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健康新知

减肥不是件容易事儿， 很多人半途
而废。 澳大利亚研究机构报告说， 他们
通过对 9 万多名成年人进行的调查， 总
结出 5 大类性格， 探讨各类人群减肥的
“性格障碍”。

澳联邦科学与工业研究组织进行的
这项 “节食与性格” 调查发现， 具有
“思考型” 性格的人属于完美主义者，
对自己的行为有很高期待， 但遭遇困境
时更容易放弃。 “贪婪型” 性格者的问
题是对美食的抵抗力较差。

调查显示 ， 约 37%的受访者属于
“思考型” 性格， 这类人群中女性占大
多数， 比例为 86%。 这类人倾向于过度
分析其行为过程， 往往有着不切实际的
期待， 因此很容易产生挫败感， 从而放
弃减肥努力。

约 26%的人属于 “贪婪型” 性格， 他
们很难抗拒美食诱惑， 其中近六成人属于
肥胖体型。 调查显示， 约有 1/5的 “贪婪
型” 节食者尝试减肥 25 次以上， 对于这
类人而言， 巧克力和甜品是最大挑战。

另有约 17%的人属于 “社交型” 性
格， 美食与美酒在他们活跃的社交生活
中占据重要地位， 所以他们要想保持健
康的饮食习惯关键是要有灵活度。 约
16%的人属于 “美食家型”， 他们的日
常饮食较为健康， 包含多种蔬菜， 体重
通常在正常范围内 。 4%属于 “随意
型”， 他们吃东西随心所欲， 饮食结构
较差， 这类人中 55%的人属于肥胖。

调查还发现， 生活方式和社会关系
对一个人不同人生阶段的饮食方式可能
有很大影响。 比如， 71 岁以上的老人，
很多是 “社交型” 和 “随意型”， 并且
年龄偏大的人节食更多依赖书籍和社交
小组， 而年轻人喜欢用应用程序和健身
监控设备等新技术手段。

这家机构的行为科学家西妮德·戈
利说： “如果你以前减肥不成功， 并为
此感到沮丧， 那么先好好了解一下自己
的性格和节食方式吧， 这也许是解决问
题的钥匙。”

徐海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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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美国 《科学》 杂志在线版
称， 艾伦脑科学研究所日前公布
了全球首个活人大脑细胞数据
库， 该数据库信息可公开获取。
在人类理解大脑的道路上， 这一
成就为科学家提供了深入探究人
脑的重要资源， 同时以前所未有
的独特性， 帮助医学界确定健康
与患病大脑之间的不同。

2002 年， 微软公司共同创始
人之一保罗·艾伦出资 1 亿美元成
立了艾伦脑科学研究所， 该机构自
建成起一直进行大脑基因图谱的研
究工作， 并成功绘制出 2 个迄今
最完整的人脑基因图谱， 为神经
科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数据支撑。

而此次， 该研究所公布了首
个存活的人脑细胞数据库。 数据
库包含了 36 名患者的 300 个皮

层神经元电属性数据和其中 100
个细胞的 3D 重建信息， 以及来
自另外 3 名患者的 1.6 万神经元
的基因表达数据。

与之前脑研究大多采用源自
去世者的脑细胞不同， 艾伦脑科
学研究所的研究人员此次协同华
盛顿、 西雅图地区工作的神经外
科医生， 从患有癫痫或脑肿瘤疾
病、 正在接受大脑手术的患者那
里获取到皮层细胞。 这一部位正
是调节躯体运动或控制躯体运动
的最高级中枢， 还负责协调人类
感知、 记忆、 思想和意识。

研究人员获取到的这些细胞
健康而完好， 最终使得活脑组织
细胞数据库得以公布。 这一成果
将极大助力科学家们更好地理解
人脑， 并真正鉴别出究竟是什么

让人类的大脑区别于其它物种。

【点评】
最为人津津乐道的大脑研究

故事， 大概就是爱因斯坦的大脑
了。 人们想从这位伟大的物理学
家的大脑中发现点什么特异性结
构， 来解释“天才的诞生”。 但
他们面对的依然是已经死去的大
脑。 对脑科学研究者而言， 鲜活
的人脑组织实在是稀缺资源。 这
次， 艾伦脑科学研究所建起了存
活的人脑细胞数据库， 我们或许
离更好地理解神经元之间的通讯
机制更进了一步。 说来也让人感
慨， 人类用大脑研究大脑， 大脑
也一直勤恳工作， 却不曾向我们
吐露那些工作背后的秘密。

张梦然

全球首个活人脑细胞数据库公布

一项新研究说， 高血压可能
会增加人们罹患被称为二尖瓣关
闭不全的常见心脏瓣膜疾病的风
险， 这意味着一直被认为是衰老
导致的这种疾病或许可以预防。

二尖瓣关闭不全会导致血液
回流到心脏， 引起呼吸急促、 疲
倦、 头晕、 胸痛等症状， 严重时
可能导致心脏衰竭， 尤常见于老
年人群。 长期以来， 该病被认为
是一种退行性疾病， 与心脏二尖

瓣随着时间推移的 “磨损” 衰弱
有关。 目前， 医学界更注重手术
修复或更换瓣膜的手段治疗这一
疾病， 而不是预防。

这项发表在美国 《科学公共
图书馆·医学》 杂志上的研究指
出， 英国牛津大学研究人员利用
电子健康记录， 分析了英国 550
万名成年人 10 年以上的健康情
况， 结果第一次发现， 高血压与
二尖瓣关闭不全风险增加存在较

强关联。 这意味着， 这种疾病并
不是衰老的必然结果， 是有可能
预防的。

负责研究的牛津大学教授卡
齐姆·拉希米在一份声明中说 ，
鉴于二尖瓣关闭不全带来日益增
加的巨大负担， 特别是在老年人
群中， 相信这项发现可能对世界
各地的医疗政策和做法有重要影
响。

林小春

二尖瓣关闭不全或可预防

日本一个研究小组利用荧光蛋白技
术使实验鼠癌细胞发光， 并利用一种试
剂使得实验鼠全身透明， 从而观察癌细
胞的转移情况， 该研究有望应用于癌症
治疗与研究。

东京大学等机构的一个研究小组同
时对多只实验鼠移植肺癌细胞， 并利用
荧光蛋白让癌细胞发光。 研究人员在不
同时间点利用特殊试剂使实验鼠全身变
透明， 从而观察记录癌细胞在实验鼠体
内向其他脏器转移的过程。

除了肺癌细胞外， 研究人员还利用
乳腺癌、 肾癌、 皮肤癌等多种癌细胞进
行了细胞层面的观察研究， 并测试了不
同抗癌剂的效果， 以及使用抗癌剂后的
癌细胞残留情况。

华义

减肥能否成功
还与性格有关

用透明实验鼠
观察癌细胞转移

一项新研究显示， 抑郁症
患者往往要比预期死亡得更早，
尤其对女性抑郁症患者来说 ，
这种情况更明显。

负责该项研究的、 美国国
家儿童健康和人类发展研究所
的史蒂芬·吉尔曼指出， 这项研
究结果并没有直接证明抑郁症
本身会影响人的寿命。 目前有
一种解释可能是， 抑郁症患者
更易患慢性疾病， 进而影响了
他们的寿命。

新研究中 ， 研究人员对
3410 名加拿大成年人进行了几
十年的跟踪研究， 首批参与者
于 1952 年接受了调查， 后面的
两组参与者分别在 1970 年和
1992 年加入研究。 在每一组中，
约有 6%的成年人患有抑郁症。

结果显示， 与其他人相比，
每一组中患抑郁症人的平均寿
命都较短。 比如， 1952 年参与
调查的 25 岁成年人中， 患抑郁
症的平均寿命可再活 39 年， 而
没有抑郁症的人则是 51 年。

研究还发现， 患有抑郁症
的人在未来任何时候死亡风险
都很高 。 特别对于女性 ， 从
1990 年代开始， 抑郁症与死亡
率之间的关联日益明显。 比如，
到了 2011 年， 患抑郁症的女性
死亡率要比其他女性高 51% ，
这种抑郁风险几乎与男性一样。

研究人员表示， 抑郁症可
以通过多种方式间接减少患者
的寿命， 比如抑郁的人一般不
太可能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 ，
更易吸烟和喝酒。 他们也可能
不具备管理身体健康状况的能
力。 一旦患有抑郁症， 患者就
可能会失去动力或能量。

方留民

美国 《临床药理学杂志 》
刊登加拿大一项最新研究发现，
怀孕期间使用某些抗生素可能
会增加新生儿出生缺陷的风险。

加拿大圣贾斯汀大学医疗
中心研究员安妮克·波拉德博士
及其研究小组分析了魁北克地
区 1998 至 2008 年 出 生 的 约
13.9 万名参试者的相关信息 。
研究结果表明， 克林霉素、 长
效土霉素 （四环素类抗生素）、
喹诺酮类、 大环内酯类抗生素
以及青霉素 V 钾片与特定器官
畸形存在一定关联 。 但是， 阿
莫西林、 头孢类抗生素和呋喃
妥因与新生儿出生缺陷没有相
关性。

波拉德博士表示 ， 尽管新
生儿出生缺陷的绝对风险较小，
但是医生在治疗孕妇感染 （特
别是尿路感染和肺部感染） 时
应慎重考虑使用其他抗生素 。
在怀孕头 3 个月尤其需要注意
尽量避免使用某些抗生素。

金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