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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的有害影响作用，使得更容易遭受

传染病的感染，这是该真菌已被证实的

一种作用。”此外，她还表示，木霉菌

属在不同的机制下会产生其它毒素，十

之八九也会与霉素产生附加或协同作

用。

确认离子通道损伤路径十分重要，

这是因为对人体木霉菌感染有效的补救

措施很少。Amman表示，“据我所知，

对[与真菌相关的]离子通道影响的治疗方

法还未被研发出来。”她补充道，目前

唯一可行的措施是避免暴露，而新的发

现为保持室内环境干燥清洁提供了更大

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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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别潜在致肥物质
杀菌剂氟菌唑与小鼠体内的脂肪生成增加有关

致肥物是增加某一生物体内脂肪细胞的数量或者增加储

存在这些细胞中脂肪量的化学物质。致肥物可能还会通过调

节食欲、饱腹感或新陈代谢对肥胖间接产生作用。目前，研

究人员已识别出一种普通的农用化学品，这种化学品因其会

促使基因表达及干细胞分化为脂肪细胞而符合致肥物的条件

[EHP 120(12):1720-1726 (2012)；Li等]。

三分之二以上的美国民众——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两

倍——要么超重，要么肥胖。这通常是由于暴饮暴食和缺乏

活动造成的。但是有迹象显示，宠物、实验室动物、灵长类

动物以及在人类工业化社会中生活的流浪猫也出现了肥胖增

多的情况，这表明环境致肥物可能起了一定的作用。

本研究中，研究人员将人和小鼠的间充质干细胞

（MSCs）与脂肪前体细胞暴露于氟菌唑（triflumizole，

T F Z），一种广泛用于食品和观赏

作物的杀菌剂。MSCs能够分化为骨

骼、软骨或脂肪细胞；脂肪前体细胞

是对环境提示做出反应，完全发育为

脂肪细胞前体的脂肪细胞。研究者还

发现，人和小鼠肥胖相关基因上调且

存在脂肪积累。

随后，研究小组将3组怀孕小鼠

暴露于3种不同剂量的TFZ，并检查它

们后代的脂肪组织与基因表达特点。

虽然暴露及未暴露的小鼠后代在体重

上并未出现显著的差异，但是与未暴

露的后代相比，出生前暴露于最低剂

由于脂肪细胞充满了来自膳
食的脂质而且数量在增加，
脂肪的质量也在增长。

量TFZ的后代显现出“脂肪仓库”（脂肪储存的地方）的质量增

加。最低剂量比已确定的啮齿动物TFZ暴露未见不良反应的剂

量水平低400倍。

研究人员观察到，从暴露小鼠后代诱导培养出的MSCs变

为脂肪细胞的可能性似乎比变为骨细胞要高。TFZ已经被确

认为过氧化物酶体增殖物激活受体γ（PPARγ）的催化剂，这

种受体可调节脂肪细胞分化和基因表达。用PPARγ阻断剂处

理暴露后的MSCs使得它们分化为脂肪细胞的过程停止，这确

认了TFZ通过这一途径运作。

虽然暴露后的小鼠后代在8周处死时体重正常，但是作

者认为如果小鼠自然老去，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体重

的变化可能会增加。研究人员表示，那些观测到脂肪质量

增加的产前暴露小鼠被施加的暴露水平，一般人群可能也

会暴露到（目前没有人类暴露于TFZ

的实际数据）。他们建议，今后的

研究应该包含对人类TFZ水平的生物

监测，对与化学品对肥胖的潜在影

响相关的跨代效应以及表观遗传机

制的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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