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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进展

树鼩在人类代谢性疾病中的应用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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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南宁　 ５３００００）

　 　 【摘要】 　 随着人类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生活方式的改变，代谢相关性疾病已成为国内外影响人群健康的

重要问题。 构建合适的动物模型是研究这类疾病发生、发展、转归和防治方法的重要手段，与目前广泛使用的啮齿

类动物模型相比，攀鼩目动物树鼩与灵长类动物的亲缘关系更近，能够更好地从整体水平模拟疾病的发生，应用前

景十分广阔。 目前国内外利用树鼩初步建立了包括糖尿病、动脉粥样硬化、非酒精性脂肪肝、胆结石及骨质疏松症

等代谢性疾病的动物模型，并对其机制及相关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 本文概述了树鼩在人类代谢性疾病中应用的

研究进展。
【关键词】 　 树鼩；代谢性疾病；动物模型

【中图分类号】 Ｒ⁃３３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１⁃７８５６（２０１８） ０９⁃０１０４⁃０６
ｄｏｉ： １０ ３９６９ ／ ｊ． ｉｓｓｎ． １６７１ － ７８５６ ２０１８ ０９ ０１９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ｒｅｅ ｓｈｒｅｗｓ ｉｎ ｈｕｍａｎ 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ｃ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

ＸＩＡ Ｗｅｉ， ＬＡＩ Ｙｏｎｇｊｉｎｇ， ＤＵ Ｌｏｎｇ， ＷＡＮＧ Ｍｅｎｇｌｉｎ， ＷＡＮＧ Ｈｏｎｇ， ＪＩ Ｋｅｔｏｎｇ， ＦＥＮＧ Ｑｉｎｇｙｕａｎ， ＴＡＮＧ Ａｎｚｈｏｕ∗

（Ｆｉｒｓｔ Ａｆｆｉｌｉａｔｅｄ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ｏｆ Ｇｕａｎｇｘｉ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Ｎａｎｎｉｎｇ ５３００００，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ｌｉｖｉｎｇ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ｌｉｆｅｓｔｙｌ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ｍｏｄｅｒｎ ｌｉｖｉｎｇ， 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ｃ⁃ｒｅｌａｔｅｄ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 ｗｈｉｃｈ ａｆｆｅｃｔ ｔｈｅ ｈｅａｌｔｈ ｏｆ ｐｅｏｐｌｅ ｇｌｏｂａｌｌｙ， ｈａｖｅ ｂｅｃｏｍｅ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ｉｓｓｕｅ． Ｔｏ
ｓｔｕｄｙ ｔｈｅ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ｉｓ ｋｉｎｄ ｏｆ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ｉｔ ｉｓ ｖｉｔａｌ ｔｏ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 ａｎ
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 ａｎｉｍａｌ ｍｏｄｅｌ． Ｔｒｅｅ ｓｈｒｅｗｓ （Ｓｃａｎｄｅｎｔｉａ ａｎｉｍａｌｓ） ｈａｖｅ ａ ｃｌｏｓｅｒ ｐｈｙｌｏｇｅｎｅｔ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ｗｉｔｈ ｐｒｉｍａｔｅｓ， ｗｈｉｃｈ
ｍａｋｅｓ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ｅｒ ａ ｕｓｅｆｕｌ ａｎｉｍａｌ ｍｏｄｅｌ，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ｗｉｄｅｌｙ ｕｓｅｄ ｒｏｄｅｎｔ ｍｏｄｅｌ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Ａｔ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ａｎｉｍａｌ ｍｏｄｅｌｓ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ｆｏｒ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ａｔｈｅｒｏｓｃｌｅｒｏｓｉｓ， ｎｏｎａｌｃｏｈｏｌｉｃ ｆａｔｔｙ ｌｉｖｅｒ， ｇａｌｌｓｔｏｎｅｓ， ａｎｄ ｏｓｔｅｏｐｏｒｏｓｉｓ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ｕｓｉｎｇ ｔｒｅｅ ｓｈｒｅｗ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ａｎｄ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ｓｔｕｄｉｅｄ． Ｔｈｉｓ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ｏｕｔｌｉｎｅｓ ｔｈｅ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ｏｆ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ｔｒｅｅ ｓｈｒｅｗｓ ｆｏｒ ｉｎｓｉｇｈｔｓ ｉｎｔｏ ｈｕｍａｎ 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ｃ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ｔｒｅｅ ｓｈｒｅｗ； 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ｃ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ａｎｉｍａｌ ｍｏｄｅｌ

　 　 代谢是指生物体内各种物质所发生的用于维

持生命的一系列有序的化学反应的总称，这些反应

进程使得生物体能够顺利生长和繁殖、保持它们的

结构以及对外界环境做出反应［１］。 代谢通常被分

为两类：分解代谢可以对大的分子进行分解以获得

能量（如细胞呼吸）；合成代谢则可以利用能量来合

成细胞中的各个组分，如蛋白质和核酸等。 而一旦

物质的代谢出现问题，生物体就会表现出相关疾

病，如：糖尿病、脂肪肝、动脉粥样硬化、痛风、营养

不良症、维生素缺乏病、骨质疏松症等等。 步入二

十一世纪以来，随着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迅猛发展，
人们的生活条件得到了极大的提高，而与此同时人



们的饮食结构及生活方式也发生了改变。 为了适

应生活节奏的加快，人们锻炼的时间被大大压缩，
饮食和作息变得不规律，社会心理压力也越来越大

等等，使得代谢相关性疾病出现普遍化、年轻化，不
仅损害了患者的自身健康，还为家庭和社会带来沉

重负担。 因此，世界各国对代谢性疾病研究的投入

只增不减，而由于临床的诸多限制，动物模型成为

了各国科研工作者的主战场。
树鼩是一种新兴的实验动物，不仅具有来源

广、体型小、繁殖周期短、方便饲养的特点，更重要

的是全基因组结果证实树鼩是灵长类动物的近

亲［２］，其无论是在基因水平还是生理水平，相较于

目前常用于动物模型研究的非灵长类动物都有明

显优势［３］，同时不必像灵长类动物那样受到严格资

源和伦理的限制，故而受到各国科研工作者的青

睐。 目前树鼩动物模型在病毒感染、视觉传导、心
理应激、抑郁、神经及脑功能、肿瘤等诸多领域［４ － １４］

的研究已经取得一定进展，而在代谢性疾病中的应

用还处于探索阶段，也尚未见有系统性报道，本文

就树鼩在人类代谢性疾病中的研究做一综述。

１　 糖代谢

树鼩喜食甜食，在进食后的 ３０ ｍｉｎ 内是血糖上

升的高峰期，餐后 １ ｈ 血糖为空腹血糖的两倍，６ ｈ
后血糖依然维持较高水平，在糖耐量测试中，树鼩

较大鼠对糖更加敏感，但是其对糖的代谢能力较

差［１５ － １６］，而且树鼩的糖代谢紊乱同人类一样，与体

重、年龄、性别关系密切［１７］，说明树鼩是一种良好的

糖尿病动物模型，可用于糖尿病的机理研究。
早在 １９９７ 年 Ｉｓｈｉｋｏ 等人［１８］ 就通过给树鼩注射

链脲佐菌素（ｓｒｅｐｔｏｚｏｔｏｃｉｎ，ＳＴＺ）诱发了树鼩糖尿病，
并以此模型来研究糖尿病的早期眼部损伤。 在那

之后一些研究者［１９］ 对 ＳＴＺ 诱发树鼩的糖尿病的剂

量关系进行了探究，发现多次小剂量 ＳＴＺ 注射可诱

导树鼩出现类似 ２ 型糖尿病（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ｍｅｌｌｉｔｕｓ ｔｙｐｅ
２，Ｔ２ＤＭ）症状和糖尿病肾损伤，而单次较大剂量的

ＳＴＺ 注射诱导树鼩出现的糖尿病症状更类似 １ 型糖

尿病（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ｍｅｌｌｉｔｕｓ ｔｙｐｅ １，Ｔ１ＤＭ）。 其中值得一

提的是，冼苏等人［２０］在研究 ＳＴＺ 诱导树鼩糖尿病模

型时，树鼩不仅有不同程度的多饮、多食、消瘦等糖

尿病表现及胰岛数明显减少，体积变小，β 细胞数量

减少、脱颗粒、空泡样改变等糖尿病病理改变，而且

胰岛淀粉染色也呈阳性。 胰岛淀粉化在 ９０％ 的人

类 ２ 型糖尿病患者中都存在，目前许多研究者认为

非人灵长类动物与人类 Ｔ２ＤＭ 临床病理特征最相似

的地方就是胰岛淀粉样沉积，并且淀粉样沉积的严

重程度与所需的外源治疗胰岛素的量成正比，而啮

齿类动物糖尿病模型中未见有此现象，这也是啮齿

类动物模型与人类 Ｔ２ＤＭ 的一个显著区别［２１］。 除

此之外，对树鼩的诱导糖尿病并发症的研究也时有

报导，如蒙碧辉等人［２２］研究树鼩 １ 型糖尿病的骨骼

肌病变发现骨骼肌纤维普遍性萎缩、灶性肌丝溶

解、肌质膜异常突起和线粒体损伤是 Ｔ１ＤＭ 树嗣骨

骼肌病变的主要特征，推测骨骼肌组织中细胞凋亡

通路激活可能是糖尿病肌病的重要原因，并在后续

的实验中发现了骨骼肌组织对葡萄糖转运体⁃４
（ｇｌｕｃｏｓｅ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ｅｒ⁃４，ＧＬＵＴ４）、磷脂酰肌醇 ３ 激酶

（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ｉｄｙｌｉｎｏｓｉｔｏｌ ３⁃ｋｉｎａｓｅ，ＰＩ３Ｋ） 的表达明显受

损［２３］；Ｗｕ 等人［２４］研究糖尿病与肝改变的联系发现

在 ＳＴＺ 诱导树鼩 １ 型糖尿病的早期阶段，是由高血

糖引起的氧化应激导致肝组织中醛糖还原酶的高

表达而诱发炎症反应最终使肝脏细胞损伤甚至死

亡。 除了有有关树鼩糖尿病建模及其机制的研究，
令人鼓舞的是近几年也出现了一些在糖尿病树鼩

上尝试新型糖尿病疗法的探索。 Ｐａｎ 等人［２５］ 在

２０１６ 年首次证实了使用分化自树鼩脐带血间充质

干细胞（ｔｒｅｅ ｓｈｒｅｗｓ ｕｍｂｉｌｉｃａｌ ｃｏｒｄ ｂｌｏｏｄ ｍｅｓｅｎｃｈｙｍａｌ
ｓｔｅｍ ｃｅｌｌｓ，ＴＳ⁃ＵＣ⁃ＭＳＣｓ）的功能性胰岛样细胞治疗

树鼩糖尿病的可行性，ＴＳ⁃ＵＣ⁃ＭＳＣｓ 移植显著降低

了血糖和脂质含量，改善胰岛素抵抗和调节胰岛素

分泌，并减少促炎因子白细胞介素 １（ ｉｎｔｅｒｌｅｕｋｉｎ⁃１，
ＩＬ⁃１）和白细胞介素 ６（ｉｎｔｅｒｌｅｕｋｉｎ⁃６，ＩＬ⁃６）的表达，同
时还能减轻胰腺及肝肾细胞的变性坏死。 ２０１７ 年，
该团队又进一步发现在树鼩 Ｔ２ＤＭ 的治疗中，ＵＣ⁃
ＭＳＣｓ 移植可降低血糖水平，增加胰岛素分泌，降低

胰岛素抵抗，并促进糖尿病树鼩的岛组织修复，这
些变化可能通过调节影响胰岛素信号通路的症因

子来实现；Ｎｏｔｃｈ 信号通路可能参与了 ＵＣ⁃ＭＳＣｓ 向

分泌胰岛素细胞的分化；ＳＯＣＳ３ 基因可能是参与

Ｔ２ＤＭ 发生发展的关键分子，进一步证实了 ＵＣ⁃
ＭＳＣｓ 移植可能是治疗糖尿病的一种潜在的新型治

疗方法［２６］。

２　 脂代谢

随着新一代的基因测序技术的出现和生物信

息学的发展，越来越多树鼩脂类代谢相关基因和蛋

白被发现，相较于其它实验动物其与人类对应的基

因、蛋白一致性更高，例如：在胆固醇的逆转运过程

中起 到 重 要 作 用 的 血 浆 胆 固 醇 酯 转 运 蛋 白

（ｃｈｏｌｅｓｔｅｒｏｌｅｓｔｅｒ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ｐｒｏｔｅｉｎ，ＣＥＴＰ），在不同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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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人类的一致性分别为树鼩 ８１％ 、 猴 ８０％ 、 兔

７４％ ［２７ － ２９］，此外，树鼩血中高密度脂蛋白 （ ｈｉｇｈ⁃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ｌｉｐｏｐｒｏｔｅｉｎ，ＨＤＬ）约占血脂总量的 ７０％ 且长

期摄食高胆固醇后含量并未出现显著变化［３０ － ３１］，这
些都是树鼩可以成为人类脂代谢相关疾病动物模

型的基础。
２ １　 非酒精性脂肪肝

非 酒 精 性 脂 肪 肝 （ ｎｏｎ⁃ａｌｃｏｈｏｌｉｃ ｆａｔｔｙ ｌｉｖｅｒ
ｄｉｓｅａｓｅ，ＮＡＦＬＤ）是一种除外酒精和其它明确损肝因

素所致的，以弥漫性肝细胞大泡性脂肪变为主要特

征的临床病理综合征［３２］。 由于临床的诸多限制，动
物模型成为了研究 ＮＡＦＬＤ 的发病机制和治疗不可

缺少的工具，其中树鼩担当了重要角色。 ２０１５ 年，
Ｚｈａｎｇ 等人［３３］ 利用高脂肪胆固醇和胆酸脂饮食

（ｈｉｇｈ ｆａｔ ｃｈｏｌｅｓｔｅｒｏｌ ａｎｄ ｈｉｇｈ ｂｉｌｅ ａｃｉｄ ｄｉｅｔ，ＨＦＨＣ）诱
发了树鼩 ＮＡＦＬＤ。 具体表现为血脂异常，血浆丙氨

酸转氨酶和天冬氨酸转氨酶、胆固醇及甘油三酯水

平下降；肝组织病理检查显示，ＨＦＨＣ 饮食在 １０ 周

内逐渐成功诱导肝脂肪变性，发炎和纤维化；此外，
ＨＦＨＣ 诱导肝中脂蛋白脂肪酶的转录表达，但抑制

低密度脂蛋白受体的表达，以及内源性合成途径。
该研究还发现，如果利用泊洛沙姆 ４０７ （ ｐｏｌｏｘａｍｅｒ
４０７，Ｐ⁃４０７）对脂蛋白脂肪酶进行抑制，则可以改善

脂肪变性的严重程度并减轻炎症反应，这些结果不

仅说明脂蛋白脂肪酶在 ＮＡＦＬＤ 中的重要作用，也为

树鼩在 ＮＡＦＬＤ 中的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础。 ２０１６
年该团队进一步利用不同的饮食配比诱发了非肥

胖型树鼩 ＮＡＦＬＤ［３４］，表现为肝损伤和高胆固醇血

症，但对体重和脂肪组织生成或血糖无影响，该模

型的出现填补了目前非肥胖型 ＮＡＦＬＤ 动物模型缺

乏的空白，为日后人类非肥胖型 ＮＡＦＬＤ 的研究打开

了新的大门。
２ ２　 动脉粥样硬化

动脉粥样硬化（ａｔｈｅｒｏｓｃｌｅｒｏｓｉｓ，ＡＳ）病变的主要

特征是血管内皮的脂质浸润和沉积，脂质代谢异常

是动脉粥样硬化始动因素。 有意思的是，目前的研

究表明树鼩具有较强的抗 ＡＳ 能力，其具体机制也

一直是研究的热点。 近年来随着对 ＡＳ 研究的深

入，对于树鼩抗动 ＡＳ 机制的研究也从血清脂谱构

成异常转向了树鼩体内与抗 ＡＳ 相关的蛋白及基因

研究［２９］。 ２０１０ 年 Ｌｉｕ 等人［３５］ 测定了人类、树鼩和

北京鸭血浆脂质谱及 ＣＥＴＰ 和 磷 脂 转 运 蛋 白

（ｐｈｏｓｐｈｏｌｉｐｉｄ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ｅｒ ｐｒｏｔｅｉｎ，ＰＬＴＰ）的活性，发现

了低血浆 ＣＥＴＰ 和 ＰＬＴＰ 活性可能是导致树鼩血液

ＨＤＬ⁃Ｃ ／ ＬＤＬ⁃Ｃ 比值高和对 ＡＳ 的高抗性的原因。 另

有研 究 表 明 调 节 胃 肠 及 肝 对 胆 固 醇 吸 收 的

Ｎｉｅｍａｎｎ⁃ＰｉｃｋＣ１⁃Ｌ１（ＮＰＣ１ＬＤ），在 ＡＳ 的树鼩模型中

因为小肠组织的脂肪代谢而出现了高表达，并提出

ＮＰＣ１ＬＤ 可能参与了血脂紊乱的病理生理过程［３６］。

３　 铁代谢

铁是人体最容易缺乏的必需微量元素之一，铁
缺乏可导致缺铁性贫血，它被世界卫生组织确定为

世界性营养缺乏病之一，也是我国主要公共营养问

题。 我国 ７ 个月 ～ ７ 岁儿童缺铁总患病率为

４０ ３％ ，其中婴幼儿缺铁率高达 ４４ ７％ ［３７］。 胎儿在

母体内发育每天都需要 ５ ｍｇ 左右的铁，而分娩时也

要失掉一部分血，因此孕期对铁的需要量很大，如
果此时铁的供应量不足，孕妇就会贫血，继而影响

胎儿的发育，使新生儿贫血［３８ － ３９］。 因此利用动物模

型了解人类孕期的铁代谢情况适时适量补铁，及研

究铁代谢相关疾病是十分必要的。 Ｚｅｌｌｅｒ 等人［４０］利

用怀孕树鼩，通过电子能谱和组织化学技术发现了

在树鼩分娩期间和分离胎盘后流出的血液进入了

子宫内膜，并且其中的红细胞被子宫内膜巨噬细胞

吞噬，而被吞噬的红细胞的血红蛋白释放的铁在巨

噬细胞中暂时储存为铁蛋白，并在随后的怀孕期间

释放到子宫内膜腺细胞中。 在哺乳动物中，红细胞

的吞噬作用似乎是提供胚胎的铁的重要来源，通过

从树鼩和狗等动物模型的研究表明，子宫内膜巨噬

细胞吞噬红细胞和将铁转移到子宫内膜腺是胚胎

早期发育阶段中主要的铁来源，故在妊娠晚期和第

一次怀孕期间，需要额外的铁供应来维持胚胎

发育［４０］。

４　 胆结石

胆结石的病因十分复杂，是多因素综合作用的

结果，其中代谢相关因素主要与胆汁中的胆盐、卵
磷脂 和 胆 固 醇 的 代 谢 紊 乱 有 关。 Ｓｃｈｗａｉｅｒ 等

人［４１ － ４２］测定了从树鼩胆囊和肝获得胆汁的组成成

分，其胆汁酸谱的种类和含量都与人类具有高度相

似性。 将 ２０％的黄油，２０％ 的蔗糖和 １％ 的胆固醇

添加到树鼩日常标准饮食中，可以迅速诱导出胆结

石，而相同条件下的啮齿类动物胆汁中含有胆固醇

结晶或少量结石，液晶和脂肪滴。 随后通过将树鼩

分组，分别向各组日常标准饮食中加入黄油、胆固

醇、黄油加胆固醇和蔗糖，以分析各饮食成分对结

石形成的影响。 得出的结论是，这三种成分的饮食

对胆结石的形成均有一定贡献，其中高脂饮食显著

利于胆结石的形成。 之后该团队利用上述树鼩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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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石 模 型 又 进 一 步 研 究 了 增 加 摄 入 胆 固 醇

（ｃｈｏｌｅｓｔｅｒｏｌ，ＣＨ）后的代谢反应。 在喂食含有 ２０％
脂肪和 ２％胆固醇的高脂饮食 ４ 个月后与标准饮食

的动物相比，血清胆固醇值高出约 ２ 倍，肝胆汁中胆

固醇值高出约 １４ 倍，而胆固醇在空肠、回肠和肝内

的合成率分别只有对照组的 ４４％ 、１５％和 ７％ ，这说

明高胆固醇饮食存在诱导反馈机制，其降低肝和小

肠中胆固醇的产生，但是这种机制并不能阻止血清

和肝脏胆汁中胆固醇的升高而最终引发胆囊内胆

结石的形成。 树鼩体内胆固醇的代谢在肌肉、皮
肤、肾、心脏和小肠存在不同于血清和肝的一套自

我平衡机制，通过饮食增加的胆固醇从胃肠道吸收

并传送到肝后一部分沉积，一部分分泌到胆汁和血

清中，并通过减少内部合成成功地抵消了部分过量

的胆固醇摄取［４３］。

５　 骨质疏松症

ＷＨＯ 将骨质疏松症（ ｏｓｔｅｏｐｏｒｏｓｉｓ，ＯＰ）定义为

是一种以骨量减低和骨微结构破坏为特征，导致骨

脆性增加和易发生骨折的代谢性骨病［４４］。 我国约

有 １ ５ 亿 ６０ 岁以上老人，占总人口的 １１％ ，ＯＰ 发生

率约为 ６０％ ，其中并发骨折者高达 １２％ ［４５］。 目前

用于 ＯＰ 研究的仍以啮齿类动物为主，但是由于种

属限制，无法对其病变机制及治疗进行更深层次的

研究和探索，而树鼩作为灵长类动物的近亲开始慢

慢引起科研工作者的重视。 ２０１５ 年首次有文献报

道采用手术双侧卵巢去势法在树鼩上复制了人类

ＯＰ，并且成模率高，模型稳定性好［４６］；２０１７ 年又有

研究表明不同饲养空间会引起骨钙素、Ｉ 型胶原氨

基前肽、血抗酒石酸酸性磷酸酶、血 Ｉ 型胶原羧基交

联肽等骨代谢指标的改变；树鼩在骨折后恢复期的

骨吸收和骨形成都较为活跃，部分说明了此时骨转

化较为活跃［４７］。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许多研究表

明，ＡＳ 与 ＯＰ 存在一定关系，骨质丧失的越多，血管

钙化的严重程度也会增加［３８， ４８］，同时有文献报道具

有降血脂作用的他汀类药物也能抗骨质疏松，而治

疗骨质疏松的双嶙酸盐也能够抑制 ＡＳ，他汀类药物

能通过刺激骨基质蛋白的表达和血管内皮生长因

子的产生来使成骨增加以补充骨密度［４４， ４９］，这些都

说明 ＡＳ 与 ＯＰ 关系密切，利用树鼩进行两者关系的

探究将会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情。

６　 总结与展望

就人类代谢相关性疾病的动物模型研究而言，
目前较为常见的是利用基因工程技术或饮食诱导

大、小鼠各类代谢性疾病；基因工程技术最大的优

点是可以揭示一个或少数基因在疾病中的作用，甚
至可以在没有环境因素的作用下致病，但是人类代

谢性疾病的发生往往涉及多基因、多因素的交互作

用，所以此类模型仅能能模拟疾病的的部分表型，
难免管中窥豹，并且模型建立技术复杂、饲养条件

高、易出现变异，成本高也是需要考虑的问题；饮食

诱导模型具有简便、成本低、成模率高的优点，缺点

是由于种属间差异，啮齿类动物的物质代谢过程与

人类相去甚远，较难准确揭示疾病的病理生理过

程。 树鼩作为人类疾病动物模型出现在人们的视

野虽然还只有三十多年的时间，但是因为其与灵长

类动物独特的亲缘关系以及体型小、繁殖快、易饲

养的优点而广受科研工作者的青睐，在各种人类疾

病的研究中呈现遍地开花的景象，就代谢性疾病研

究方面，树鼩自身对各物质代谢的特点也为模型的

建立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同时随着对树鼩代谢基因

挖掘的深入，越来越多在人类代谢过程中起重要作

用的基因在树鼩中亦被找到，这不仅为树鼩在人类

代谢性疾病中的应用奠定了基础，更是为利用模式

动物研究人类代谢性疾病打开了新的大门。 目前

在糖尿病、动脉粥样硬化、非酒精性脂肪肝、胆结石

及骨质疏松症等代谢性疾病中已经造模成功，并对

其机制和相关影响因素有了一定研究。 但是，作为

新兴的实验动物，目前实验来源的树鼩缺乏明确的

遗传背景和纯化品系，这对树鼩的规范化和规模化

使用造成了一定困难；并且对树鼩基础生理指标的

研究仍然相对较少，加上树鼩易受激的特性使得各

项指标的测量存在一定的偏差，这些都限制了对树

鼩代谢机制及其病理生理过程的进一步揭示，日后

若能消除这些壁垒，树鼩在人类代谢性疾病中的应

用将会大大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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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　 讯

第十四届中国实验动物科学年会通知
———主题“实验动物科技创新 助力健康中国战略”

由中国实验动物学会主办、山东省实验动物学会承办的“第十四届中国实验动物科学年会（２０１８ － 青

岛）”将于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９ － １２ 日在山东省青岛市香格里拉大酒店举行。
会议形式与内容

１． 大会报告：邀请国内外顶尖的专家、学者就实验动物科学及其相关学科的发展与展望、前沿与热点、
理论与技术等方面做特邀报告。

２． 专题报告：以实验动物各专业领域的研究内容进行学术交流。
３． 学术沙龙：就实验动物科学发展中的关键问题进行学术研讨。
４． 科普讲座：邀请实验动物科普专家举办实验动物科普知识讲座等。
５． 技术培训：举办“实验动物福利操作技术规范培训班”、“实验动物标准宣贯培训班”（选择性参加，另

见通知，参加者将授予中国实验动物学会继续教育学分）。
６． 墙报交流：会议期间同时进行墙报论文交流。
７． 表彰奖励：“ＩＣＬＡＳ⁃ＣＡＬＡＳ 国际青年奖”、“中国实验动物学会科学技术奖”等奖项的颁发。
８． 产品展示：同期举办“实验动物设备及动物实验相关产品展示会”。
有关信息请关注：中国实验动物学会网站：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ａｌａｓ． ｏｒｇ． ｃ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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