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噬与疾病

自噬是细胞的一个重要生物学功能。细胞通过对自噬底物的识别、自噬囊泡的形成，再经过

与溶酶体的融合，清除老化细胞器以及降解长周期蛋白和异常积聚蛋白。因此，自噬在蛋白质的

代谢、细胞器更新以及组织发育中有着重要作用，其功能调控直接参与了机体对细胞稳态的维持

和对疾病的抵抗。目前已有大量研究表明，自噬与疾病的发生密切相关，如心血管病、肿瘤、炎

症和免疫以及神经退行性疾病等。近年来，自噬研究得到了国内外科学家的广泛重视，研究论文

的数量直线上升。科技部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均已资助相关课题，这进一步促进了我国在自噬

研究领域的发展。我国科学家在自噬的机制和疾病关系研究中也取得了重大进展，许多研究成果

已经走在世界前沿。本刊对自噬这一研究领域一直十分关注，为促进对该领域现状及发展的了

解，本期汇集了 6篇述评和 1篇研究论文，作为自噬研究专题发表，以飨读者。

本专题主要对自噬与一些相关疾病关系的现状和发展进行了评述，并对自噬研究方法学和基

本机制也进行了综述，同时报道了在果蝇脊髓小脑变性 3型动物模型中开展的关于自噬与 Sir2发

挥神经保护作用相关性的研究，反映了目前自噬研究的一个侧面。马泰等主要综述了目前自噬研

究的技术和方法进展，评价了自噬的评估指标和这些自噬方法学的应用，提供了一个自噬方法学

上的基础交流。吴葩等介绍了 PI3K复合物中各组分蛋白与细胞自噬的关系，详细阐述了该通路

在细胞自噬调节中的最新研究进展，为这一信号通路研究提供了信息。何云凌等很好地总结了低

氧环境诱导线粒体自噬发生的相关分子机制，对参与调节线粒体自噬的重要蛋白进行了系统的描

述，为目前人们普遍关注的线粒体自噬与疾病的关系提供了前沿资料。谢凤等对心脏疾病状态下

细胞自噬的发生、发展及其对心脏疾病的影响进行了详细的论述，有助于研究者从自噬的角度来

探讨心脏疾病的发生发展及其机制。林小龙等围绕当前热点问题对自噬与血管内皮细胞的关系作

了描述，介绍了血管内皮细胞在各种药物刺激以及相关蛋白质过表达情况下对于自噬的反应以及

所引起的下游应答，探讨了自噬与血管疾病发病的相互关系。向波等介绍了细胞自噬与肿瘤的发

生发展的关系，描述了炎症 -自噬 -肿瘤的相关性以及自噬可能的抑瘤机制。曾爱源等利用果蝇

的遗传性脊髓小脑变性 3型模型，研究了 Sir2在自噬存在情况下对转基因果蝇的神经保护作用，

并发现在自噬抑制后 Sir2的保护作用明显减弱，揭示了 Sir2通过自噬保护神经元、减缓神经变

性蛋白损伤的作用机制。

本刊欢迎和期待更多、更好的有关自噬研究的来稿，以更广泛和深入地促进我国自噬研究领

域的发展和学术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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