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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

“为什么是我？” 这是许多癌症
患者被确诊后问的第一个问题， 随
后， 他们会涌起一种深深的负罪感
和后悔感： 如果我不抽烟、 不那么
晚睡……结局是不是会不一样？

美国科学家在近日出版的 《科
学》 杂志上发表的最新论文或许可
以暂时疏解这种负罪感。 他们利用
数学模型对 32 种癌症进行了分析，
结果表明， 约 66%的致癌突变要归
咎于细胞复制 DNA （脱氧核糖核
酸） 时随机出现的错误； 29%的突
变归因于环境因素； 仅 5%的突变
归结于遗传突变。

2015 年， 西德尼·凯米尔综合
癌症中心遗传学家贝尔特·福格尔
斯泰因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数学
家克里斯蒂安·托马塞蒂经过研究
分析就得出结论认为， 在 DNA 复
制过程中， 细胞每分裂一次， 都会
为错误发生提供机会。 干细胞突变
是癌症的主要触发因子。

这一结论当时曾引起极大争
议。 许多科学家批评说， 这是一种

“危险的误导”。 随后有数百篇论文
对癌症的成因进行了探讨和分析。

与 2015 年的研究相比， 此次
美国科学家团队的最新研究解决了
2 个问题： 首先对样本进行了拓展，
2015 年研究的样本仅来源于美国，
而最新研究则囊括了来自 69 个不
同国家的癌症病例数据库； 此外，
最新研究也首次对 2 种常见癌
症———乳腺癌和前列腺癌进行了研
究。 托马塞蒂说， 扩展分析得出的
结论支持早期论文的结论。

其次， 研究人员计算了环境、
遗传以及 DNA 复制随机错误对致
癌突变的相对贡献率。 结果发现，
癌症风险和干细胞分裂之间存在强
相关性。 不过， 不同因素对不同癌
症的贡献率大相径庭。 例如， 胰腺
癌 77%的突变可归因于 DNA 复制
随机错误； 前列腺癌、 脑癌或骨癌
95%的突变是由 DNA 复制随机错
误造成； 而肺癌的情况则大不一
样， 65%的突变归因于环境因素，
其中主要是吸烟， 35%是 DNA 复

制随机错误。
这项最新研究意味着， 很多癌

症突变并非遗传， 可能也无法通过
改变生活方式等办法来预防。

有人担心， 上述结论认为癌症
的成因主要是 “坏运气”， 会削弱
人们预防癌症的诸多努力和动力。
对此， 福格尔斯泰因解释说， 上述
研究从来没有打算挑战已知的对致
癌原因 （比如吸烟和日晒等） 所采
取的预防措施。 相反， 它会促使研
究人员改变策略， 另辟蹊径来打赢
人类艰苦卓绝的 “抗癌之战”。

他解释说， 此前研究人员一直
倾向于强调环境因素在导致人们产
生癌症突变方面的作用， “如此，
为了预防癌症， 我们必须想方设法
不让它们进入体内。 但最新研究发
现， 有 2/3 的敌人实际上在我们体
内， 这意味着我们必须改弦易辙，
才能更好地对付癌症。 我们必须更
加注重癌症的早期检测、 治疗以及
预防工作”。

刘霞 姜靖 赵熙熙

■新技术

一只体积足够小的人工肺可以
被装在背包里， 绵羊实验表明它可
以发挥作用。 这是一种可挽救肺衰
竭患者的装置， 目前， 新设备仍需
携带氧气罐移动， 而不带氧气罐的
设备正在测试中。

肺衰竭患者通常需要连接一台
可将血液送入气体交换器的泵， 以
提供氧气， 带走二氧化碳， 但这会
将他们限制在床上。 在床上待的时
间越长， 他们的肌肉就会越弱， 恢
复就会更难 。 为避免这一恶性循
环， 有些人会在帮助下在医院周围
走动， 但这也非常难， 因为呼吸机
拥有笨重的身躯和各种长管子。

人工肺可为肺部严重感染后处
于恢复期或为等待肺移植的患者提
供一种权宜之策。 不过， 那些存在
永久性肺损伤的人仍需要长期的解
决办法。 而且， 制造人工肺脏比机
械心脏更难。

“心脏仅是一个泵。” 美国匹
兹堡大学的威廉·费德施皮尔说，
而肺部包含了分支极其复杂的网
络， 目的是让气体进入或移出血
液。 “肺部进行气体交换的能力非
常强大， 当前还没有任何人工技术
能接近其效率。” 此外， 这一挑战
还因为很多肺衰竭患者心脏功能较
弱而变得更加复杂———一些患者可
能需要将血液泵入人工心脏中。

费德施皮尔团队研发的人工肺
可将心脏 “泵 ” 和气体交换器
“肺” 融入一个足够小而轻便的设
备中， 并方便装在背包里， 使得散
步更加容易。 该设备仅需要一个短
管就可以被连接到患者的脖颈上。

近期， 研究人员通过 4 只绵羊
进行的实验结果已经发表， 表明该
设备足以在 6 小时内驱动绵羊的血
液。 费德施皮尔表示， 此后的实验
还表明它可以连续 5 天发挥作用。

冯维维

人工肺助呼吸

■好奇心

准爸妈都希望未来的宝宝乖巧
不爱哭， 怎么才能实现？ 意大利米
兰大学研究人员说， 怀孕和生产后
给宝宝唱摇篮曲或许有用。

研究人员在 《女性与生育》 杂
志上发表文章说， 他们找来约 170
名孕妇， 随机分成 2 组， 一组人孕
期及产后都会给宝宝唱摇篮曲， 一
组则不唱。 对比结果显示， 唱歌组
宝宝哭泣的时间约为 18.5%， 而不
唱组宝宝有近三成的时间在哭。 一
般来说， 患肠绞痛会让宝宝哭闹不
停， 但唱歌组宝宝即使患肠绞痛，
哭泣的时间也只有 1/4。

研究人员在文章中写道： “妈
妈唱摇篮曲能让母婴关系更加亲
密。 另外， 这一行为还会对新生儿
行为与母亲压力产生积极影响。”

荆晶

多唱摇篮曲
宝宝更乖巧

新生儿通过触摸感知世界。 目
前， 研究人员测量了 125名婴儿的大
脑活动， 结果显示最早期的触摸体验
能持续影响大脑对温和碰触的响应。
这些婴儿包括早产儿和足月儿。 研
究人员表示， 该成果还暗示了温和
接触对婴儿感知正常发育十分重要。

“确保早产儿受到积极的触
摸， 护理时让他们与父母的皮肤接
触， 能帮助他们的大脑以与足月儿
同样的方式响应温和接触。” 美国
国家儿童医院娜塔莉·迈特尔说，
“当父母无法做到这些时， 医院也
应考虑聘请职业护理师为早产儿提
供这些触摸， 而很多医院并未提供
这些服务。”

迈特尔及其同事招募了 125 名
婴儿， 包括胎龄 24-36 周的早产
儿和 38-42 周的足月儿 。 在这些
婴儿出院前， 研究人员使用柔软的
脑电图扫描仪测量了婴儿大脑对外
界接触的反应。

结果显示， 与足月儿相比， 早
产儿对温和接触的脑响应更弱。 不
过进一步研究发现， 当新生儿重症
监护室中的早产儿有更多时间与父
母或医护人员温和接触时， 其脑反
应明显加强。 相反， 如果早产儿经
历越多的痛苦治疗， 他们对温和接
触的脑反应就越少。 基于新研究，
该研究组正在设计新策略， 以便为
新生儿重症监护室中的早产儿提供
更多积极触摸。

张章

一项对没有患中风的美国老
年人的心脏健康所进行的研究显
示， 多样但不剧烈的运动似乎能
预防过早死亡。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梅尔曼公
共卫生学院的研究人员对参加北
曼哈顿研究 （NOMAS） 的、 来
自不同族裔群体的 3298 名无中
风者的数据进行了分析， 结果显
示， 多样性的活动似乎有利于减
少任何原因的死亡。 而频繁的高
强度运动却会增加心脏相关死亡
的风险。

研究参与者的平均年龄为 69
岁， 随访时间为 17 年。 每年参与

者都要回答关于健康、 运动频率
和强度、 身体活动的类型等问题。
其中， 活动包括步行、 慢跑、 骑
自行车、 园艺、 健美操、 网球等，
运动频繁多样， 但不剧烈。

发表在 《内科学文献》 上的
这项研究称， 参加大量不同活动
与心肺健康增强有关联， 这样能
解释为什么做多种运动似乎具有
更全面的保护作用。 而该研究结
果表明， 高强度、 高频率的运动
可能会抵消运动对心血管疾病的
作用。 因此， 建议老年人日常可
参与低强度的、 多样化活动。

方留民

如果你想激励亲友减肥， 最
好不要直接说他/她 “胖”。 美国
一项最新研究显示， 肥胖人士如
果因被人说胖而产生羞愧心理，
患糖尿病、 心脏病、 中风等疾病
的风险会比同样体重、 心理健康
的人高 3 倍。

宾夕法尼亚大学佩雷尔曼医
学院的研究人员在 《肥胖》 杂志
上发表文章说， 他们从一项减肥
计划中招募 159 名年龄介于 21 至
65 岁的超重或肥胖人士， 让他们
填写关于抑郁症的调查问卷， 并
回答自己因体重受到何种程度的
偏见。 研究对象还需接受体检，

以便研究人员掌握他们的腰围、
血压、 血糖、 甘油三酯及胆固醇
水平等。 结果显示， 生活中承受
许多负面影响的人， 出现代谢综
合征的几率比其他人高 3 倍， 甘
油三酯水平更是高出 6 倍。

佩雷尔曼医学院体重与饮食
失调中心的丽贝卡·珀尔教授称，
“体重是个复杂的课题， 涉及生
物因素、 环境因素”， 羞耻无法
让肥胖的人拥有减肥动力， 且当
他们处于这种情绪状态下， 很可
能通过逃避运动、 暴饮暴食摄取
更多热量来应对压力。

乔颖

早期触摸
塑造婴儿大脑

细胞复制 DNA 随机错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