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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基因租计划洽中医褥研究

带来的思考

口孙志广
∋

(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南京 � )� � �∗+

陆 菌 (南京中医药大学新药及海洋药物研究开发中心 南京 � ) � � �∗+

摘 要 ,
基 因科学给人类健康意识 带来革命性变化

,

也给 中医 药研究带来很多的思考
,

作者

结合 自身研究对运用现代 生物技术探索研究 中医药理论提供 了一些思路
。

关键词
,
人类基 因组计划 中医 药研究 思考

基因科学带给人类健康意识的变化是具有革命 制到芯片上
,

可 以帮助 医生 (更有可能是他们使用

性的
。

到 � � )� 年
,

人们可 以通过基因检测估计有碍 的计算机 + 诊断你患上某种疾病的危险程度以及你

自身健康的主要危险
,

如高血压
、

糖尿病以及 自身 身体缺乏何种蛋白质和酶
。

并得到度身定制的药

对各种治疗反应如何
,

在许多情况下可以设计出个 方
,

第一次服用就
“

完全适合
” 。

性化的治疗方案
。

人类基因组图谱绘制完成后
,

科 依据生物大分子相互作用和网络调控的结构模

学家将深人认识各种疾病基因
,

以及这些基因同其 式来研究疾病基因的作用
,

是当前疾病基因组学研

他基因和环境的相互作用
。

美国 《时代周刊》预言
,

究的另一个特点
。

即使是单基因疾病
,

其基本的分

�− 年后的医药也许并不完全如此
,

但是按照分子生 子发病学原理也是 由于疾病基 因的蛋 白质产物结

物学目前的发展速度
,

届时
,

科学家们将解开人体 构
一
功能的缺损或改变

,

阻碍或干扰了在特定生化

基因组的全部密码
,

即搞清楚全部约 ) 万个基因
,

通路中的生物分子相互作用 . 而多基因疾病发生和

这些基因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们继承了  � �� 种 发展更是多基因或多通路间平衡失调 的结果
。

这种

疾病中的哪些疾病
。

还将发现导致疾病的错误基因 认识突破了以往
“

一个基因一种病
”

的模式
,

既能更

在基因在 / & 0 长链上的准确位置
。

如把你的基因复 深人透彻地了解疾病的病理生理过程及其影 响因

素
,

又能为利用调节网络设计药物或基因治疗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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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科学技术一中医药现代化★中医现代研究

新的思路
。

近特征
,

显示 出研究思路与方法相互渗透的可能

以分子生物和基因工程学为先导的现代生命科 性
。

如何将现代生物学的研究成果引人到中医现代

学正在取得长足的进步
。

基因芯片
、

生物信息分析 化研究中值得探讨
。

及生物色谱技术的应用
,

多学科的广泛渗透
、

融合 辨证论治是中医理论的核心
。

阐明中医
“

证
”

的

都给中医药研究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

这也给中医 本质是实现中医药现代化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
。

中

药如何进一步发展带来了很多的思考
, 医

“

证
” ,

是机体在疾病发展过程 中的某一阶段的病

思考之一
,

理概括
。

它包括了病变的部位
、

原因
、

性质以及邪正

中医药精华在于辨证论治
,

因人
、

因时
、

因地制 关系
,

反映出疾病发展过程中某一阶段的病理变化

宜
、

注重个体化治疗
。

充分体现个体
、

动态
、

多样性 的本质
,

但至今未能阐明一种
“

证
”

的本质
。

近年来
,

特点
。

认为健康不只是没有器质和功能性病变
,

同 随着健康观念和医学模式的转变
,

人们更加认识到

时也应包括精力充沛
、

精神饱满
、

心情舒畅
、

饮食睡
“

证
”

是认识生命活动的一种科学方法
,

具有和现代

眠正常
、

社会适应能力强等
。

中医药学通过掌握和 医学同等重要的价值
。 “

证
”

是内
、

外因相互作用导

调节个体异常的功能状态
,

并使之达到相对平衡
,

致病机变化的过程
,

依据多基因致病的关联特征
,

符合现代临床治疗学发展的趋势
。

但中医 的科学性 用基因组学的理论与方法
,

特别是从基因表达谱或

始终没有真正得到确认
,

中医药学是否具有独立的 基因表达产物的差 比性分析
,

研究
“

证
”

发生的基因

学术地位始终没有得到正视和承认
。

表达调控规律 . 探讨疾病
“

证
” 、

亚健康状态 (也有

究其原因有
, “

证
”

表现 +与正常生命活动三种状态基因表达的差

� 对中医药学缺乏定性及定量的评价系统
,

对 异性
,

进一步阐明
“

证
”

的物质基础
。

中医药体系所包含 的丰富科学 内涵缺乏现代科学 思考之二
�

技术的支撑
。

利用当代先进的分子生物学技术对危害人类

 中医药基础研究滞后
,

长期以来投人不足
,

健康的一些重大疾病 !如糖尿病慢性并发症 ∀ 进行

科研人员数量较少
,

对中医药缺乏深人的研究
。

病证结合的中医基因组学的研究
。

可从以下几个方

# 中医中药参照或按照何种标准开展研究
,

在 面探索
�

中医界始终没有达成共识
。

� 建立病证结合的生物模型研究 �
根据遗传突

目前评估中医疗效和科研成果的整套体系来 变型糖尿病小鼠发病的不同阶段
,

建立血液学
、

血

自西医
,

造成评价体系与中医的理论体系相脱节
,

糖
、

血脂
、

肝肾功能等血液生化学
、

血液动力学 !心

如仅仅 以动物模型 为核心的中医实验体系或西 医 率
、

血压
、

神经血流
、

神经传导速度等 ∀
、

微血流
、

微

临床 的诊疗 手段是无法 准确评价 中医 的科 学 内 循环等数据库
。

找出糖尿病微血管病变中医
“

证
”

的

涵
。

因而许多国内著名的老中医们认为当前的中医 演变规律 〔’
一
”

。

研究实际上将中医学翻译成西医学
。

由于没有找到  将数学和信息分析技术通过人类基因组计划

真正适合中医药的研究方法
,

小 鼠实验结果并不能 应用 于糖尿病微血管病变中医
“

证
”

的基因组学研

真正代表着几千年来中医临床在几亿人体的实践 究
,

探讨糖尿病微血管病变
“

气阴两虚
”

及
“

脉络痕

结果
。

阻
”

证的本质研究
,

并在较高层次上进行整合
、

归

人类基因组学研究的方法学内容与中医的整体 纳
,

预测与糖尿病微血管病变发病相关的分子机

观
、

辩证观有许多相似之处
。

在微观水平的基因调 理
,

构建与糖尿病微血管病变相关的基因图谱以及

控与修饰
,

反映着生命机体的整体功能状态 ∃ 基因 相应的数据库 〔,
一 % , ,

为阐明糖尿病微血管病变中医

组的多样性高度强调 了每个人的基因特异性
。

反映
“

证
”

的基因组学研究打好基础
。

出基因组学与中医药两个学科在思维方法学上趋 # 利用不同年龄组遗传突变型糖尿病小鼠
,

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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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比较学方法
、

工具药
、

分子探针和生物芯片等技

术手段进行糖尿病并发症
、

糖尿病与正常状态相关

基因表达谱的差异比较
,

进而开展
“

证
”

的个体差异

与基 因及其表达多样性 的研究
,

从分子水平探索
“

证
”

的机理 Χ>一
。

;对基因表达谱及蛋白谱数据进行疾病和 中医
“

证
”

关联分析
,

在功能分析及中医辨证分型 的基础

上
,

初步阐明糖尿病微血管病变中医
“

证
”

的本质
。

明确中医治疗糖尿病微血管病变治疗的切人点
,

并

寻找中医治疗糖尿病微血管病变的靶标
‘< 一 ‘’

。

思考之三
�

人类基因组全序列测定
,

为寻找中药作用靶点

提供了便利
。

在人类基因组中可用 于疾病治疗的药

物靶点可能达到 9
,

= == 一 >=
,

=== 个
。

中药及中药复

方产生疗效
,

往往是由于中药的多靶点及作用的途

径作用所致
。

因此
,

单一靶点的药理方法及体外实

验难以表达中药的综合疗效
。

目前
,

中药药靶及其

作用机理方面的研究还非常薄弱
。

基因
、

蛋白芯片

及 ? ≅Α+ 等技术将有助于寻找并确立中药的靶向基

因
,

建立新的现代中药研究模式
。

当前中医现代化研究的成果能否真正反映中医

的内涵尚存在着很多的争议和分歧
,

中医药大学的

博士研究生们的床头是否应该放置分子 生物学及

基因工程原理等书籍
,

中医药大学硕博研究生阶段

的研究及教学定位都值得我们深思熟虑
。

否则
,

恰

如马克
·

吐温所言
�
大家都向着反方向奔跑

,

结果

离我们的 目标愈来愈远
。

因此
,

加强学习现代生物

学知识和技术应该是培养高级 中医药研究人才的

重要内容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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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科技前老的华人方阵 !上 ∀

简悦盛
、

徐立之
、

何大一
、

王晓东⋯⋯这些华人生

物学家的名字将逐渐为人所熟知
,

从他们在各自领域

中所做的工作
,

我们将了解华人作为一个群体在生命

科学领域所取得的成就以及为世界所做的贡献
。

“

生物学是目前国际上最活跃的学科
,

在这门学科

的前沿活跃着一大批华人生命科学家
,

他们的工作指

导着生命科学发展的方向
。

他们中领衔课题组戴有自

己实验室的不下 >= == 人
。

有人统计
,

目前在非常顶尖

的学术杂志
,

如《科学》
、

《自然》
、

《细胞》等上面发表的

生命科学论文中 % = [ 左右主要作者都是华人
。 ”

身为生

物科学家的中科院副院长陈竺院士这样评价华人在该

领域中的贡献
。

作为老一辈的杰出代表简悦威先生
,

是世界上第

一个用 Ρ ≅Α 诊断疾病的人
,

被认为是 Ρ ≅ Α 诊断技术之

父
。

今年当选为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的香港大学校长

徐立之教授
,

用定位克隆的方法
,

发现了一种叫囊性纤

维化遗传性疾病的基因
,

这种病是白人当中最常见的

遗传病
,

这种定位克隆方法和整个人类基因组计划实

际上是相辅相成的
,

在过去十几年当中
,

一大批人类基

因被发现
,

全部是用徐立之教授的定位克隆思路
。

作为年轻一代
,

得克萨斯大学西南医学院的王晓

东教授
,

以其对细胞凋亡过程的出色研究成果
,

今年当

选为美国科学院院士
,

成为改革开放以来
,

中国大陆留

美学人中进入美国科学界最高殿堂的第一人
,

他发表

的 Ν= 多篇论文
,

在最近 Μ 年内被其他科学家引用 >Ν==

次以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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