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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30日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当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
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

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将进行现场直播。
N据新华社电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9月30日上午举行

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出席

破解“科学谜题”探索“长寿密码”
历经7年科研攻关，厦大林圣彩院士团队揭开“明星药”二甲双胍的神秘面纱

二甲双胍作为一种天然化合物的衍生物，自
1957年上市后，一直作为一线药物在临床被广泛使
用。然而，在过去的65年里，二甲双胍具体的作用
靶点始终是一个谜。这极大地限制了医药界对二甲
双胍的理解和应用。

就在今年，中科院院士、厦门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教授林圣彩团队历经7年的科研攻关，首次从分子
角度勾画出了二甲双胍行使功能的路线图，为反哺
理论意义和进一步拓展其应用范围奠定了基础，相
关研究成果于今年2月24日发表在《自然》杂志上。

近日，海都记者来到林圣彩院士所在的厦门大学
生命科学学院，揭秘这位杰出科学家背后的故事。

对于子女的教育，林
圣彩院士也有自己独到
的见解。“孩子本身就是
独立的个体，看着他们越
走越远的背影，我一点也
不伤感。我只希望他们
自信、健康，这就够了。”

林院士曾经逗他的
女儿说：“你怎么长得这
么难看？”没想到其回复
道：“你长得比我还丑。”
林院士听后哈哈大笑起
来，为她的回答感到骄
傲，认定女儿将来不会太
差。林院士始终认为，能
自我调侃的人，往往更加

淡泊名利。“直到现在，想
要做我的学生，我都会问
他们‘走路快不快，脸皮
厚不厚’。走路快的人自
信、有精力，‘脸皮厚’的
人抗压能力强。”

淡泊、懵懂、等待，被
林圣彩院士反复提及。
他呼吁青年一代，不要急
着发文章，更不要急着攀
比。“科学是一个摸索的
过程，年轻人要耐得住寂
寞。”林院士说，“艰辛也
许是一个有美感的东西，
不要急于求成，一生需要
在努力之中等待。”

相比起治学严谨的
科研人员形象，今年59岁
的林圣彩院士更像是一
个童心未泯的“老顽童”。
在闲暇之余，他喜欢与朋
友们凑在一起打“80 分”
（纸牌游戏）。“我很喜欢和
社会人士交朋友，不同层
次、不同学历。他们往往
能让人引发不同的思想
感悟。”林院士说道。

有人曾经形容他：
“对于以平和著称的厦门
大学来说，林圣彩的到来，
犹如一头公牛闯进瓷器
店，经常会听到因为他而
引发的噼里啪啦脆响声。”
林院士很喜欢这类形容，

“他们都认为我比较有个
性。我始终都很‘感谢’我
自己有‘个性’，敢于捕捉
顿悟和做出决策。对于
我不喜欢的东西，我会直
接否定。”林院士说，正是

由于回到“安静”的厦大，
才能让他真的安静下来，
专心搞科研。

从林圣彩院士的办
公室出来，抬头就可看见
一幅用瘦金体书写的“问
道明德”牌匾，高高挂在走
廊上。

“我常自诩为一名哲
学家。”林院士笑称，有一
天，这四个大字从林院士
的脑海中闪过，他便立刻
找人书写了下来。“道，既
可以理解成自然界固有
的规律、本质的东西，也
可 以 通 俗 地 理 解 为 原
理。德，即为一个人的行
为标准和品行。”林院士
解释说，人一辈子不论受
多高的教育，每时每刻都
需要问道，因为懂道太难
了，几乎是不可及的。如
今，“问道明德”反过来再
鞭策自己。

林圣彩院士投身代谢生
物学科研，从事代谢稳态调
控的分子机制、原理、生物学
功能的研究，以细胞代谢稳
态调控为研究核心取得了一
系列原创性成果，研究成果曾

入选“中国科学十大进展”。
林圣彩还曾是厦门大学

生命科学学院院长。在他任
职期间，大力推动人才引进和
学科建设，全力推进学院公共
仪器平台和设施建设，建设了

拥有近亿元的大型公共仪器
平台。由他领衔的团队先后
获国家基金委创新研究群体
和科技部重点领域创新团
队；组织申报并获批建设了
应激细胞生物学国家重点实

验室和天然产物源靶向药物
国家地方联合工程实验室两
个国家级研究平台，提高了厦
门大学生命科学的研究水平
和整体实力，实现了厦门大学
生物学学科的跨越式提升。

厦大生命科学学院林圣
彩院士团队长期致力于代谢
稳态和代谢疾病发生机制的
研究。2014年，他们就对二
甲双胍产生了兴趣。

当时，林圣彩院士与团
队在研究“细胞或者体内缺
乏葡萄糖时，细胞如何做出
感知和应答”的机制过程

中，发现了一条专门感知葡
萄糖的通路，发现这条感知
葡萄糖缺乏的通路是激活
AMPK（腺苷酸活化蛋白激
酶）之路。

团队大胆作出“二甲双
胍是否‘借道’葡萄糖感知
通路”的猜想。“当时的研
究发现，相当于知道一个小

偷进了哪栋大楼，但是我们
还不知道他在哪个房间，只
能一间一间地试。”林院士
形象地解释道。基于上述
研究方向，团队经过多年
探索，果然找到了二甲双
胍的分子靶点——PEN2，
证实了溶酶体途径才是二
甲双胍激活 AMPK 的真正

通路。
林院士回想起葡萄糖

感知通路，形容它就如同辟
谷。这一重要发现，有助于
解释二甲双胍的“健康密
码”如何发挥功效——和人
们俗称“七分饱”的卡路里
限制的手段类似，两者走的
是同一条线路。

二甲双胍作为治疗二
型糖尿病的一线药物，对糖
尿病患者来说并不陌生。
它于上世纪 20 年代从植物
山羊豆中分离得到，具有便
宜、降糖效果好且副作用小
等优点。近年来，各国通过
临床研究发现，二甲双胍不
仅可以降低血糖，其在缓解
脂肪肝、保护心血管、抑制

肿瘤生长等方面也有一定
效果。它甚至有潜在的抵
抗由糖尿病引起的多种癌
症的效果。

对于健康人群，二甲双
胍则可能具有抵抗衰老、延
长寿命的作用。因此，林
院士靶点的发现及其作用
原理跟卡路里限制连在一
起，被列为人类未来通向

健康长寿之路的重要手段
之一。

在国外，有数个大规模
的探索二甲双胍对人类寿
命影响的长期临床试验已
经展开，目的就是要找到这
一“健康密码”的最终证据，
造福于子孙后代。

此前，在全世界范围有
上万篇文章是基于“二甲双

胍是作为破坏线粒体来得
到好处”而开展的。“我们有
我们自己的科学审美，我决
不相信一个药物是通过破
坏细胞器来达到目的。”林
圣彩院士坚定地带领团队
对其进行反复研究，最终的
研究成果，正是被认为在二
甲双胍的分子靶点研究方
面取得的突破。

科学谜题：二甲双胍为何有“神效”

顺藤摸瓜：院士团队破解“健康密码”

潜心钻研：研究成果曾入选“中国科学十大进展”

N

海
都
记
者

蔡
嘉
雯

林
良
标

文/

图

【讲述】
“莫急于求成，

一生需要在努力之中等待”

【特写】
童心未泯 科研娱乐两不误

林圣彩院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