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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常常谈“病毒”色变，但有一些病毒，因为会激起人体免疫系统的反击，或者间接影响其他病毒的致病性，反而阴差阳错地助攻人类战胜某些疾

病。 

 

与癌症的斗争，人类不再孤军奋战。只不过这一次，“友军”是病毒。 

 

美国著名的麻省总医院肿瘤免疫中心的科学家们，最近发现了帮助人类抗衡癌症的“神队友”。在近期发表于顶尖学术期刊《自然》的一篇文章中，他

们表示，发现一些低风险的人乳头瘤病毒（HPV）在间接保护人们免受皮肤癌的侵害。研究者介绍：“这是首次在实验模型和人体中发现，常见病毒可

能对健康有益，并且这种益处与癌症防护有关。” 

在人类漫长的进化史中，病毒与人一样，都是地球的主人。长期以来，人们谈“病毒”色变，然而，有一些病毒，因为激起免疫系统的反击，或者间接

影响其他病毒的致病性，反而阴差阳错地助攻人类战胜某些疾病。不过，受制于技术和认知的局限，人类对这些熟悉而陌生的客人，认识还是不够深

入。 

 

80%的女性会感染人乳头瘤病毒 

 

宫颈癌一直是困扰女性健康的巨大难题，有数据显示，99.7%的宫颈癌都是因感染HPV造成的。 

 

“人乳头瘤病毒，顾名思义，就是一类会引起皮肤和黏膜发生增生性病变的病毒，病灶往往形似乳头状突起。”南京医科大学基础医学院病原生物学系

副主任、副教授严沁介绍。迄今为止，HPV已经分离出200多种亚型，不同的亚型引起不同的临床表现。临床上根据HPV致癌性的不同，将其分为高危

型和低危型。 

 

其中，高危型HPV有HPV-16、18、31、33、39、52、58等，多与宫颈癌、肛门癌、口腔癌等恶性肿瘤相关。在宫颈癌组织中，检测出的HPV-16约

占50%—60%，HPV-18约占20%。高危型HPV持续感染往往与宫颈癌前病变和宫颈癌发生高度相关，HPV引发细胞癌变的主要机制是将病毒DNA整合

入宿主染色体，病毒致癌蛋白E6及E7在肿瘤发生过程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严沁表示，低危型HPV感染往往引发皮肤疣。例如HPV-1、2、3、4感染会产生跖疣和扁平疣，HPV-6、11会引起生殖器疣，例如尖锐湿疣。 

 

HPV的传播途径很多。江苏省医学会妇科肿瘤分会主任委员程文俊介绍，HPV多通过性传播、医源性感染、间接接触等途径传播，“80%的女性都会或

多或少感染HPV病毒，但不是感染HPV就会致病，低危型的HPV就像流感病毒一样，对于免疫力强的人，这些病毒都是一过性的，就像打了你一下就跑

了，但如果机体免疫力下降，这些病毒会整合到基因里，重新产生细胞致病。例如体内有肾病等基础代谢病，就有可能被‘攻陷’。”程文俊说。 

 

皮肤癌并非全是病毒的“错” 

 

目前，也有一些可能会致癌但还没有证实的HPV亚型。有研究指出，人群中广泛存在的β亚型HPV感染或许和一些恶性皮肤癌的风险有关联。然而，在

《自然》杂志刊发的这篇文章中，研究者们得到的实验结果，却与过去的猜想相反。他们利用小鼠模型进行的实验表明，免疫系统完整、对HPV能产生

天然免疫的小鼠，以及那些因输注T细胞而获得免疫的小鼠，在暴露于紫外线辐射，或是接触已知会导致皮肤癌的化学物质时，都能够抵抗皮肤癌。 

 

“HPV病毒进入小鼠体内后，HPV的肽类分子——也就是病毒蛋白，会像一个外来入侵者，诱导T细胞产生免疫应答。在这次研究中，皮肤癌细胞中的

病毒活性反而比正常细胞低，这意味着被激活的T细胞可以有效攻击早期皮肤癌细胞，而这与研究者们此前的设想并不相同，反而是意外收获。”严沁

解释。 

 

仅仅是动物实验还不足以构成说服力，研究者还检测了人类的皮肤癌样本，他们分析了25种低风险HPV的活性后发现，皮肤癌细胞中的病毒活性和病毒

载量，显着低于相邻的正常皮肤，这意味着机体对病毒阳性的肿瘤细胞有很强的免疫选择。研究人员解释，那些免疫系统受抑制的患者，之所以患皮肤

癌的风险大大增加，是因为免疫力的丧失，而不是HPV的致癌作用。 

 

基于这些发现，研究人员提出，“以针对共生HPV的T细胞为基础开发疫苗，或许可以提供一种创新方法，增强皮肤的抗病毒免疫力，有助于高危人群

预防疣和皮肤癌。” 

 

人类能与很多病毒和谐相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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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研究的低危型HPV病毒，帮人类打开了了解如何与病毒和谐相处的一扇窗。 

 

其实，同为病毒，有些病毒可以通过影响机体免疫系统，间接影响其他病毒的致病性，这种“负负得正”的关系链，反而会让部分人群受益。 

 

严沁称，有研究表明，当合并感染庚型肝炎病毒（HGV）时，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感染的进程减缓，患者的存活期会相对延长。 

 

而上月底，中国科学家在《自然·免疫学》刊文称，率先发现了肠道内的共生病毒，可以抑制肠道组织损伤和炎症发生。 

 

肠道免疫系统主要由肠道上皮内淋巴细胞（IEL）、固有层淋巴细胞和派氏结组成。“我们吃东西的时候，会吃进很多抗原和细菌，而IEL存在于肠道上

皮细胞内，所以对于抵抗肠道感染起着重要作用。缺乏IEL，机体的免疫和屏障功能会减弱，患肠道感染等疾病的风险会更高。”研究者之一、中国科

学技术大学生物和医学学部教授周荣斌介绍，他们向小鼠体内输入抗病毒药物后，小鼠肠道的IEL减少。这意味着，减少共生病毒，会导致IEL显着减

少。 

 

进一步的研究发现，肠道内的巨噬细胞一旦识别共生病毒产生的核糖核酸（RNA），便可以诱导抗原呈递细胞，产生白细胞介素-15，从而维持肠道上

皮内淋巴细胞存活和增殖。“如果肠道共生病毒失衡，还可能引发肠炎、肠癌等疾病。”周荣斌说。 

 

让身体储备与病毒打仗的“军队” 

 

不过，因为检测技术和认知水平的局限，人类对共生病毒的了解仍是“雾里看花”。周荣斌介绍，人体肠道、肺部、皮肤等组织存在大量的共生微生

物，包括细菌、病毒和真菌等。这些共生微生物已经成为人体的一部分，在许多正常生理功能和几乎所有疾病的发生中发挥重要作用。但是，过去几乎

所有的研究集中于共生细菌，而对于共生病毒的病理、生理功能研究还非常缺乏。 

 

“以肠道共生病毒为例，目前可以鉴定的共生病毒还很少，对其功能、特性及在健康维持和疾病中的作用，人类都了解甚微。”不过，周荣斌认为，未

来5—10年，共生病毒的研究可能会迎来快速发展。 

 

既然知道共生病毒的存在，短期内却又对其无可奈何，人类该如何与共生病毒相处？ 

 

“病毒会看人下菜，针对不同个体、不同的免疫状态，会有不同的结果。只要平时注意提升自己的免疫力，让身体随时储备一支能与病毒打仗的‘军

队’，就可以与病毒处于自然的平衡状态，甚至可能利用这些微生物为人类健康服务。”严沁说。 

 

程文俊认为，与病毒的相处，防大于治。“如果酗酒、吸烟、熬夜、焦虑、压力大，免疫能力就差，这时，体内和平相处的病毒就会‘变脸’，而如果

保持良好的生活方式和心态，病毒就无机可乘。” 

 

来源：生物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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