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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哈佛大学研究人员受蛞蝓
启发， 开发出一种具有超强黏性的
医用黏合剂。 这种黏合剂黏性强、
无毒性， 可黏附于湿滑表面， 能有
效地封合术后伤口， 具有广泛的医
疗用途。

用过创口贴的人都知道， 如果
皮肤表面有水 ， 创口贴是粘不牢
的。 但要开发出能黏附于潮湿和动
态表面 （包括生物组织） 的黏合剂
并不容易。 为找到这样的物质， 美
国哈佛大学怀斯生物工程研究所和
约翰·保尔森工程与应用科学院的
研究人员将目光瞄向了蛞蝓。 这种
俗称 “鼻涕虫” 的软体动物能分泌
一种防御性黏液， 使捕食者难以将
其从附着物 （如树叶） 上抓走。 受

蛞蝓启发， 研究小组开发出了模仿
蛞蝓黏液属性的强力黏合剂。

这种黏合剂由坚韧的柔性基质
组成， 其黏附表面含有带正电荷的
多聚物， 可通过一系列的物理机制
（包括形成共价键） 黏附于其它物
质， 因此黏性特别强。 研究人员使
用猪的各种组织对该黏合剂进行了
实验， 结果表明， 其可与猪皮、 软
骨、 心脏、 动脉和肝脏强力黏合，
而且对人的细胞无毒。

为进一步检验黏合剂的效果，
研究人员尝试用其封合猪心内的缺
损。 由于血液的存在， 这在过去是
无法做到的， 但新型黏合剂很好地
完成了这一任务。 他们在最新一期
《科学》 杂志上发表论文指出， 这

种黏合剂与心脏的黏合良好， 且在
心脏舒张时 （这时会对黏合剂施加
100%的张力） 也不会产生渗漏。 而
在大鼠体内做模仿急诊手术和突发
性失血实验时， 新型黏合剂的性能
堪比许多外科手术中用来止血的止
血钳。

这种高性能黏合材料在医疗领
域有许多潜在应用 。 研究人员指
出 ， 它既可作为贴片用于组织表
面， 也可作为注射溶液用于治疗体
内更深层的损伤， 还可用于将医疗
设备 （如心脏起搏器） 连接到目标
组织， 将来甚至可以与其他技术结
合， 制造出黏性软体机器人或新的
药物递送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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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力无毒又可用于湿滑表面

新型医用黏合剂有效封合术后伤口
近日持续的高温酷暑让空

调成为很多人一夜安睡的必需
品。 但科研人员发现， 空调风
速的细微变化会对人体产生刺
激并影响睡眠质量。

人们普遍认为整晚开空调
并不利于健康， 因为不少人睡
着后会受凉感冒。 实际上除了
温度以外， 睡眠环境中的风速
也会对人产生影响。 日本丰桥
技术科学大学建筑与土木工程
学院、 日本产业技术综合研究
所的研究人员进行了一组实验，
测量了空调风速对睡眠的影响，
并在 《能源与建筑》 杂志上报
告了实验结果。

空调一般在室温达到设定
温度时就会自动降低风速， 当
温度升高时则会加大冷气风速。
通常情况下 ， 人们对低于 0.2
米/秒的风速是没有感觉的。 在
上述实验中， 研究人员对比了
0.14 米/秒和 0.04 米/秒空调风
速对人体的不同影响。 他们让
实验对象分别处在室温同为
26℃， 但空调风速不一样的卧
室里， 然后通过脑电图来监测
实验对象的睡眠深度和体温调
节情况， 并结合实验对象体感
自述来对比他们的睡眠情况。

结果显示， 实验对象在空
调平均风速为 0.14 米/秒的时候
身体动作更多、 心率更快， 睡
眠中醒来的次数也更多。 实验
还观察到当空调风速加大时实
验对象的睡眠深度会有所改变，
翻身次数也更频繁， 这表明普
通空调风速调节模式会对睡眠
有影响。

该实验的参与者都是健康
的成年男子 。 研究人员认为 ，
冷气流可能会对女性、 体质较
弱的老年人及对寒冷敏感的人
群影响更大。 研究人员期望该
实验对改进空调风速调节， 从
而营造更舒适的睡眠环境有所
启发。

新华

整夜开冷空调
影响睡眠

为什么有段时间不吃肉， 会特
别想吃肉？ 《科学》 杂志刊登的一
项研究发现， 可能是大脑中一类多
巴胺神经元在 “捣鬼”。

论文第一作者、 美国约翰霍普
金斯大学医学院博士后刘绮丽表
示 ， 酵母是果蝇的主要蛋白质来
源， 把酵母从食物中去除后， 果蝇
会因蛋白质缺乏而对蛋白质更渴
求 ， 更偏爱酵母从而摄入大量酵
母。 但是此前人们对这种神经调节
机制知之甚少。

他们研究发现， 原来是一类多
巴胺神经元在 “捣鬼”。 根据这些
神经元在果蝇大脑中的投射区域，

研究人员将其命名为 DA-WED。
当这些神经元失活时， 即使果蝇被
喂食缺乏蛋白的食物， 它们对酵母
的偏爱和摄取也会大大降低， 但对
水和盐分等的摄取欲望则不受影
响。 相反， 人为激活 DA-WED 神
经元， 即便果蝇已经摄取了足够蛋
白质， 还是会对蛋白质如饥似渴，
从而摄入过量的蛋白质。

研究人员对 DA-WED 的监测
发现， 当果蝇处于蛋白质饥饿状态
时， 这些神经元会变得更加活跃。
有趣的是， 活跃的 DA-WED 神经
元不仅诱发果蝇对蛋白质的渴求，
还会造成果蝇对另一类它们平时十

分偏爱的营养物质———糖类的排
斥， 从而使得果蝇专心摄取高蛋白
质、 低碳水化合物的食物， 以便迅
速恢复体内的蛋白质平衡。 研究人
员进一步发现， 这种双重功效是由
DA-WED 神经元的两个不同分支
通过两种不同的多巴胺受体， 分别
作用在两类不同的下游神经元中实
现的。

刘绮丽指出， 饮食中蛋白质的
含量对整体食物的摄取量有深入的
影响， 该研究加深了人们对蛋白质
摄取调控机制的理解， 为治疗肥胖
症提供了潜在的线索。

姜靖

你为什么想吃肉？ 多巴胺神经元在“捣鬼”

婴儿喜欢频繁小睡， 因为
睡眠可以促进婴儿健康成长 。
英国和匈牙利一项最新联合研
究特别指出， 年仅 3 个月大的
婴儿在学习新知识后小睡一会
儿， 可以强化记忆。 研究报告
已发表在美国 《发展科学》 杂
志的网络版上。

英国牛津大学研究人员和
匈牙利的同行本次针对 3 个月
大的婴儿开展小规模试验， 测
试 1 个半小时至 2 个小时的小
睡对婴儿记忆力的影响。 研究
人员向 45 名婴儿出示一个动画
形象， 然后让其中 28 名婴儿小
睡 。 等这些婴儿小睡醒来后 ，
研究人员再次向所有婴儿出示
这个动画形象和另一个动画形
象， 看它们是否能吸引住婴儿
的注意力。

结果显示， 小睡后的婴儿
中过半数在面对陌生动画形象
时会多注视一会儿， 研究人员
认为， 这说明小睡帮助这些婴
儿记住了之前看过的动画形
象 ， 从而对新形象更感兴趣 。
但是对没有小睡的婴儿， 他们
在看 2 个动画形象时是随意注
视的， 这表明他们已经忘了自
己之前看过的那个动画形象 ，
只是觉得这 2 个动画形象都新
奇有趣。

研究人员为这些婴儿在睡
眠时做的脑电图也提供了相关
证据。 脑电图中睡眠纺锤波越
多的婴儿记忆新事物的能力越
强。 睡眠纺锤波由大脑的丘脑
产生， 可以阻止外部噪音干扰
睡眠中的大脑。 过去有研究显
示， 睡眠纺锤波越多的人， 睡
眠质量越好。

李雯

小睡提升
婴儿记忆力

由美国癌症研究所资助的一项
新研究表明， 经常吃核桃有益肠道
健康。

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生理
学系副教授劳瑞·比耶利博士及其
研究小组利用实验鼠完成了核桃与
肠道健康关联研究。 实验中， 实验
鼠被随机分组， 一组喂食含有核桃
粉的食物 （相当于每天 2 盎司， 约
57 克）， 另一组实验鼠食物中不添
加核桃粉。 2 组实验鼠食物的热量
和营养摄入量基本相似。

为期 10 周的实验发现， 与不
喂食核桃粉的实验鼠相比， 喂食核
桃的实验鼠肠道中的有益菌更多，

其中包括有益消化道健康的乳酸
菌、 罗斯氏菌和瘤胃菌。 新研究表
明， 吃核桃有助于增加肠道益生菌
数量， 肠道细菌多样性总体显著增
加， 进而有益消化系统健康。 早前
有研究已证实， 肠道细菌多样性差
会导致肥胖症和炎性肠病等疾病风
险大增。

比耶利博士进一步分析指出 ，
核桃中 富 含 的 活 性 成 份 十 分 关
键 。 比如 ， 核桃是唯一含有大量
α-亚麻酸 （ALA） 的坚果， 还富
含植物基 ω-3 脂肪酸、 蛋白质及
膳食纤维。

李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