为

’+ */& J K。而用真菌培养产生紫杉

醇，其培养液中仅获得 L& 级水平。

据认为，要达到商业化生产，必须达

到 /& 级水平。

现在有两个设想被认为是生物

途径中可行的办法：一是从红豆杉

中分离出紫杉醇基因组，再将其转

移到真菌中，使其稳定地产生紫杉

醇，并达到相当的含量。如果这一

分离取得成功，同样可以转移到细

菌或酵母菌中达到同样的目的。二

是寻找一种特殊的真菌调节剂，它

可以激活微生物中某些潜在的遗传

机能，促进目的产物的合成 = ’" >。

（,）建立健全相关法规，保护

好红豆杉资源。

在红豆杉分布区，各地应针对

性地制定相应的法规和条例，使红

豆杉资源的保护有法可依。各级政

府及林业部门应对盗伐、盗剥红豆

杉树皮的行为进行重点查处，坚决

遏制破坏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做法，

使天然红豆杉资源保持平衡，并逐

步增长。

总之，从红豆杉的价值来看，其

药用价值高于用材价值，以药用为

主。保护是可持续利用的基础，利

用又是保护的目的。在具体操作

上，可通过市场的转化，积累足够的

财力、物力投入到红豆杉资源的研

究、保护和发展上，逐步形成一个保

护—利用—再保护—再利用的良性

循环，使红豆杉这一珍稀植物资源，

青山常在，永续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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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探索白血病新疗法
加拿大科学家发现，培养一些特

定的免疫细胞，并将其移植到白血病患

者体内，有助于杀灭癌细胞。这可能成为治

疗白血病以及多种癌症的一种新方法。

目前治疗白血病的方法是摧毁癌

变骨髓，移植入新的骨髓，移植用的骨髓

必须与患者骨髓配型非常相符才行。

在临床实践中人们又发现，如果

移植的 骨髓 与原 有骨 髓并 不完 全相

配，患者接受治疗后白血病复发的几

率反而会更小。这是因为移植的骨髓

里面含有免疫 M 细胞，如果它们发现

移植的细胞与受体细胞表面存在的一

类称为 C9VW 的蛋白质有差异，就会

追踪并杀死剩余的癌细胞。虽然利用

这一反应有可能治疗白血病，但由于

免疫 M 细胞有时也会杀死健康细胞。

为了使这种疗法可行，必须弄清楚在

数以百计的 C9CW 蛋白质中究竟是哪

几种触发了免疫 M 细胞的抗癌反应，

以便设计只杀死癌细胞而不伤害健康

细胞的治疗方法。

据新一期英国《新科学家》杂志报

道，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的科学家在

治疗白血病的研究中，将目标确定在

一种称为 X0 . I$K% 的蛋白质上。他们

培养专门针对这种蛋白质的免疫 M 细

胞，并将其混入骨髓中移植给患有白

血病的实验鼠。结果发现，有 0"Y 的

实验鼠至少存活了 )"" 天，死亡的实

验鼠中也没有一例是由于免疫 M 细胞

误伤健康细胞所致。

研究人员认为，在人体中找到类

似的目标蛋白质将不会很困难，一旦

找到这种目标蛋白质，在此基础上就

可能研究出有效杀死癌细胞、同时又

不损伤正常组织的白血病新型疗法。

R文 摘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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