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讨论题

1. 《把吃出来的病吃回去》是张悟本在⼤型系列养⽣讲坛《⼤国医道》电视栏目30

集专题讲座内容基础上编纂⽽成的养⽣书。诸多提法荒诞不经且缺乏理论依据，

请据此讨论食物能治疗疾病么？ 

2.⼤约1/5的癌症患者有长期慢性炎症刺激。炎症提醒我们关注身体，请就“炎症距

离癌症到底有多远？”展开讨论。 

3.新冠病毒的核酸检测与抗原检测的区别和优劣？ 

4.我国在这次新冠疫情中投⼊研发的疫苗有哪⼏种？ 

5.以免疫应答为例说明为什么稳态对于⽣物体重要 

6.癌产⽣机理和治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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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苗技术，抵抗微⽣物，防治与治疗癌症，



⽣物技术—疫苗



Your immune defenses

↑↑

Innate Immunity Adaptive Immunity

适应性免疫先天性免疫



免疫应答和免疫记忆—疫苗的原理



From Youtube, Phospho Biomedical Animation例⼦ 新冠病毒



From Youtube, Phospho Biomedical Animation



From wikip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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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ccine technologies



Advances in COVID-19 mRNA vaccine 

development



mRNA COVID-19 Vaccines

• teach cells to make a protein that prompts an immune response

辉瑞 莫德纳



Cellular and humoral immune responses induced by messenger RNA (mRNA) vaccine

Fang, E., Liu, X., Li, M. et al. Sig Transduct Target Ther 7, 94 (2022)



Cellular and humoral immune responses induced by messenger RNA (mRNA) vaccine

Fang, E., Liu, X., Li, M. et al. Sig Transduct Target Ther 7, 94 (2022)

技术亮点1



Fang, E., Liu, X., Li, M. et al. Sig Transduct Target Ther 7, 94 (2022)

Structure of mRNA and nucleotide modifications

技术亮点2







TMPRSS2：transmembrane serine protease

Mutations on the Omicron S protein non-RBD may alter the route of viral entry into host cells



Vaccine-induced immunity against SARS-CoV-2 Omicron

Fan, Y., Li, X., Zhang, L. et al. Sig Transduct Target Ther 7, 141 (2022). 



抗原原罪
当身体首次遭遇感染时，他会制造对付该感染主要抗原的有效抗体，并消除感染。当
在遭遇到相同的感染，但病原体经演化产⽣新的主要抗原，最初的抗原变得较为次要
时，免疫系统仍只制造对付原先“过时的次要抗原”的抗体，⽽不会产⽣对付新的主要
抗原的新抗体。这会导致产⽣⽆效的抗体与随之的虚弱免疫⼒。



抗原原罪

1918年西班牙流感：T细胞抗原原罪





How to read the information on DNA?



DNA技术



DNA技术



⽣物信息学

20世纪遗传信息的研究

•分解 

•分析 

•重组 

•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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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R技术

Kary Mullis
1993 Nobel prize

聚合酶链式反应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 体外扩增 DNA片段——扩增目标基因

• 应用：核酸检测



DNA分离技术



DNA分离技术



应用：亲⼦鉴定 DNA指纹鉴定
• 检测：可变的串联重复序列（Variable Number of Tamdem Repeats） 
• 这种序列特点： 
    -短，连续的重复序列 
    -每个个体中的拷贝数不同 
    -也叫做遗传标记



探索⽣物的信息



测序技术
依赖计算机程序分析



DNA
(template strand)

Primer Deoxyribo- 
nucleotides

Dideoxyribonucleotides 
(fluorescently tagged)

DNA
polymerase

DNA (template  
strand)

Labeled strands

Direction 
of movement 
of strands

Longest labeled strand

Detector

Laser Shortest labeled strand

Shortest Longest

Technique

Results

5′

5′

5′

5′

5′

3′

3′

3′

3′

3′

C
T
G
A 
C
T
T
C
G
A
C
A
A

C
T
G
A 
C
T
T
C
G
A
C
A
A

T
G
T
T

C
T
G
T
T

dATP

G
C
T
G
T
T

C
T
G
T
T

C
T
G
T
T

C
T
G
T
T

C
T
G
T
T

C
T
G
T
T

G
A
C
T
G
A
A
G
C
T
G
T
T

A
C
T
G
A
A
G

C
T
G
A
A
G

T
G
A
A
G

C
T
G
T
T

G
A
A
G

A
A
G

A
G

ddATP
dCTP ddCTP
dTTP ddTTP
dGTP ddGTP

P P P P P P
G G

Last nucleotide 
of longest 
labeled strand

Last nucleotide 
of shortest 
labeled strand

G
A
C
T
G
A
A
G
C

dd
dd

dd
dd

dd
dd

dd
dd

dd

第⼀代测序

Sanger法
双脱氧核苷酸：
使合成终⽌



⼀种特殊的纳米孔，孔内共价结合有分⼦接头。当DNA 碱基通过纳米孔时，它们使
电荷发⽣变化，从⽽短暂地影响流过纳米孔的电流强度（每种碱基所影响的电流变

化幅度是不同的），灵敏的电⼦设备检测到这些变化从⽽鉴定所通过的碱基。

Nanopore sequencing



DNA测序价格对比摩尔定律

摩尔定律是英特尔创始⼈之⼀⼽登·摩尔的
经验之谈，其核⼼内容为：集成电路上可以

容纳的晶体管数目在⼤约每经过18个月到
24个月便会增加⼀倍。 换⾔之，处理器的
性能⼤约每两年翻⼀倍，同时价格下降为之

前的⼀半。



测序⾏业的兴起

• 各种测序公司 

• 新的技术/新的仪器



个性化医疗？



精准医疗

• 针对⼀部分⼈



DNA技术



重组DNA技术



重组DNA技术

• 限制性内切核酸酶 

       —识别特定的DNA序列并进⾏剪切 

       —细菌免疫系统（降解外源病毒DNA） 

• 载体（质粒）

得益于⽣物学的重要发现



• 载体Vector（质粒）





筛选依据—载体上的特征



21世纪是⽣物的世纪



基因编辑技术



• 基因治疗 
• 作物和牲畜改良 
• 基础研究：细胞和动物模型



Summary

疫苗的原理

PCR技术

重组DNA技术

限制性内切核酸酶

质粒

基因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