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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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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节律是指从单细胞到动植物再到人类!所有生命活动均按一定时间顺序&周而复始的规律

性发生变化的节律%人体正常的生理功能与生物节律密切相关!如果正常的生物节律被打乱!会导致机体心理

和生理功能的异常!同时会引起机体各系统的功能紊乱%现有研究结果证明!生物节律的紊乱可导致多种疾病

的发生!如心血管疾病&高血压&糖尿病&肿瘤&肥胖&抑郁症等%多项研究结果表明!生物节律与疾病发生&发

展&疾病发作时间及药物应用时间具有密切的联系%近年来国内外对生物节律研究已然成为热点领域%本文

就生物节律相关研究成果进行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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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节律是指所有生命活动均按一定时间顺序'

周而复始地发生变化的节律!人体正常的生理功能

与生物节律密切相关&生物节律现象表现在很多方

面&如睡眠与觉醒周期'免疫能力'行为学'体温'血

压'哺乳动物的发情'分娩等$

"

%

!

>

!

生物节律的分类及作用

!!

根据变化周期的时间不同&生物节律可以分为日

节律'月节律和年节律!日节律&包括睡眠觉醒周期'

血压的变化等很多生理活动*月节律&包括以月为单

位的月经周期*年节律&包括植物的发芽'开花'结果

等现象!

生物节律对人的身体机能'精神活动及体温'脉

搏'激素等生理反应都发挥重要的调节作用!生物节

律的平衡稳定能够保证人体健康的生命活动&生物节

律发生紊乱时则会导致人体各种生理及心理功能的

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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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节律与疾病及药物运用的关系

?9>

!

生物节律与疾病发生'发展的关系
!

生物节律

理论的研究表明&中枢生物节律及外周生物节律的表

达异常可引起循环'神经'免疫'内分泌系统等方面疾

病的发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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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节律与循环系统的关系
!

8XN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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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

临床研究证实在慢性肾衰竭患者中&异常生理节律即

非杓型节律的发生率较高&且发生率越高者&肾功能

水平越差!孙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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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证明血压昼夜节律变化对

颈动脉内中膜厚度有明显影响!

RKP8X

等$

J

%比较

正常血压者非杓型血压与杓型血压颈动脉内中膜厚

度的差异&结果表明非杓型血压者的颈动脉内中膜增

厚的发生率明显高于杓型者!多项研究可以说明生

物节律紊乱对机体循环系统具有显著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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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节律与神经系统的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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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过调查研究显示生物节律与抑郁症患者的自杀意念

密切相关&晨间型抑郁症患者产生自杀念头明显少于

夜间型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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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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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发现生物节律紊乱与阿尔

茨海默病的发生'发展具有密切的关系!多项研究可

以表明生物节律紊乱会使机体神经系统发生功能障

碍&可引起多种神经系统性疾病的发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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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物节律与内分泌'免疫系统等其他系统的

关系
!

另有研究表明生物节律紊乱会引起免疫功能

低下'失眠'癌症'消化性溃疡'糖耐量降低等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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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加班和夜班工作与护士月经情况之间的

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高频率的加班和夜班工

作会导致护士月经周期紊乱&影响其生殖功能!

V̂PRQ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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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失眠可能引起各种疾病的发生'发

展&包括一些内分泌疾病及癌症!生物节律紊乱对于

人体内分泌'免疫等其他系统的影响较大&因此合理

规避不良生活作息是重要的解决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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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节律与疾病发作时间的关系
!

PKGGQ0Q3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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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希腊地区小于
!I

岁的急性
3M

段抬高型患者

进行分析&发现其高发时间段为
7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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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有

研究结果表明&脑出血'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

哮喘'脑血栓等疾病的发作时间也表现出生物节律的

特点$

"":"6

%

!因此可以认为许多疾病的发作时间与生

物节律具有一定的相关性&这可为疾病的发病诊断及

治疗提供相关的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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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节律与药物应用时间的关系
!

)VLMNL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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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受试者进行随机开放式试验&得出夜间摄

入阿司匹林与白天相比&可以更好地使血小板活性降

低&由此说明阿司匹林的摄入时间对血小板的活性具

有一定的影响作用!还有研究表明&降血压药物'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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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质激素'抗肿瘤药物等具有显著的昼夜节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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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临床的应用过程中&顺应药物的日节律性能够更好

地发挥药物的作用!

@

!

生物节律的生理机制

!!

生物节律调控系统主要是由生物节律输入系统'

生物节律输出系统及生物节律中枢
!

个部分组成!

人类的中枢节律起搏点位于视交叉上核上&在生物节

律的产生和运行中起到非常重要的调控作用!生物

节律系统是由自我调节的转录反馈机制作用&约
6J@

为一个振荡周期!人类的生物钟主钟位于下丘脑视

交叉上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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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L

被破坏&机体正常的生物节律因此会消失!

生物钟的分子机制&目前最受认可的是生物节律

运行的正'负反馈环路机制!目前己知的生物钟基因

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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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主要的反馈环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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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核心生物钟基因&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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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环路由

P->: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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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组成!该正负反馈环路的主

要核心生物钟基因为
8%&<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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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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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

其中正向环路主要由
8%&<W

和
)E(%"

两种转录因子

组成&而负向环路主要由
U-+

和
8+

5

因子组成!

8%&<W

和
)E(%"

这两个转录因子组成异二聚体&与其他生物

钟基因及钟控基因上游的启动子结合&促进其转录&

同时
U-+

和
8+

5

因子合成后在细胞质内结合成异二

聚体&转运到细胞核内&负反馈抑制
8%&<W

)

)E(%"

的

转录作用&从而实现了生物节律正负反馈的调控

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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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人类对生物节律不断

的深入研究&已经认识到生物节律的调节对人体的生

理功能具有明显的作用及生物节律紊乱会引起机体

多种疾病的发生!因此&人类&特别是心血管'神经系

统疾病患者及熬夜'作息不规律等人群应尽可能规避

不良作息习惯&恢复规律的生活作息方式&保证良好

的睡眠状态&避免生物节律紊乱的发生!随着人类对

生物节律的认知加深&今后生物节律在与人类多种疾

病发生'发展中的作用及细胞和分子机制将会备受关

注&从而进一步指导临床工作&为患者规避不良作息

习惯导致的疾病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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