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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认为肺的功能是呼吸，
但美国一项新研究发现， 肺部还
有先前不为人知的造血功能 。
动物实验中 ， 小鼠体内约一半
的血小板产生于肺部 ， 更重要
的是肺部还储存了大量造血祖
细胞和干细胞 ， 可恢复受损骨
髓的造血功能。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旧金山
分校研究人员日前在 《自然》 杂
志网络版报告了这项令人意外的
成果。 论文主要作者、 加州大学
旧金山分校教授马克·卢尼说 ：
“这项发现使我们对肺部功能有
了更复杂的认识， 它可能对人体
血液形成起到关键作用。”

研究人员用被称作 “双光子
活体成像” 的新技术观察活体小
鼠肺部微血管中单个细胞的活

动， 意外在其中发现了大量巨核
细胞 。 巨核细胞负责产生血小
板， 虽然此前也曾在肺部观察到
这种细胞， 但通常认为它们主要
存在于骨髓中。

研究人员发现， 小鼠肺部血
管中的巨核细胞每小时产生超过
1000 万个血小板， 说明小鼠血液
中血小板半数以上产生于肺部，
而非此前认为的主要产生于骨髓。

此外研究还发现， 肺部血管
外存储了大量造血干细胞和祖细
胞。 造血祖细胞是指造血干细胞
在一定微环境和某些因素调节
下， 增殖、 分化而成的各类血细
胞的祖细胞， 它们已失去多向分
化能力， 只能向一个或几个血细
胞系定向增殖分化。

研究人员专门设计了若干肺

移植实验， 以研究巨核细胞、 造
血干细胞和祖细胞如何在小鼠骨
髓和肺部之间迁移。 结果发现，
巨核细胞在骨髓中生成， 然后迁
移到肺部产生血小板， 这可能由
于肺部是生成血小板的理想生物
反应器 。 小鼠体内血小板减少
时， 肺部储存的祖细胞可被激活
生成新的巨核细胞， 使血小板数
量恢复。 而当骨髓缺乏造血干细
胞时， 肺部的造血干细胞和祖细
胞可以进入骨髓并修复损伤， 参
与不同血液细胞的生成。

研究人员表示， 最新发现对
于治疗血小板减少症具有重要意
义， 并为研究骨髓和肺部如何通
过交换造血细胞而恢复造血系统
健康提供了新方向。

马丹

肺也是重要造血器官

英国 《自然·通讯》 杂志日前发
表了一项生物技术重要突破， 美国
科学家使用器官芯片技术， 已经可
以模拟人类生殖系统周期。 该研究
首次表明， 不同的生殖系统组织可
以和其他组织一起顺利培养 1 个月，
并会释放激素， 就如同在正常的人
类女性 28 天月经周期中观察到的一
样。 这一成果标志着人类在理解生
殖系统功能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

女性生殖系统由不同的器官构
成： 卵巢、 输卵管、 子宫和子宫颈，
它们具有包括调节性激素在内的一系
列功能。 由于这些器官与激素控制之
间的相互作用颇为复杂， 科学家们一
直无法在实验室内模拟这一过程。

此次， 美国西北大学研究人员特
蕾莎·伍德拉夫及其同事制作了一个
可以同时维持 5 种器官组织的微流体
平台， 持续时间超出此前可达到的
水平。 在这个装置中， 流体能够在
组织上流动 ， 组织承受一定压力 ，
模仿了身体内发生的情况。 团队将
小鼠卵巢和人类输卵管、 子宫内膜、
子宫颈和肝组织结合在一起， 在该
装置中培养了 28 天。 实验中， 研究
人员观察到卵泡期后期出现了雌激
素峰值， 孕酮受抑， 正如同在人类女
性月经周期中所见的一样。

目前该研究存在的缺陷是， 它模
拟出了激素分泌， 但还没有反映生
殖系统的主要功能———孕育胎儿 ，
也没有表明免疫系统等其他因素可
能存在的影响。 但是， 这项成就意
味着， 人们在理解人体生殖系统功
能上已经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该技
术也为今后的药理学提供了一个新
平台， 为未来的药物发现， 包括避
孕以及不孕症治疗或毒理研究铺平
了道路。

张梦然

器官芯片
模拟女性月经周期

美国耶鲁大学研究人员在 《公共科
学图书馆·遗传学》 杂志上发表论文称，
与自闭症相关的遗传变异可能是人类进
化过程中的一种积极选择， 因为这些变
异也有助于增强人的认知能力。

人类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 产生了
很多的基因变异， 这些变异对人类遗传
特征的影响有的是积极的， 有的是消极
的。 那些对人类繁衍有负面影响的变
异， 多会在进化过程中被淘汰； 而若变
异的出现能提高人类生存的机会， 则会
成为人类的一种积极选择， 会被保留在
基因组中， 一代一代传下去。

在该项研究中， 研究人员对超过
5000 例自闭症病例进行了全基因组关
联研究， 并对人类进化过程中的基因选
择情况进行了分析。 他们发现， 与自闭
症相关的遗传变异更多是人进化过程中
积极选择的结果， 这些变异不仅与自闭
症有关， 也与人的智力相关联。 例如，
许多被研究人员认定的自闭症相关基因
变异， 能够强化大脑细胞分子功能， 有
助于创建新的神经元。

研究人员指出， 增加自闭症风险的
基因变异是人类进化过程中的积极选
择。 这可能会让人感到难以想象： 为什
么大量的自闭症致病基因变异还会保留
在人类基因组中？ 为什么人类在进化过
程中没有消除它们？ 原因就在于这些变
异对人的认知功能有正面影响， 所以在
进化过程中被积极选择， 而代价则是自
闭症患病风险的增加。

刘海英

自闭症相关基因变异
有助大脑进化

人们经常说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
荷兰研究人员发现， 眼睛在建立人际信
任方面也发挥重要作用。

阿姆斯特丹大学和莱顿大学研究人
员在 《皇家学会生物学分会学报》 上刊
文说， 他们找来 59 名 22 岁志愿者， 让
他们与计算机虚拟伙伴玩 “信任游戏”。
这些虚拟伙伴有的与志愿者同属一个群
体， 有的则不是。 他们与志愿者 “见
面” 时， 有的瞳孔会扩张或收缩， 有的
则保持不变。 结果显示， 同属一个群体
或者瞳孔扩张的虚拟伙伴能够获得更多
信任。

研究人员说， 两个人眼神交流过程
中， 双方瞳孔大小会 “同步”， 也就是
说， 一方瞳孔扩大会让另一人也跟着扩
大， 这释放出一种积极的信号帮助人建
立信任感。 而若一方瞳孔缩小， 另一方
也会缩小。 这种 “瞳孔模仿” 行为早在
婴儿时期就已出现。

文章说， 当我们遇到陌生人时， 会
通过判断对方与自己是否属于一类人来
决定交流的 “基调”。 另外， 我们还会
通过对方眼睛等外形特点决定是否信任
他们， 相互信任的积极信号部分就来源
于 “瞳孔模仿”。

荆晶

信任不信任
瞳孔告诉你

经常锻炼有助于预防
和控制糖尿病 。 而 《会
话》 杂志刊登英国一项新
研究发现， 泡热水澡也有
助于控制血糖， 防止 2 型
糖尿病。

为调查热水澡对血糖
控制和卡路里消耗的影响，
英国拉夫堡大学研究员史蒂
夫·福克纳博士及其研究小组
招募了 14 名男性参试者， 并
将其随机分为 2 组， 一组泡 1
个小时的热水澡 （水温 40°
C）， 另一组骑自行车锻炼 1
小时。 这些活动旨在让参试
者的核心体温升高 1°C。

对比结果发现， 骑自行车
1 小时所消耗的热量比洗热水
澡更多； 洗热水澡 1 小时燃烧
的热量相当于散步半个小时所
耗热量， 大约 140 卡路里。 两
组参试者的血糖变化情况大致
相当， 但泡热水澡的参试者餐

后血糖比运动组参试者低
10%。 另外， 两组参试者在炎
症反应方面也基本相似， 与运
动有关的抗炎反应对防止体内
炎症和疾病至关重要， 慢性炎
症会降低身体抗病能力。

福克纳博士表示， 这项
新研究表明， 泡热水澡之类
的身体被动加热有益减少慢
性炎症， 进而降低 2 型糖尿
病等慢性疾病风险 。 不过 ，
平时在生活中泡热水澡应注
意安全， 温度不宜过高， 时
间也不可太久。

金也

发表在最近出版的 《美
国肾病杂志》 上的一项新研
究显示， 跑马拉松给身体造
成的压力可能会导致短期肾
损伤。

由美国耶鲁大学主导的
这项新研究在马拉松日益流
行时提出了有关这种重体力
运动可能对身体造成潜在长
期影响的问题。

由医学教授希拉格·帕里
克领导的团队研究了 2015 年
哈特福德马拉松赛的一小批参
与者。 结果发现， 比赛刚结束
时， 受试的参赛者有 82%表现
出急性肾损伤 （AKI） 1 期的
症状。 AKI 是指肾脏无法过滤

血液中的废物。 研究人员称，
对于跑马拉松所造成的身体
压力， 肾脏做出的反应类似
于受伤， 这与使用药物或手术
并发症住院的患者症状相似。

研究人员认为， 马拉松
引起肾损伤的潜在原因可能
是跑步过程中核心体温持续
偏高、 脱水或流向肾脏的血
液减少。 尽管在马拉松结束
后的 2 天内， 受试者检查出
来的肾脏受损都自行恢复 ，
但这项研究仍然对于反复高
强度运动 （尤其是在炎热天
气下） 可能对身体造成的不
利影响提出了问题。

方留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