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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来自上海交通大学的三篇文章入选08年的“中国百篇最具影响优秀国际学术论文”。其中

包括来自赵立平实验室的研究人员发表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PNAS）杂志上的文章：Symbiotic 

gut microbes modulate human metabolic phenotypes。] 

  生物通报道：“中国百篇最具影响优秀国际学术论文” 评选所选论文代表了我国科技论文发展的

最高水平。论文源为前一年被SCI（科学引文索引）收录的中国论文。评选综合考虑发表论文的期刊水

平（影响因子和单篇引用次数）、论文类型、热点论文、论文的合作强度、参考文献数和论文的完整性

等方面。 

  来自上海交通大学的三篇文章入选08年的“中国百篇最具影响优秀国际学术论文”。其中包括来

自赵立平实验室的研究人员发表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PNAS）杂志上的文章：Symbiotic gut 

microbes modulate human metabolic phenotypes。 

  这篇文章建立了一个“跨基因组方法”，对肠道菌群进行了深入的刻画。人体肠道内定植的大量的

微生物（微生物组），与人体有着密不可分的互利共生关系。肠道菌群结构的变化能够影响个体的健康

及代谢。遗传背景、药物、环境等诸多因素都会影响肠道菌群的形成。而同样，肠道菌群也通过一些

“代谢相关“的交互作用影响着宿主的代谢。一个多学科的国际合作团队近日建立了一个“跨基因组方

法”，从而对肠道菌群进行了深入的刻画。 

  研究人员采集一个中国家庭7位成员的粪便和尿液样品，通过统计学方法分析并模拟肠道菌群与宿

主的代谢相关性。尽管这些个体遗传背景彼此相关，生活环境相同，但是他们的肠道菌群却具有独特的

个体专一性。而且在种的水平上，中国人的肠道菌群结构与已报道的美国人的肠道菌群数据有着显著的

差异。而这一发现也提示了在今后的药物设计中需要考虑肠道菌群差异这一重要的影响因素。这个方法

可以用于检测药物和饮食对人体的系统效应。  

  另外由陈竺院士牵头，第一单位为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瑞金医院的Blood文章：Acute 

promyelocytic leukemia: from highly fatal to highly curable则重点阐述了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acute 

promyelocytic leukemia，APL)研究的发展历程。 

  APL是急性髓细胞白血病(AML)的一种特殊类型，被FAB协作组定为急性髓细胞白血病M3型。以往

认为这种疾病的治疗效果很差，预后凶险，但是随着近年来随着对急性早幼粒细胞启血病细胞生物学特

性认识的不断提高和治疗方法的改进，使治疗结果和预后得到很大改善，早期死亡率明显下降。  

  陈竺院士，陈赛娟院士等人推测、阐明并成功验证了“全反式维甲酸＋三氧化二砷”治疗方法，这

种方法被发现对白血病有协同作用的两种药物合并用于临床，终于使我国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的5年

无病生存率达到94.7%，并成就了“人类历史上第一种可基本治愈的急性髓细胞白血病”的伟大突破。 

  除此之外，第三篇文章仍然是围绕着中药复方方面的机理研究，这篇发表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

刊》（PNAS）杂志上的文章（Dissection of mechanisms of Chinese medicinal formula Realgar-

Indigo naturalis as an effective treatment for promyelocytic leukemia）通过现代生物化学分析，告诉

了我们一个古老药方的主要成份是如何“和谐行动”治疗疾病的。 

  中医理论认为一个复方应该有4个主要成份，每种成份都有自己独特的作用，它们协同作用可以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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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最佳的治疗效果。这4种主要成份在古代典籍里被称为“君、臣、佐、使”。但是，中药复方的联合

作用的分子机理一直没有能够得到令人信服的阐明。上海交通大学的陈竺、陈赛娟与合作者一道，以一

个著名的临床疗效确切的治疗白血病的中药复方为对象，揭示了每种主要成份的生化作用。 

  这个复方的主要成份是雄黄、青黛和丹参，简称RIF。通过分子分析，研究者们显示，雄黄里的砷

化合物是该方的“君”药，它直接攻击白血病细胞里的癌蛋白受体。青黛里面的靛玉红是“佐”药，主

要减弱“君”药的毒性，同时可以减慢癌细胞的生长速度。丹参里面的丹参酮作为“臣”药，它在一定

程度上能恢复那些能够阻止白血病细胞扩散的代谢途径。最后，靛玉红和丹参酮一起发挥“使”药的作

用，它们通过提高细胞膜上的通道蛋白基因的表达水平，增加通道蛋白的数量，来促使癌细胞吸收更多

的砷化合物。 

  这项研究解释了一个临床疗效很好的中药复方主要成份的分子作用及其协同作用的机理，对于中国

传统医学与现代医学的沟通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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