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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生病了，这只小老鼠或许能闻出来。（图片提供:Photos.com） 

《柳叶刀》杂志在1989年曾经刊载了一则有趣的报告，一条狗总是爱舔主人腿上的一颗痣——这颗

痣最终演变成一个恶性黑素瘤。从那时开始，科学家相继在大鼠和小鼠中观察到类似的“嗅出疾病”的

能力，这种能力帮助这些啮齿动物远离种群中生病的成员。如今，研究人员相信他们已经搞清了这些动

物是如何具有这项本领的。 

 

科学家之前已经鉴别出了许多小鼠嗅觉受体——动物鼻腔中的细胞表面蛋白质，能够感知从食物的

香味到恐惧的气味的每一种事物。瑞士日内瓦大学的神经遗传学家Ivan Rodriguez和同事寻思，这里是

否还有一种额外的受体，能够对疾病的“气味”作出响应——多半是通过探测与细菌和炎症相关的化学

物质来实现。 

 

研究人员搜索了已经破译的小鼠基因组，在它的嗅觉系统中寻找可能编码额外受体蛋白质的基因，

以及连接鼻腔和大脑的感觉细胞。研究人员发现了5个新受体的基因，所有的基因都属于一类已知的蛋

白质——甲酰肽受体(FPRs)。 

 

FPRs包含有两类免疫系统受体，能够探测从血液中的病原体内散发的化学物质，从而帮助免疫细胞

追捕到并且攻击外来物体。那么在嗅觉细胞上新鉴别出的受体是否具有类似的功能呢——即能够探测其

他动物体内的病原体？在实验室中，Rodriguez的研究小组将小鼠的嗅觉神经细胞暴露在能够导致疾病

的细菌以及患病小鼠的尿液中。毫无疑问，某些化学物质“点燃”了神经细胞中的一种“嗅觉响应”，

其表现为细胞电位变化。研究人员日前在《自然》杂志网络版上报告了这一研究成果。 

 

这些神经细胞所拥有的新发现的FPR受体位于大脑基部的嗅觉系统中，这里同时还能够嗅出名为信

息素的性信号化学物质。这一区域——犁鼻器——直接连接到大脑的情绪中心——扁桃体。Rodriguez

认为：“这具有重要的意义。”他说，当一只小鼠探测到附近的伴侣，或危险——某种形式的疾病，它

需要触发一种快速响应，例如尝试繁殖，或远离附近患病的动物。 

 

Rodriguez的研究小组同时在沙鼠和大鼠中也发现了疾病嗅觉受体，但是他认为不太可能在人类的

鼻腔中发现这种受体。他说，除了免疫系统外，没有证据表明在人体的其他组织中存在FPRs。 

动物能嗅出疾病的“气味”
相关论文在线发表于《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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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巴黎市巴斯德研究所的神经科学家及嗅觉专家Pierre Marie Lledo认为，这些研究成果“非常

令人兴奋，很有可能是一项大的突破”。瑞士洛桑大学的嗅觉研究专家Marie-Christine Broillet指

出，这一发现为搞清用嗅觉发现疾病的分子机制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 

 

（群芳 译自www.science.com，4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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