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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一氧化氮(ＮＯ)、一氧化碳(ＣＯ)、硫化氢(Ｈ２Ｓ)、二氧化硫(ＳＯ２)等气体信号分子生物学效应与机制的

研究为人们对生命活动和疾病发生规律的认识提供了全新的视角ꎮ 本期专栏中几个团队分别从内源性 ＳＯ２ / ＡＡＴ２
体系对心肌肥厚时心肌细胞自噬的抑制作用、内源性 ＣＳＥ / Ｈ２Ｓ 体系拮抗内皮细胞炎症的新机制、外源性氢氧混合

气体增加健康人皮肤血流量等方面介绍了各自近期的相关工作ꎮ 这些研究对进一步了解气体信号分子的心血管

效应与机制提供了新认识ꎬ也为心血管疾病的防治提供了新思路ꎬ具有重要意义ꎮ 将来该领域的研究仍需在具有

生理病理意义的新气体信号分子的发现、体内不同生理病理状态下气体信号分子的作用与机制、气体信号分子之

间及与其他信号分子之间的相互作用与途径、内源性气体信号分子便捷检测技术及其水平变化的临床意义、气体

信号分子的控释药物研发和临床应用等方面加速推进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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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气体信号分子在心血管疾病中的作用一直是

医学领域研究的热点ꎬ一氧化氮(ｎｉｔｒｉｃ ｏｘｉｄｅꎬＮＯ)、
一氧化碳(ｃａｒｂｏｎ ｍｏｎｏｘｉｄｅꎬＣＯ)先后被证明是重要

的心血管功能调节气体信号分子[１￣２]ꎮ 之后ꎬ硫化

氢(ｈｙｄｒｏｇｅｎ ｓｕｌｆｉｄｅꎬＨ２Ｓ)、二氧化硫(ｓｕｌｆｕｒ ｄｉｏｘｉｄｅꎬ
ＳＯ２)等新的气体信号分子以及氢气分子的心血管

生物学效应也引起人们的关注[３￣７]ꎮ 为此ꎬ本刊这

一期组织“气体信号分子心血管效应”专栏ꎬ邀请该

领域的知名专家团队撰写了 ４ 篇研究论文ꎬ介绍了

各自在该领域的最新研究工作ꎮ 其中ꎬ杜军保、唐
朝枢教授团队的研究揭示了内源性 ＳＯ２ / ＡＡＴ２ 体系

对 ＡｎｇＩＩ 诱导心肌肥厚小鼠心肌细胞自噬的抑制作

用ꎬ深化了内源性 ＳＯ２ 心脏保护机制的认识[８]ꎮ 耿

彬教授团队发现 Ｈ２Ｓ 供体或过表达 ＣＳＥ 可上调重

要转录因子 ＫＬＦ６ 的表达ꎬ抑制其转录活性ꎬ下调了

靶基因的表达ꎬ从转录表达调控这一视角揭示了内

源性 ＣＳＥ / Ｈ２Ｓ 系统拮抗内皮细胞炎症的新机制[９]ꎮ
秦树存教授团队首次发现氢氧混合气能有效提升

健康人皮肤血流灌注量ꎬ这一结果不仅表明氢气可

能具有更广泛的生物医学效应ꎬ也提示吸入氢氧混

合气可能作为改善局部血液循环的一种新治疗手

段[１０]ꎮ 上述研究对于进一步阐明气体分子心血管

效应与机制以及心血管疾病干预新靶点提供了新

的资料ꎬ具有重要意义ꎮ 赵战芝等就 Ｈ２Ｓ 的心血管

效应与分子机制进行了系统的介绍ꎬ指出“加强对

Ｈ２Ｓ 的基础与转化医学研究可望为心血管疾病的发

病机制提供新的认识ꎬ为其防治带来新的策略” [１１]ꎮ
然而ꎬ目前该领域仍然存在一些科学问题还需

要研究人员一起进一步深入研究ꎮ ①机体生命活

动十分复杂ꎬ在代谢过程中可产生多种气体分子ꎬ
不论这些气体分子是中间产物还是终末产物ꎬ也不

管其量的多少ꎬ都不能简单地认为是“废物”ꎬ而应

继续寻找具有生物学效应的内源性新气体信号分

子并探索其在生命活动和疾病发生发展中的作用

与机制ꎻ②不同供体、不同用量和不同心血管疾病

状态下ꎬ气体信号分子可能呈现不同的效应ꎬ它们

在不同心血管疾病中的生物学机制、精准调控靶点

以及气体量效在心血管疾病中的影响和作用需要

更进一步的明确ꎻ③细胞信号转导重要的特征之一

是不同信号转导途径之间通过复杂的相互作用形

成信号网络ꎬ以整合调控的模式精确调控细胞活

动ꎬ在心血管疾病的发病中各种气体信号分子之

间、气体信号分子与其他类型信号分子之间究竟如

何相互作用也尚待进一步阐明ꎻ④对于内源性气体

信号分子在心血管疾病早期预警、早期诊断以及治

疗和预后预测中的临床意义要进一步探索ꎬ并加快

开发内源性气体信号分子含量的便捷检测方法ꎻ同
时ꎬ气体信号分子控释药物的设计与开发也亟待推

进ꎮ 上述问题的解决需要不同学科的交叉、多个学

科的协作ꎬ从而早日实现气体信号分子在心血管领

域的研究成果更多地从基础向临床转化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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