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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肥胖有体内因素,但受环境影响更大,能量摄入超过消耗是人类肥胖和动物的共有特点。 肥胖是人

罹患糖尿病、冠心病、脑卒中的共同危险因素。 采用肥胖动物模型的研究从不同视角和深度提供了强有力的科学

依据,让更多的科学成果从实验室再次回到指导临床实践的正确轨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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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t the use of animal models illuminates the road of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obe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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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The etiology of obesity involves many genetic factors, but fundamentally result from an imbalance
between energy intake and expenditure in both humans and animals. Obesity is a common risk factor for many diseases,
including diabetes, coronary heart disease, and stroke. The study of animal models of obesity contributes substantial
evidence that enables the translation of laboratory findings to clinical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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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类肥胖有动物的基本特点,多吃则胖,人和

哺乳动物都是依靠摄食补给自身能量需要。 人肥

胖面临糖尿病、高脂血症及动脉硬化等患病风险,
而自然界的动物则不然,脂肪组织储备能量填补因

冬季或旱季食物短缺时的基础能量。 动物在自然

界中处于饥饿与不规律的进食状态,能良好耐受饥

饿时的低能量消耗。 人在食物短缺时被动变瘦,当
生活水平提高和生活方式改变,摄入高热量食物多

则显著增加肥胖发生率。 肥胖是人罹患糖尿病、冠
心病、脑卒中的共同危险因素,中国国家卫生健康

委员会公布的“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报告” [1] 指

出,2002—2012 年 10 年间,超重的成人比例增加

32% 肥胖增加 68%,儿童分别增加 1 倍和 2 倍。 身

体不超重则预防 45% ~ 50%,不肥胖则减少 15% ~
17%的疾病危险因素聚集。 因此,能量摄入是影响

人类肥胖发病率的最主要因素,如何有效降低并保

持健康体重是近年来临床和基础研究的热点问题。
肥胖有体内因素,但受环境影响更大。 肥胖基

因的研究自世纪 50 年代开始成果显著,从发现人类

单基因突变导致肥胖和糖尿病,到 90 年代定位克隆



小鼠肥胖基因和获得蛋白产物,在肥胖基因突变和

肥胖动物模型的研究方面有了质的飞跃[2]。 尽管

如此,本质上,机体肥胖或者消瘦取决于能量摄入

和消耗的变化[3]。 因此,关于人体肥胖的哪些临床

问题可以通过肥胖模型动物来回答,如体重波动变

化和减重对糖尿病和动脉硬化危险因素的影响都

是需要研究的重要科学问题[4-5]。 限食 ( calorie
restriction, CR)是饮食干预方案最常用的方式,每
天固定限制热量摄入,或者间歇性禁食( intermittent
fasting,IF)等都可以改善或逆转血糖和血脂谢异

常,甚至为治愈糖尿病探索带来曙光。 本期中“肥
胖及限食对胰岛素分泌调节异常的影响”论著文

章,从胰岛素分泌机制方面做了相关研究;“代谢手

术动物模型制备与应用现状”从动物水平探讨了代

谢手术相关机制国内外研究进展,具有重要意义;
“肥胖动物模型的研究及应用”文章指出,“在研究

哺乳动物的同时,还应看到果蝇、斑马鱼等非哺乳

动物寿命短、易于使用基因编辑工具干预的特点,
在人群研究的基础上筛选鉴定肥胖相关基因时可

以充分加以利用,高效便捷地分析,实现多模型互

补研究”。 显然,采用肥胖动物模型的研究从不同

视角和深度提供了强有力的科学依据,加快了解决

人类疾病防治的前进步伐[6-7]。
肥胖是当下以及今后长期存在的人类健康问

题,常常并发或伴随多种疾病。 本期中“肥胖的疾

病特征”一文重点阐述了相关特点。 肥胖的机制涵

盖基因、器官损害和行为医学等多领域,应用肥胖

模型动物来探索具体的科学问题,将会让更多的科

学成果从实验室再次回到指导临床实践的正确轨

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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