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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天堂大学大学院医学研究科神经学斉木臣二先任准教授、服部信孝教授、花王株式会社生物科学

研究所、株式会社 Preferred Networks 的共同研究团队在帕金森病※1患者的皮脂 RNA（核糖核酸）※2中

发现了与该病症相关的特有的信息，进而阐明结合皮脂 RNA 信息的机器学习模型※3，可能可以用于对

帕金森病的诊断。上述研究结果的革新性意义在于，提示了使用通过非侵袭性的方式即可采样的皮脂

RNA 生物成分来诊断帕金森病的新方法的可能性，并提示了根据病状作出早期诊断的前景。研究成果发

表于英国科学杂志“Scientific Reports”的网络版。 
 

 
■背景  

在日本，帕金森病罹患率上升到每 10 万人中约 140 人，成为第二大神经变性疾病，该病会引起运

动相关的症状以及自律神经障碍、认知能力降低的缓慢进行性恶化。目前帕金森病尚无根治方法，但是

通过早期确诊、不断地合理治疗，可以使症状得到控制。然而帕金森病的诊断需要进行专业且复杂的检

查，因此迫切需要更为简便的检查方法。 
皮脂增加而导致的脂溢性皮炎等若干皮肤症状与帕金森病具有高频率的并发性。顺天堂大学的研究

团队因此先假设了“皮脂中含有与帕金森病相关的信息”，为探查能正确反映帕金森病患者的症状的生

物标志物，与拥有皮脂 RNA※4 全面分析技术的花王、拥有机器学习和深度学习等人工智能关联技术的

Preferred Networks 一起，展开了共同的研究验证。 
 

 

■内容 
   研究团队针对轻症帕金森病患者※5展开了 2 次独立的实验。对第一组（未经治疗的帕金森病患者 7
名、正常健康者 13 名）、第二组（未经治疗患者及内服药治疗中患者共 46 名、正常健康者 50 名）的皮

脂 RNA 信息进行比对。用 1 枚吸油膜在全脸部采集皮脂并提取皮脂 RNA，并通过下一代基因测序仪对

RNA 量进行全面分析后，将所包含的信息提取后构建机器学习的模型(图 1)。 
 

皮脂 RNA 中发现帕金森病患者特有的信息 

～ 探索皮脂 RNA 信息与机器学习模型结合的新型检查方法的可能性～ 

本研究成果的要点 

●帕金森病患者具有其特有的皮脂 RNA 信息 

●帕金森病患者的与线粒体机能相关的皮脂 RNA 会发生变化 

●运用皮脂 RNA 信息构建机器学习模型分析有望成为帕金森病早期诊断方法 



 
 

通过对皮脂 RNA 分析，在第一组和第二组中分别获得了约 4000 种 RNA 信息，在观察帕金森病患

者中变化较大的约 200-400 种 RNA 时发现，与帕金森病病变有密切关系的、与线粒体※6相关的多种 RNA
有增加的倾向（图 2）。由此得知，帕金森病患者的皮脂 RNA 中含有与正常健康者不同的信息，进而确

认了从这些皮脂 RNA 中获得的信息与已知的帕金森病病变导致的变化相一致。 
 

 
 

接着，对将皮脂 RNA 信息与名为 Extremely Randomized Trees ※7的机器学习模型结合能否鉴别帕金

森病进行验证。将上述两组数据进行综合分析得到的结果显示，该模型能够通过对皮脂 RNA、年龄、性

别信息进行分析后鉴别出帕金森病（图 3、橙色线）。此外，运用同样方法，还能预测帕金森病的病情严

重程度※5，而这一病情严重程度数值与皮脂 RNA、年龄、性别信息进行组合所构建的机器学习模型，可以

更加精确地鉴别出帕金森病（图 3、蓝色线）。 
 
 
 
 

 



 
 
■未来的推进 
  本研究成果证实了皮脂 RNA 信息与机器学习模型的结合可以对帕金森病进行早期诊断，令人瞩目。

只需 1 枚吸油膜、毫无侵袭性且人人皆可轻松采集的皮脂 RNA 用于实验，如果如此简便的帕金森病检

查方法能够实现，无疑将有助于早期诊断及先期干预式医疗的开发。 
  帕金森病诊断的难点在于，不仅必须鉴别与之类似的其他疾患是否存在，即便是与皮脂 RNA 变化有

关联，也还要排除日常生活等其他外在因素的影响。研究团队今后将考虑通过构建能够对其他类似疾患

进行鉴别的机器学习模型，和控制基本日常生活的影响以提高数据精度等手段，开发全新的帕金森病检

查方法。 
 

 
＜用语解说＞ 
※1 帕金森病：  

以进行性中的脑黑质神经细胞脱落为特征的的神经变性疾患，在日本患者有 14 万人。发病率随年龄增高，

2030 年，预测全世界将有 1400 万人罹患此疾病。 

 

※2 RNA （核糖核酸）： 

RNA 是基于 DNA 信息，在活体内合成的分子。相较于 DNA 所含信息的基本一生不变，RNA 信息则随着体

内状态和外部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变化，是能够提供动态的体内信息的分子。驱动体内的酶和肌肉等的蛋白质，

即是基于 RNA 信息合成的。 

 

※3 机器学习：  

机器学习是通过将大量数据进行统计学上的处理，找出数据所包含的规律和法则的方法，是一般被称作“人

工智能”的技术的一种，而作为机器学习手段之一的“深度学习”近年来颇受注目。 

 

 



※4 皮脂 RNA：  

指皮脂中所含有的 RNA。皮脂是由存在于皮脂腺中脂腺细胞通过被称为全分泌的特殊机制分泌的。脂腺细

胞通过全分泌将细胞中全部的成分释放，分泌出的皮脂中不仅含有脂质，还有作为细胞成分之一的 RNA。

并且，皮脂具有抑制 RNA 分解酶活性的作用，因此其中可以保有具备用于分析的品质的未分解的 RNA。 

 

※5 帕金森病的重症度：  

帕金森病的病情严重程度以“Hoehn & Yahr 分级（I～V 级）”为指标。Ｉ级是最轻症、V 级是最重症。有

时将 I 级及 II 级统称为轻症。 

 

※6 线粒体：  

线粒体是有关细胞的能量产生的细胞内小器官。帕金森病患者的脑内因线粒体的蛋白质机能不全而导致了神

经细胞的坏死。 

 

※7 Extremely Randomized Trees：  

Extremely Randomized Trees 是机器学习的方法之一，是机器学习中频繁使用的 Random Forest 方法中派生出

来的算法，具有能够构建较 Random Forest 更高效的模型的优点。 

 

※8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ROC)曲线：  

以纵轴标示真阳性率，横轴标示伪阳性率，图像随分断值改变的曲线图，用于评价一种检查方法的是否有

效，在 0.5-1.0 之间的数值形成的曲线下面积越接近 1.0，表示其诊断有效性越高。 

 

 

该研究及其 JSPS 科研费(研究代表者:斉木臣二: JP15H04843, JP18H02744, JP18KT0027, JP18KK0242)
得到了国立研究开发法人日本医疗研究开发机构 (AMED)的革新尖端研究开发支援事业（AMED-
CREST）「基于疾病代谢产物分析及代谢控制的革新性医疗基础技术的开创」这一研究开发领域※（研究

开发统括：清水孝雄）的研究开发课题「同一基准下的帕金森病代谢物生物标志的创出及基于分子标的

机构的种子药物研究」（研究开发代表：服部信孝）的支持。 
衷心感谢全力支持本研究的患者。 

 
※本研究开发领域在日本医疗研究开发机构下于平成 27 年 4 月启动，后由国立研究开发法人科学技术

振兴机构接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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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脂RNA中发现帕金森病患者特有的信息

～ 探索皮脂RNA信息与机器学习模型结合的新型检查方法的可能性～









花王株式会社

顺天堂大学

株式会社Preferred Networks



顺天堂大学大学院医学研究科神经学斉木臣二先任准教授、服部信孝教授、花王株式会社生物科学研究所、株式会社Preferred Networks的共同研究团队在帕金森病※1患者的皮脂RNA（核糖核酸）※2中发现了与该病症相关的特有的信息，进而阐明结合皮脂RNA信息的机器学习模型※3，可能可以用于对帕金森病的诊断。上述研究结果的革新性意义在于，提示了使用通过非侵袭性的方式即可采样的皮脂RNA生物成分来诊断帕金森病的新方法的可能性，并提示了根据病状作出早期诊断的前景。研究成果发表于英国科学杂志“Scientific Reports”的网络版。

本研究成果的要点

●帕金森病患者具有其特有的皮脂RNA信息

●帕金森病患者的与线粒体机能相关的皮脂RNA会发生变化

●运用皮脂RNA信息构建机器学习模型分析有望成为帕金森病早期诊断方法





■背景 

在日本，帕金森病罹患率上升到每10万人中约140人，成为第二大神经变性疾病，该病会引起运动相关的症状以及自律神经障碍、认知能力降低的缓慢进行性恶化。目前帕金森病尚无根治方法，但是通过早期确诊、不断地合理治疗，可以使症状得到控制。然而帕金森病的诊断需要进行专业且复杂的检查，因此迫切需要更为简便的检查方法。

皮脂增加而导致的脂溢性皮炎等若干皮肤症状与帕金森病具有高频率的并发性。顺天堂大学的研究团队因此先假设了“皮脂中含有与帕金森病相关的信息”，为探查能正确反映帕金森病患者的症状的生物标志物，与拥有皮脂RNA※4全面分析技术的花王、拥有机器学习和深度学习等人工智能关联技术的Preferred Networks一起，展开了共同的研究验证。





■内容

　  研究团队针对轻症帕金森病患者※5展开了2次独立的实验。对第一组（未经治疗的帕金森病患者7名、正常健康者13名）、第二组（未经治疗患者及内服药治疗中患者共46名、正常健康者50名）的皮脂RNA信息进行比对。用1枚吸油膜在全脸部采集皮脂并提取皮脂RNA，并通过下一代基因测序仪对RNA量进行全面分析后，将所包含的信息提取后构建机器学习的模型(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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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皮脂RNA分析，在第一组和第二组中分别获得了约4000种RNA信息，在观察帕金森病患者中变化较大的约200-400种RNA时发现，与帕金森病病变有密切关系的、与线粒体※6相关的多种RNA有增加的倾向（图2）。由此得知，帕金森病患者的皮脂RNA中含有与正常健康者不同的信息，进而确认了从这些皮脂RNA中获得的信息与已知的帕金森病病变导致的变化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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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对将皮脂RNA信息与名为Extremely Randomized Trees ※7的机器学习模型结合能否鉴别帕金森病进行验证。将上述两组数据进行综合分析得到的结果显示，该模型能够通过对皮脂RNA、年龄、性别信息进行分析后鉴别出帕金森病（图3、橙色线）。此外，运用同样方法，还能预测帕金森病的病情严重程度※5，而这一病情严重程度数值与皮脂RNA、年龄、性别信息进行组合所构建的机器学习模型，可以更加精确地鉴别出帕金森病（图3、蓝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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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的推进

 　本研究成果证实了皮脂RNA信息与机器学习模型的结合可以对帕金森病进行早期诊断，令人瞩目。只需1枚吸油膜、毫无侵袭性且人人皆可轻松采集的皮脂RNA用于实验，如果如此简便的帕金森病检查方法能够实现，无疑将有助于早期诊断及先期干预式医疗的开发。

　 帕金森病诊断的难点在于，不仅必须鉴别与之类似的其他疾患是否存在，即便是与皮脂RNA变化有关联，也还要排除日常生活等其他外在因素的影响。研究团队今后将考虑通过构建能够对其他类似疾患进行鉴别的机器学习模型，和控制基本日常生活的影响以提高数据精度等手段，开发全新的帕金森病检查方法。





＜用语解说＞

※1　帕金森病：　

以进行性中的脑黑质神经细胞脱落为特征的的神经变性疾患，在日本患者有14万人。发病率随年龄增高，2030年，预测全世界将有1400万人罹患此疾病。



※2　RNA （核糖核酸）：

RNA是基于DNA信息，在活体内合成的分子。相较于DNA所含信息的基本一生不变，RNA信息则随着体内状态和外部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变化，是能够提供动态的体内信息的分子。驱动体内的酶和肌肉等的蛋白质，即是基于RNA信息合成的。



※3　机器学习：　

机器学习是通过将大量数据进行统计学上的处理，找出数据所包含的规律和法则的方法，是一般被称作“人工智能”的技术的一种，而作为机器学习手段之一的“深度学习”近年来颇受注目。





※4　皮脂RNA：　

指皮脂中所含有的RNA。皮脂是由存在于皮脂腺中脂腺细胞通过被称为全分泌的特殊机制分泌的。脂腺细胞通过全分泌将细胞中全部的成分释放，分泌出的皮脂中不仅含有脂质，还有作为细胞成分之一的RNA。并且，皮脂具有抑制RNA分解酶活性的作用，因此其中可以保有具备用于分析的品质的未分解的RNA。



※5　帕金森病的重症度：　

帕金森病的病情严重程度以“Hoehn & Yahr分级（I～V级）”为指标。Ｉ级是最轻症、V级是最重症。有时将I级及II级统称为轻症。



※6　线粒体：　

线粒体是有关细胞的能量产生的细胞内小器官。帕金森病患者的脑内因线粒体的蛋白质机能不全而导致了神经细胞的坏死。



※7　Extremely Randomized Trees：　

Extremely Randomized Trees是机器学习的方法之一，是机器学习中频繁使用的Random Forest方法中派生出来的算法，具有能够构建较Random Forest更高效的模型的优点。



※8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ROC)曲线：　

以纵轴标示真阳性率，横轴标示伪阳性率，图像随分断值改变的曲线图，用于评价一种检查方法的是否有效，在0.5-1.0之间的数值形成的曲线下面积越接近1.0，表示其诊断有效性越高。





该研究及其JSPS科研费(研究代表者:斉木臣二: JP15H04843, JP18H02744, JP18KT0027, JP18KK0242)得到了国立研究开发法人日本医疗研究开发机构 (AMED)的革新尖端研究开发支援事业（AMED-CREST）「基于疾病代谢产物分析及代谢控制的革新性医疗基础技术的开创」这一研究开发领域※（研究开发统括：清水孝雄）的研究开发课题「同一基准下的帕金森病代谢物生物标志的创出及基于分子标的机构的种子药物研究」（研究开发代表：服部信孝）的支持。

衷心感谢全力支持本研究的患者。



※本研究开发领域在日本医疗研究开发机构下于平成27年4月启动，后由国立研究开发法人科学技术振兴机构接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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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王株式会社 


顺天堂大学 


株式会社Preferred Networks 


 


顺天堂大学大学院医学研究科神经学斉木臣二先任准教授、服部信孝教授、花王株式会社生物科学


研究所、株式会社Preferred Networks的共同研究团队在帕金森病


?1


患者的皮脂RNA（核糖核酸）


?2


中


发现了与该病症相关的特有的信息，进而阐明结合皮脂RNA信息的机器学习模型


?3


，可能可以用于对


帕金森病的诊断。上述研究结果的革新性意义在于，提示了使用通过非侵袭性的方式即可采样的皮脂


RNA生物成分来诊断帕金森病的新方法的可能性，并提示了根据病状作出早期诊断的前景。研究成果发


表于英国科学杂志“Scientific Reports”的网络版。 


 


 


¦背景  


在日本，帕金森病罹患率上升到每10万人中约140人，成为第二大神经变性疾病，该病会引起运


动相关的症状以及自律神经障碍、认知能力降低的缓慢进行性恶化。目前帕金森病尚无根治方法，但是


通过早期确诊、不断地合理治疗，可以使症状得到控制。然而帕金森病的诊断需要进行专业且复杂的检


查，因此迫切需要更为简便的检查方法。 


皮脂增加而导致的脂溢性皮炎等若干皮肤症状与帕金森病具有高频率的并发性。顺天堂大学的研究


团队因此先假设了“皮脂中含有与帕金森病相关的信息”，为探查能正确反映帕金森病患者的症状的生


物标志物，与拥有皮脂RNA


?4


全面分析技术的花王、拥有机器学习和深度学习等人工智能关联技术的


Preferred Networks一起，展开了共同的研究验证。 


 


 


¦内容 


   研究团队针对轻症帕金森病患者


?5


展开了2次独立的实验。对第一组（未经治疗的帕金森病患者7


名、正常健康者13名）、第二组（未经治疗患者及内服药治疗中患者共46名、正常健康者50名）的皮


脂RNA信息进行比对。用1枚吸油膜在全脸部采集皮脂并提取皮脂RNA，并通过下一代基因测序仪对


RNA量进行全面分析后，将所包含的信息提取后构建机器学习的模型(图1)。 


 


皮脂RNA中发现帕金森病患者特有的信息 


～ 探索皮脂RNA信息与机器学习模型结合的新型检查方法的可能性～ 


本研究成果的要点 


●帕金森病患者具有其特有的皮脂RNA信息 


●帕金森病患者的与线粒体机能相关的皮脂RNA会发生变化 


●运用皮脂RNA信息构建机器学习模型分析有望成为帕金森病早期诊断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