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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鼠嗅觉发达， 只要空气中出
现一丝天敌的气味， 它会立马警觉
地原地不动。 当恐惧发生的瞬间，
老鼠的脑袋里发生了什么？ 浙江大
学医学院神经科学研究所的段树民
院士和汪浩研究员合作研究了这一
问题的神经机制。 他们发现， 大脑
脑干中的 2 类神经元是气味诱导的
先天性恐惧情绪 “开关”， 对恐惧
情绪下的行为反应起决定作用。 这
一研究成果能为恐惧诱发的焦虑症
和抑郁症的治疗提供新方案。 相关
论文在国际著名期刊 《自然-神经
科学》 上在线发表。

大脑里有开关
控制恐惧

恐惧对物种的生存起到至关重
要的作用。 对危险因素产生适度的
恐惧反应， 是生物自我保护的重要
机制， 从而可以规避危险； 但过度
的恐惧反应则会导致焦虑、 抑郁等
危害健康的疾病。 恐惧可以分为后
天经验获得的恐惧 （又称条件性恐
惧）， 比如俗语说的 “一朝被蛇咬，
十年怕井绳”， 也可以是先天具有
的， 比如老鼠天生怕猫， 有些人天
生恐高、 怕蟑螂等。 相对于条件性
恐惧， 人们对先天性恐惧的神经环

路机制还知之甚少。
新研究负责人、 中国科学院院士

段树民介绍说， 研究团队采用光遗传
学技术， 通过转基因手段， 将光敏感
通道转入小鼠脑内， 发现小鼠大脑脑
干中的 2 类不同亚型的抑制性 （GA鄄
BA） 神经元———PV 阳性和 SOM 阳
性， 对恐惧反应具有双向调节作用。

老鼠天生怕狐狸， 怕到什么程
度？ 在动物实验中， 研究人员将红
狐狸尿中的一种化合物放置到小鼠
活动的区域。 于是 1 秒钟前， 还活
蹦乱跳的小鼠在闻到这种化合物
后， 立马感到： 狐狸来了！ 此时的
小鼠仿佛 “被点穴” 了一般一动不
动， 并开始瑟瑟发抖， 同时心率、
血压等植物性神经指标上升， 包括
血液中的应激激素含量也在飙升，
表明小鼠正处于极度恐惧的状态。

接着， 研究人员通过入脑光纤
刺激并抑制了小鼠的 PV 阳性的
GABA 神经元后， 小鼠变得胆大无
比了， 即使闻到天敌的尿味也依然
东蹿西跳。 “PV 阳性的 GABA 神
经元就像一个神经开关， 当我们抑
制它， 小鼠就会变得 ‘胆大’。 相
反， 即使在没有外界气味诱导的情
况下， 若激活这种神经元， 小鼠也
会产生逃避、 心跳加速、 失禁等恐

惧症状。” 研究共同通讯作者、 浙
江大学基础医学院研究员汪浩说。
另一种亚型的 SOM 阳性神经元则
表现为相反的调节作用———激活
SOM， 小鼠 “胆大如牛”， 不知道
害怕是什么玩意。

进一步的研究还发现， GABA
神经元的上游是 “缰核”。 缰核是
脊椎动物共有的大脑部位， 已有研
究显示， 缰核与抑郁症与焦虑有很
大的关系， 主要参与调控人和动物
的负面情绪。

治疗抑郁症有新希望
过度的恐惧， 是焦虑甚至更严

重的抑郁症等精神疾病的原因。 著
名医学杂志 《柳叶刀》 曾发表过一
份研究报告称： 中国精神障碍患病
率为 17.5%， 其中抑郁障碍人群排
名第一， 预计达到 6100 万人 。 世
界卫生组织的统计数据表明， 抑郁
症目前已成为世界第四大疾病， 预
计到 2020 年 ， 它可能超过癌症 ，
成为仅次于心脑血管病的人类第二
大疾患。

如果人们知道怎么从生理上直
接调控恐惧， 这些疾病的治疗， 就
有了新的希望。

周炜 朱涵 章咪佳

焦虑症和抑郁症将有新的治疗方案
恐惧情绪控制“开关”被找到 ■ 近日， 澳大利亚新南威

尔士大学的科学家用纳米微粒
打碎了顽固的细菌生物膜。 而
一旦细菌生物膜解体， 细菌就
变得容易对付。 新方法将为细
菌生物膜引起的慢性炎症提供
治疗思路。

新华
■ 河南省肿瘤医院赵玉洲

博士与中美 （河南） 荷美尔肿
瘤研究院李海涛和刘康栋博士
合作开展的研究表明， 前列腺
素中血栓素 A2 有望成为结肠癌
筛查、 预后判断、 治疗效果检
测的重要分子标记物， 有助于
提高结肠癌的诊断正确率。

史俊庭 王晓凡
■ 我们都知道高密度脂蛋

白对心血管有保护作用。 不
过， 意大利心脏病专家伊利
纳·诺瓦雷斯教授回顾多项医
学研究后发现， 这种“好胆固
醇” 并非越多越好。 英国皇家
维多利亚医院的首席顾问德莫
特·尼利表示， 好胆固醇浓度
超过 2.3 毫摩 / 升时， 会增加
心脏病风险。

黄敏
■ 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公共

卫生学院的一项小型研究发现，
补充 ω-3 脂肪酸或有助于防治
类风湿性关节炎。 三文鱼、 鲭
鱼等深海肥鱼及鱼油、 藻类衍
生食物补剂等都含有丰富的
ω-3 脂肪酸。 下一步研究人员
将展开更大规模的临床研究证
实这一研究成果的有效性。

徐澄

什么是幸福的秘诀？ 英国一项
心理研究告诉你———别用手机接收
工作邮件。 心理学家们称， 人们应
该关闭手机里的应用程序， 忽视不
断涌入的电子邮件， 因为持续更新
的信息是 “有害的压力源”。

英国伦敦未来工作中心研究人
员针对使用电子邮件的利弊， 访问
了英国各行各业近 2000 名员工 。
他们发现， 压力最大的 2 种习惯，
分别是整天开着电子邮件和在清晨
及深夜时检视电邮。

如今， 科技已经使人们能够随
时随地收发电子邮件， 然而这种习
惯会对人们的幸福感带来负面冲
击。 研究发现， 因为 “推播通知”
功能而不断确认和阅读电子邮件，
会让人们出现紧张和忧虑的迹象。
有了这项功能， 即使没有打开邮件
App， 用户也会被提醒收到新讯息。

此外， “邮件压力” 越大， 对
家庭生活的负面影响也越大， 而家
庭生活中的负面因素又会影响到工
作表现。 调查显示， 就职于信息技
术、 市场营销、 互联网、 传媒行业
的人最容易受邮件压力困扰。

研究人员表示， 电子邮件是把
“双刃剑”， 它提供了便捷有用的沟通
方式， 却又成为不少人的压力之源。

方留民 乔颖

随时接电邮
新压力之源

英国伦敦大学国王学院宣
布， 其参与研发的软体机器人
可协助医生实施微创手术。 与
现有外科手术机器人相比， 这
款软体机器人具备更高的伸缩
能力， 更容易在人体中移动。

现有外科手术机器人多是
基于刚性零部件组装而成， 伸
缩弯曲能力非常有限。 英国伦
敦大学与英国邓迪大学的研究
人员研发的新型软体机器人外
形如章鱼触须， 其部件由硅氧
树脂材料制作。 机器人配备了
相关驱动装置， 具有很高的柔
韧性， 能轻松地从小创口进入
人体， 并绕过人体内脆弱的器
官抵达患处。

这款机 器 人 配 备 了 摄 像
头， 能为医生提供人体内清晰
的画面， 帮助医生更精确、 高
效地完成外科手术。 机器人还
能配备夹子、 手术刀等外科手
术工具， 从而可直接为病人实
施手术。

张家伟

软体机器人
助力外科手术

都说喝多伤肝， 到底伤害有多
大？ 先来看看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
中心对 “豪饮” 的定义： 男性 2 小
时内喝下 5 个、 女性喝下 4 个酒精
单位的酒精。 1 个酒精单位约等于
10 毫升纯酒精。 喝酒会令脂肪堆
积在肝脏， 最终损伤肝功能。

为弄清 “豪饮” 对身体的伤
害， 美国密苏里大学医学院教授
希文达·舒克拉牵头在小鼠身上进
行实验。 研究人员把小鼠分成几
组， 让一组小鼠天天喝酒， 一组
不时豪饮， 一组不但天天喝还经
常 “喝大 ”， 另一组则不接触酒
精。 4 周后， 研究人员发现， 接触

酒精的小鼠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
肝损伤， 以天天喝且经常豪饮的
小鼠情况最为严重， 它们肝脏上
堆积的脂肪是不接触酒精组小鼠
的 13 倍。 研究人员说， 这或许是
由肝脏内部新陈代谢改变导致。

酒精伤害的不仅仅是肝脏 ，
舒克拉在 《生物分子》 杂志上撰
文指出， 大量饮酒会令肝脏和其
他器官产生炎性反应， 甚至影响
人体整个生理过程， 引发糖尿病、
心血管疾病及癌症。

荆晶

酗酒比想象中可怕得多！

信不信由你， 经常刷牙和使用
牙线清洁牙齿可改善性生活。 《性
医学》 杂志刊登土耳其一项新研究
发现， 在 30多岁的男性中， 严重牙
周病患者出现勃起功能障碍 （ED，
阳痿） 的风险是正常男性的 3 倍。

土耳其伊诺努大学医学院泌尿
外科助理教授法提赫·奥古兹博士对
年龄介于 30-40 岁之间的 80 名 ED
患者和 83名非 ED患者进行了对比
研究。 结果发现， 53%的 ED患者存

在牙周炎问题， 而在非 ED 患者组
中， 牙周病发病率仅为 23%。

奥古兹博士分析指出， 牙病
与性功能之间的潜在关联是血管
健康问题。 牙病可降低包括阴茎
在内的全身性血管内皮功能， 降
低血管弹性， 导致血管病变。 多
项早期研究还表明， 慢性牙周病
与冠心病、 糖尿病、 中风和早产
等疾病存在关联。

陈宗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