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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节奏快， 工作压力大， 往往让
都市白领一族饱受失眠困扰。 然而， 在
现实生活中， 肌肉壮汉往往一沾枕头就
着， 很少听到他们抱怨失眠。 这是什么
原因呢？

美国得克萨斯大学西南医学中心等
机构的研究者发现， 要解决缺乏睡眠 、
失眠和嗜睡等睡眠障碍问题， 肌肉组织
中的蛋白质可能是除大脑之外的另一个
突破口。

实验结果显示， 小鼠体内存在一种
能够调节其睡眠长度和睡眠方式的物
质———BMAL1 生物钟蛋白质。 若肌肉中
BMAL1 蛋白质的含量高， 则能帮助小鼠
较快地从睡眠剥夺中恢复； 相反， 当肌
肉中缺乏 BMAL1 这种蛋白质时， 小鼠的
正常睡眠模式被扰乱， 缺乏睡眠后的恢
复能力明显下降。 此外， 小鼠体内的肌
肉重量越沉， BMAL1 这种蛋白质调节睡
眠的效应就越为明显。 与之对照， 小鼠
大脑中是否含有这种蛋白质， 对睡眠恢
复几乎没有影响。

该研究的主要作者———西南医学中
心的首席神经科学家约瑟夫·高桥博士对
这一发现感到非常兴奋， 他说： “肌肉
组织中的某些因素能向大脑传递影响睡
眠的信号， 这一发现完全出乎意料， 颠
覆了我们对睡眠控制方式的传统认识 。
如果人体存在类似的传递途径， 那么将
会开发出新的药物靶点来治疗睡眠障
碍。”

这一新发现有望开发出全新的疗法。
对于飞行员、 军人等需要在工作中长时
间保持清醒的人来说， 这或许是解决他
们睡眠问题的利好消息。

此外， 当人们失眠时， 除了调整生
活方式和减轻压力， 不妨去健身房把肌
肉练得饱满些； 在身体感到疲劳时， 也
就容易睡着了。 上述研究成果就能很好
地解释其中的缘由。

王萌

■新技术
■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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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 《自然·人类行为》 杂
志近日在线发表了一项人工智能
最新进展： 美国科学家利用机器
学习技术表征人脑内的死亡和生
命相关概念， 让人工智能高度准
确地判断具有自杀想法的病人和
无自杀想法的个体。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 全
球每年约有 80 万人自杀身亡 。
评估自杀风险是心理健康临床医
生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 具有自
杀想法的病人常常掩盖其意图，
而临床医生对自杀风险的预测和
判断也一直不甚理想。 因此， 人
们亟须不依赖于自我报告的自杀
风险标记。

此次 ， 美国卡内基梅隆大

学科学家马塞尔·加斯特 、 戴
维·布兰特及其同事， 向具有自
杀倾向的病人和对照组个体展
示与死亡和生命相关的单词 ，
在此过程中对他们进行功能性
磁共振成像扫描 。 结果发现 ，
对其中六个单词 （死亡、 残忍、
麻烦、 无忧无虑、 良好和赞美）
的神经活动应答以及五个脑区
的神经活动 ， 最有助于区分想
自杀的病人和对照组个体 。 之
后， 研究者训练一种机器学习
算法， 使用这些信息来鉴定哪
些被试者是病人 ， 哪些是对照
组个体。 人工智能准确鉴定出
了 17 位自杀倾向组病人中的 15
位， 以及 17 位对照组健康个体

中的 16 位。
该算法还可以在具有自杀想

法的人中， 进一步区分哪些做过
自杀尝试， 而哪些没有。 研究者
将想自杀的病人分为两个小组：
曾尝试过自杀 （9 位） 和未尝试
过自杀 （8 位）。 该算法经训练
后， 极其准确地鉴定出了 16 人
的情况。

尽管该研究样本数量不大，
尚待进行必要的重复实验， 但评
论依旧认为， 如果复制并扩展到
其他精神疾病群体， 那么此次开
发出的技术与类似的功能性神经
造影方法， 有望成为诊断神经精
神疾病的主要医学工具。

张梦然 唐一尘

人工智能准确判断自杀倾向 肌肉饱满 睡得香甜

澳大利亚默多克儿童研究
所发布声明说， 临床试验表明，
该所开发的一种治疗花生过敏
的疗法长期有效， 治愈花生过
敏有望成为现实。

花生是常见的食物过敏原，
可引发面部和喉咙肿胀等过敏
反应， 严重时可致死亡 。 花生
过敏常在儿童时期引发 ， 并伴
随终生。

为 使 更 多 人 不 再 受 花 生
“折磨”， 默多克儿童研究所的
研究人员将益生菌与花生蛋白

相结合， 开发出一种名为 “益
生 菌 和 花 生 口 服 免 疫 治 疗
（PPOIT）” 的疗法。

为期 18 周并于 2013 年结束
的初期临床试验结果显示 ， 接
受这种疗法治疗后， 82%原本对
花生过敏的儿童对花生产生了
耐受性 ， 可以正常食用花生 。
研究人员最近在英国学术期刊
《柳叶刀》 上报告说， 4 年后的
跟踪调查发现， 上述对花生产
生耐受性的儿童中， 80%的人依
然可以将花生作为正常饮食的

一部分。
研究人员说 ， 调查结果表

明， “益生菌和花生口服免疫
治疗” 可有效诱导长期的耐受
性 ， 治愈 花生 过 敏 已 成 为 可
能。 同时， 这也意味着可以通
过增加人们的耐受性来治疗食
物过敏。

目前， 默多克儿童研究所正
计划与风险投资公司合作开发
相关药物， 以期为全球对花生
过敏的人提供治疗。

刘世隆

英国北爱尔兰大学一项研究显示 ，
年轻人近视与生物钟不规律存在关联。

研究人员以 54 名 19 岁左右青年为研
究对象， 在为期 18 个月时间里， 每天早
上在他们进食前测量他们的褪黑激素水
平。

研究人员发现， 近视者的褪黑激素
水平比不是近视的人高 3 倍多， 显示与
不近视的人相比， 近视者的生物钟不规
律。 如果生物钟有规律， 身体中褪黑激
素水平应该在晚上最高， 在早上最低。

英国 《泰晤士报》 援引研究牵头人
凯瑟琳·桑德斯的话说， 虽然不能从研究
结果看出生物钟与近视之间的因果关系，
但是， “它表明， 养成健康、 顺其自然
的生活方式， 白天积极活动， 晚上睡得
好， 可能对眼睛的健康有好处”。

北爱尔兰大学先前研究发现， 户外
活动和体育运动少的儿童近视风险高。

欧飒

调整生物钟
或能防治近视

治愈花生过敏 有望成为现实

日本筑波大学等研究小组一
项大规模流行病学调查显示， 被
动吸烟频率高的人， 与几乎没有
此种情况的人相比， 大动脉解离
等因大动脉疾病死亡风险上升
2.35 倍， 这是首次明确被动吸烟
和主动脉疾病的关系。

该研究小组从 1988-1990 年
在获知该国 40-79 岁的约 4.8 万人
吸烟和被动吸烟等情况 （包括频
度以及生活习惯和健康状况） 之
后， 对其中 94%的人进行了平均
16 年的追踪调查。 在调查对象中，
因大动脉内侧裂开的 “大动脉解
离” 66 人、 大动脉瘤样膨胀破裂
大出血的 “主动脉瘤” 75 人死亡。

调查显示， 高频率被动吸烟
的非吸烟者 （家庭每天 2 小时以
上 、 职场和饮食店等几乎每天 ）
在大动脉疾病的死亡风险方面 ，
是几乎没有被动吸烟的低频率者
的 2.35 倍。 对被动吸烟场所进行
的调查则发现， 较之家庭， 职场
和饮食店的影响更大。

宁蔚夏

英国伦敦大学
的一项新 研 究 表
明， 儿童睡眠不足
可增加其罹患 2 型
糖尿病的风险。

这项由英国伦
敦大学领 衔 的 研
究 ， 对 4500 余名
9-10 岁的英国儿
童的睡眠习惯进行了跟踪研
究。 结果发现， 儿童每晚睡
眠时间越少， 越容易出现肥
胖， 也越容易产生胰岛素抵
抗。 胰岛素是控制血糖水平
的激素， 当人体开始出现胰
岛素抵抗时， 极有可能是罹
患 2 型糖尿病的先兆。 研究
结果显示， 平均每多睡 1 个
小时， 胰岛素抵抗水平下降
2.9% ， 空 腹 血 糖 水 平 下 降
0.24%。

研究人员称， 儿童睡眠
不足增加患糖尿病的危险或
许还存在其它的解释。 例如，

它可能是因为控制睡眠的大
脑功能存在个体差异 ， 包括
食欲和胰岛素敏感性 。 不
过， 儿童充足的睡眠对健康
很重要。 因为睡眠会影响人
体各种激素的释放。 研究人
员建议， 父母应当帮助儿童
建立起良好的生活习惯。 例
如， 睡前 1 小时关掉电视和
电子设备 ， 就寝前少喝水 。
美国国立睡眠基金会称， 对
于年龄为 6-13 岁的儿童， 每
晚的睡眠时间应在 9-11 小时
之间。

杨光平 林小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