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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显示戒烟后体重增加或与肠道菌群有关研究显示戒烟后体重增加或与肠道菌群有关
吸烟是全球最容易主动避免

的死亡原因，但许多吸烟者却从未
努力尝试过戒烟。据悉，体重增加
是许多人不愿尝试戒烟的主要原
因之一。事实上，戒烟后发胖可能
与吸烟相关的多种因素相关，例如
能量摄入、新陈代谢率、体力活动
等等，但我们对其内在的分子机制
还不甚了解。不过弗勒与同事们
提出的一些证据显示，肠道微生物
或与该现象有关。

该研究作者利用小鼠模型复
制了人类戒烟后发生体重增加的
现象。实验过程中，小鼠在“吸烟”
期间的体重增加幅度较小，而在停
止“吸烟”后，其体重便回到了此前
不吸烟时的基线水平。研究显示，
部分微生物因素会影响戒烟后增
加的体重多少，而在此过程中，给
小鼠使用抗生素可以减少增加的
体重，说明细菌中某种受抗生素作
用的成分会对这一过程造成影
响。在停止使用抗生素后，小鼠体
重受到的影响仍然持续了数周，不
受饮食变化影响，也不受来自不同
供应商小鼠体内原始菌群的区别
影响。

弗勒和同事们接下来又开展
了一系列实验，确定与吸烟相关的
微生物群对体重变化的影响。他
们向体内不含原始菌群（即无菌）
的小鼠内分别移植了两种粪便菌
群，一种来自“吸烟”小鼠，另一种
来自“不吸烟”小鼠，结果前者增加
的体重比后者要多。并且在两类
不同品种、或采用不同饮食喂养的
小鼠身上，也观察到了相同的现
象，说明与吸烟相关的微生物群与

体重增加直接相关。
不过在将这些观察结果套用

到人类身上之前，还有几方面问题
需要解决。此前科学家曾比较过
吸烟者与非吸烟者体内的微生物
群，结果不同研究结果不一。弗勒
的研究显示，吸烟小鼠与不吸烟小
鼠粪便中的微生物组成存在明显
区别，但在人类研究中，这种区别
并不太明显。此外，不同个体体内
菌群的构成也存在显著不同。不
过研究显示，体内微生物的确与这
种体重变化相关，或有助于我们将
这些观察结果进行概推。要想获
得这些数据，我们需要对临床数据
开展回顾性分析。有些人曾接受
过粪便菌群移植，如果其捐赠者有
吸烟习惯，他们的体重变化是否会
与接受了非吸烟者粪便菌群移植
的人有所不同呢？

戒烟后最容易体重增加的人
群包括女性、低收入者、饮食习惯
较差者、较少进行体力活动者、以
及烟瘾较大者。因此我们需要注
意，虽然前文提到的简单模型大大
改变了我们对戒烟后体重增加现
象的看法，但将模型应用到临床实
践中时，还需要考虑到更多会影响
个体行为的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

正所谓“人如其食”，我们的饮
食会影响自身健康。而弗勒等人
的研究结果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
提出吸烟也会对肠道菌群造成影
响，增加从食物中摄取的能量水
平。

吸烟者体重一般比非吸烟者
要低，而在吸烟者戒烟之后，这一
情况便往往会发生反转。由于担

心体重增加，许多吸烟者都不愿戒
烟，反过来进一步增加了罹患吸烟
相关疾病的风险。

尼古丁是烟草中的主要成瘾
物质。它会刺激细胞中的烟碱型
乙酰胆碱受体，激活大脑中的回馈
回路，从而促发人们对烟草的渴
望。尼古丁还会刺激大脑海马
体中的阿黑皮素原等抑制食欲
的神经元，导致食物摄入减少。
人们一般认为，戒烟后体重增加
是上述过程反转的结果——海马
体中抑制食欲的神经元活动减
少，同时大脑中促进食欲的回路
活动增加。

但弗勒和同事们发现，这一
现象或许另有解释：与非吸烟者体
内菌群相比，吸烟者体内的一种菌
群会产生更多代谢性分子，会提高
从食物中摄取的热量水平，从而导
致戒烟后体重增加。这些分子大
多属于甘氨酸衍生物，例如二甲基
甘氨酸。当小鼠饮食中缺少硫酸
胆碱时（合成二甲基甘氨酸及相关
化合物所必需的分子），戒烟后就
不容易出现体重增加的现象。

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在去除
烟草中的尼古丁成分后，烟草烟雾
改变体内菌群的这种能力依然存
在；如果让小鼠不吸入烟雾、只摄
入尼古丁，肠道菌群就不会受到这
种影响。这一发现说明，烟草中的
非尼古丁成分才是影响肠道菌群、
导致能量摄取率提高和体重增加
的主因。

弗勒等人的研究发现对我们
弄清吸烟相关疾病内在机制提供
了重大启发。例如，甘氨酸等氨基

酸可作为神经元之间沟通时的神
经递质、或者是神经递质合成过程
中的关键前体。既然烟草烟雾会
影响由微生物调控的甘氨酸衍生
物的生成，这些分子可能会进入血
液之中，进而到达中枢神经系统，
影响身体的食欲调节和能量代
谢。另外，这些由菌群产生的食欲
抑制或食欲激活神经递质也可能
作用于肠道本身，改变局部感觉神
经元的活动。这可能会影响信息
向大脑中与能量稳态、以及其它与
吸烟相关脑区的传输，例如烟瘾的
发作。

还有一种可能性：吸烟者的肠
道菌群不仅能高效地吸收营养物
质，其他物质也不例外。例如，不
知吸烟时摄入的尼古丁是否会作
用于大脑、导致人们养成吸烟的习
惯；或者尼古丁衍生的生物活性分
子（代谢分子）是否会受肠道菌群、
或肺部等其它器官菌群影响。另

外，与烟草同时摄入的其它物质
（特别是酒精）的吸收、代谢和体内
散布或许也会受吸烟对肠道菌群
效应的影响。

这些发现从制药学角度为我
们提供了更多思路。如能研发出
一些作用于肠道的膳食补充剂，例
如合成二甲基甘氨酸等相关甘氨
酸衍生物所需的硫酸胆碱，或能抑
制戒烟后的体重增长现象，从而鼓
励更多人尝试戒烟。另外，如果能
弄清烟草中究竟是哪种物质影响
了肠道菌群，再将这种物质去除，
或许也能缓解戒烟后发胖。而另
一方面，这些成分或可用来帮助需
要提高能量摄入率的人，例如癌症
患者。

总之，这些针对戒烟后体重增
加现象的新思路应当能激励科学
家进一步思考，是否还有其它与吸
烟相关的生理和行为变化并非由
大脑引发。

《科学进展》最近发布的研究
显示，当婴儿能够闻到母亲身体
的天然气味时，他们更容易接受
不熟悉的女性，这表明母亲的气
味是一种安全信号。

此前的研究发现，母亲独特

的气味特征能让婴儿认出她们，
并在婴儿感到痛苦时起到舒缓作
用。

以色列赫兹利亚跨学科研究
中心的Yaara Endevelt-Shapira和
她的同事想知道的是，母亲气味
释放的信号是否也会改变婴儿对
陌生人的反应方式。

为此，研究人员让 62位母亲
连续两晚穿着棉质T恤，并避免使
用除臭剂或其他有香味的产品，
这样她们身体释放的自然气味就
会被衣服吸收。

她们的孩子（平均 7个月大）

则被固定在椅子上，然后被介绍
给一个陌生的、与自己妈妈年龄
相仿且住在同一地区的女人，这
个人自己本身也是母亲。

当把母亲的 T恤放在婴儿鼻
子底下时，他们会比嗅一件完全
相同的、未穿过的T恤更有可能微
笑、大笑和凝视陌生人。

两名参与者的头部都被安
装上脑电图（EEG）设备，结果显
示，当婴儿闻到母亲 T恤的气味
时，他们的脑电波更有可能与陌
生人的脑电波同步。当婴儿和
自己的母亲互相凝视时，也发现

了同样的同步脑电波，这被认为
是感觉相互联系的标志。

研究结果表明，“母亲的气味
可以帮助婴儿融入社会群体、探
索新的环境并与不熟悉的伙伴交
流。”Endevelt-Shapira说。

“这可以解释为什么从家
里带一个‘过渡性物体’，比如
毯子或可爱的玩具，可以帮助
年幼的孩子适应幼儿园，因为
它可能有点像他们的母亲。”
Endevelt-Shapira 说。不过，研究
人员并没有研究父亲或其他熟
悉的照顾者的气味是否会有类

似的效果。
“人类婴儿会从与父母以外

的成年人的亲密关系中受益，因
为他们比其他物种的幼崽更无
助，通常需要更广泛的关爱。”
Endevelt-Shapira说，“这可能就是
为什么母亲气味促进了这些外部
关系。”

“目前的研究发现，母亲的气
味有助于婴儿和与自己母亲相似
的女性建立关系，但还需要更多
的研究，看看这种影响是否会延
伸到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女性和
男性。”Endevelt-Shapira说。

婴儿闻到母亲气味时会与陌生人关系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