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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中华医学会受体及信号转导学术会议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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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报告·

基础与临床联合攻关，推动受体及信号转导研究深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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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１００年，内分泌系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腺
体结构及功能、激素生化结构及生理功能、内分泌激
素的调节等。后来人们发现，其实激素的水平与其
生理功能状态并不完全相同，激素的生物效应及功
能不仅与激素水平有关，与受体及信号转导系统关
系更密切，于是该领域逐渐转向研究激素的反应性，
即激素受体及信号转导系统。这是一个机遇，也是一
个挑战，我们应抓住机遇率先开展受体及信号转导系
统的科研工作，加强基础与临床的联合，应用生物学
领域的各种先进手段推动受体与信号转导系统研究

的不断深入，力争在部分领域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受体学是与所有医学领域均有关联的边缘学
科，由于范围广，其发展必然向着两个方向：基础和
临床。我们国家的受体学研究始于２０世纪８０年
代，当时主要是应用放射配体结合法及放射自显影
技术检测受体。随着受体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对

疾病的认识也更加深化，如胰岛素本身是降低血糖
的，而２型糖尿病患者早期胰岛素水平是升高的，现
已明确由于胰岛素受体降低或受体后信号转导的系

统障碍，使胰岛素作用发生抵抗。同理，瘦素是消耗
能量、减轻体质量的，但肥胖患者体内的瘦素水平却
是升高的。神经性厌食患者血皮质醇升高，却十分
消瘦，我们的研究发现该类患者糖皮质激素受体表
达是降低的，从而解释了激素抵抗的机制。临床受
体学的发展，也使人们进一步认识了药物的作用机
制，如人们发现晨起一次服用糖皮质激素类药物疗
效更好且不良反应小，原因是清晨６～８时糖皮质激
素受体（ＧＲ）结合量最高，而夜间最低，这可以解释
为何晨起顿服糖皮质激素疗效最好。另外，国外报



告晨起用同等剂量的褪黑素不如睡前使用效果好。
我们的实验结果证实：清晨８时，褪黑素与受体
（ＭＲ）结合量明显低于睡前，已知激素生物学作用需
经过受体结合方能表达，而晨起口服结合少，故疗效
差。受体与肿瘤的研究是临床内分泌研究的重要领
域之一，受体及信号转导系统异常与肿瘤病因学相
关。近年来，除手术、放疗、化疗、生物制剂外，肿瘤
治疗学又有一新方法———肿瘤的内分泌治疗问世，
从而产生内分泌依赖型肿瘤的概念，这种肿瘤的发
生发展与其相应的激素改变有关。如雌激素依赖的
乳腺癌及子宫癌，如果肿瘤上存在雌激素受体
（ＥＲ），则雌激素受体拮抗剂可以起到相当好的疗
效。但近几年临床受体学的研究步伐有所减慢，这
可能是由于随着研究的深入，方法学上有一定困难，
因此只有加强与基础学科的广泛、深入联系，共同攻
关，才可能有所突破。

　　内分泌领域是中西医结合的交叉点，著名中西
医结合专家如沈自尹、邝安堃、张家庆教授都出身于
内分泌科。同样，受体及信号转导系统也是中西医
结合的交叉点，如张家庆教授报告阳虚大鼠 ＧＲ 水
平降低，阴虚大鼠ＧＲ升高。国家科技部９７３项目
首席专家吴以岭教授建立络病学说并证明络病即血

管病变，并证明气络就是神经内分泌免疫网络。
在该网络中信息的传递需要多种受体，如神经递质
受体、激素受体、细胞因子受体等。受体后信号转导
系统给这一领域的研究增添了新的内容及靶点。我
们应用该理论在“９７３”课题基金的资助下已进行相
关研究，并取得多项可喜的成果。相信应用受体及
信号转导系统的研究思路及方法，必将把中西医结
合的研究向前推进。
［收稿日期］　２００７０５２０　　 ［修回日期］　２００７０６１２
［本文编辑］　尹　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