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健康新知

一项新研究显示 ， 如
果在儿童期出现过呼吸道
疾病， 长大后患哮喘的几
率会增加 4 倍。

荷兰伊拉斯谟医学中心
的研究人员对 15.4 万余名
欧洲儿童进行了研究， 从他
们 6 个月大和 5 岁大时起，
研究人员就根据所掌握的呼
吸道感染信息对他们进行调
查。 后续跟进时间持续 4 年
至 15 年不等。

检测结果显示， 在 5 岁
时患过下呼吸道疾病的孩

子， 成年后患上哮喘的几率
会增加 2 至 4 倍。 下呼吸道
感染包括支气管炎、 肺炎以
及一般的胸部感染。 而患过
上呼吸道感染， 如感冒、 扁
桃体炎的， 长大后肺部疾病
风险几率增加 1.5 倍。

研究人员指出， 新研究
支持了之前的有关猜想， 即
早年呼吸道疾病可能会对未
来生活产生长期影响。 特别
是下呼吸道感染， 更易引发
肺部功能问题和哮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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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研究团队在 《自然》 杂
志上撰文指出， 他们借助一种
全新方法， 利用小鼠发育最初期
的 4-8 个细胞胚胎， 培育出了
一种全能干细胞系———扩展潜
能干细胞 （EPSCs）。 新细胞不
仅能发育成任何类型的细胞 ，
且发育潜力超过胚胎干细胞等，
对人类的再生医学意义重大， 有
望为研究治疗流产和发育紊乱
问题开辟新方向。

目前得到的胚胎干细胞和诱
导多能干细胞只能发育成某些
特定的细胞谱系。 为了发现新
型干细胞用于再生医学等领域，
剑桥大学韦尔科姆基金会桑格
研究所刘澎涛博士领导的团队，
发明了一种从发育最初阶段开

始培育干细胞的新方法。 在此阶
段， 受精卵仅分化成 4 个或 8 个
细胞， 这些细胞保持某些全能
性； 而胚胎干细胞则是在受精
卵发育成大约 100 个细胞的胚囊
阶段时提取的， 因此他们认为，
发育最初期的细胞应该比胚胎
干细胞编程更少。

研究人员在一个特殊的发育
环境 （抑制关键的发育信号和通
路） 中， 对这些发育最初期细胞
进行培育。 结果发现， 新细胞保
持了发育最初期细胞的特征。 他
们还对小鼠的胚胎干细胞和诱
导多能干细胞重新编程 ， 制造
出 EPSCs。

刘澎涛表示： “从理论上来
说， 发育最初期的细胞就像一

张白纸， 发育潜力最大。 研究表
明 ， EPSCs 的确保留了 4-8 个
细胞胚胎的分子特性， 能发育成
任何类型的细胞。 此外， EPSCs
能在体外直接产生从胚囊中培养
产生的全部 3 种干细胞， 后者对
研究人类的正常发育及疾病非常
有用。”

至于 EPSCs 的作用， 刘澎涛
解释称， 首先， 它们可在体外无
限扩增， 提供了在体外研究最早
期胚胎发育的材料； 其次， 原理
可能适用于人类细胞， 有助于我
们理解人的早期发育， 进一步促
进再生医学的发展； 第三， EP鄄
SCs 对研究胎盘生物学和一些人
类疾病也有直接帮助。

刘霞

由最初期胚胎育成

小鼠新型全能干细胞问世

如果你注定要受伤， 那么尽量在白
天受伤。 因为伤口在白天愈合的速度似
乎比晚上快 2 倍。

英国剑桥大学分子生物学实验室
的纳撒尼尔·霍伊尔和团队发现一种特
定皮肤细胞中的基因会随着昼夜打开
或关闭， 他们由此开始研究一天中的
时间如何影响愈合。 这些叫作纤维原
细胞的皮肤细胞在皮肤受创伤后会帮
助愈合伤口， 其中一些活性随着一天
内的时间变化而变化的基因有助于控
制这一过程。

研究小组对基因活性的这种昼夜变
化感到惊讶， 他们决定对曼彻斯特大学
的一个特殊烧伤机构收集的数据进行分
析。 他们发现， 平均而言， 白天的伤口
愈合速度要快得多———只需要 17 天 ，
而夜间产生的类似烧伤的愈合持续了
28 天。 “我们发现， 人们的治愈程度
取决于受伤那天的时间。” 霍伊尔说，
白天的愈合速度会加快 60%。

在皮肤出现切割口后， 纤维原细胞
会涌向伤口， 分泌出一种帮助皮肤细胞
转移到原位、 生长及愈合伤口的基质。
在研究烧伤数据之前， 该小组在老鼠组
织实验中首次发现， 纤维原细胞在老鼠
正常清醒时到达新伤口的时间比在睡眠
期间快 2 倍。

这似乎是因为约 30 个一组的基因
在醒着时更活跃。 这些基因都有助于控
制肌动蛋白， 这是纤维原细胞用来移动
的一种蛋白。

霍伊尔团队认为， 愈合速度可能与
哺乳动物的昼夜节律有关， 因为人们在
白天活动中受伤的几率更高。 他表示，
这一发现或有益于医学。 例如， 如果能
让药物 “诱导” 受伤部位进入 “白天”
状态， 那么它们可能会更快地痊愈。 同
时， 这项研究也增加了更多的证据说明
医学上的时间和昼夜节律的重要性。

冯维维

伤口白天愈合速度
是夜间 2 倍

美国科学家通过动物实验发现， 通过
衣物、 家具等接触 “三手烟”， 会增加实
验鼠出现肝损伤和糖尿病等疾病的风险。

吸烟会使烟草残留物沾染在人体和家
居物品表面， 积累多种毒素， 普通清洁剂
无法去除这些物质， 形成 “三手烟” 污
染。 此前已有研究发现， “三手烟” 会危
害实验鼠免疫系统。

英国 《新科学家》 杂志报道说， 美国
加利福尼亚大学河边分校研究人员让窗
帘、 地毯等居室材料接触香烟烟雾， 模
拟吸烟者家中的情形， 然后将这些布料
放在实验鼠笼子里。

1 个月后， 这些实验鼠血液和肝脏里
的炎症分子比对照组多出 50%； 2 个月
后， 实验鼠的肝脏和脑部出现了细胞损
伤； 4 个月后， 实验鼠体内的皮质醇水平
比对照组高出 45%， 空腹血糖和胰岛素水
平高出 30%， 这意味着实验鼠的免疫机能
下降、 糖尿病风险提高。

研究人员在英国 《临床科学》 杂志上
报告说， 这一发现可用于向公众宣传 “三
手烟” 危害。 如果证实 “三手烟” 对人体
有类似效果， 相关的生物标记物分子可
用于临床化验。

研究人员认为 “三手烟” 与吸烟和二
手烟一样危险， 并特别告诫父母要保护
儿童免受伤害， 比如只在户外吸烟、 换
掉吸烟时穿的衣服再陪伴孩子。 儿童呼
吸速度较快， 而且与家具、 地毯接触较
多， “三手烟” 对他们的影响会更大。

新华

“三手烟”导致
肝损伤和糖尿病

睡眠不足容易让人头脑不清， 这应该是
多数人的直观感受。 英国利兹大学发布的一
项新研究则进一步指出， 睡眠不足会影响一
个人的心理健康以及记忆力。 相关结果已在
欧洲认知心理学协会的一个会议上公布。

为进一步分析失眠与心理健康的关
系， 利兹大学研究人员与一家公司合作开
展大型调查， 涉及 1000 多名英国成年人，
年龄从 18 岁到 80 岁不等。 研究人员让这
些志愿者填写有关他们睡眠习惯、 记忆
力、 心理状况以及生活质量的调查问卷，
然后基于这些结果进行分析。

研究人员表示， 从调查数据看， 睡眠不
足与心理健康下降以及日常记忆力变差都有
较大联系， 尤其对那些晚上睡眠时间经常少
于 5 小时的人来说， 这种联系更明显。 例
如， 他们会忘记执行任务， 想不起来事情发
生的地方， 或忘记去做计划好要做的事情。

参与这项研究的利兹大学学者安娜·韦霍
尔说， 此前许多睡眠研究都是基于实验室数
据来分析， 而这项研究则主要基于对人们日
常生活中睡眠规律的调查。 很明显， 那些睡
眠不足的人生活质量可能会受到较大影响。

目前， 英国的公共卫生体系建议成年人
每晚睡 7到 8小时。 团队表示， 在公共卫生
中， 睡眠应被视为优先倡导的健康行为， 就
像保持合适体重、 饮食健康以及多运动一样。

张家伟

睡眠少
影响心理健康和记忆力

欧洲心脏病学会公布
的一项芬兰新研究发现 ，
高盐饮食会显著增加心力
衰竭 （心衰） 风险。

为探明食盐摄入量与
心脏衰竭之间的关联， 芬
兰赫尔辛基国家健康与福
利研究所教授裴卡·尤斯
拉蒂博士及其亚努就小组
对 1979 至 2002 年参加芬
兰两项大型研究的 4600 多
名参试者进行了为期 12 年
的跟踪调查。 研究开始时
参试者的年龄为 25 岁至 64
岁不等 。 在后续研究中 ，
研究人员测量了参试者 24
小时钠摄入量， 并收集了
有关参试者的生活习惯 、
体重等信息。 研究人员还
对参试者的死亡率、 出院
情况和服用药物等健康状
况展开了跟踪调查。

对比分析发现 ， 无论
血压高低， 每天吃盐超过

6.8 克就会增加心脏衰竭风
险。 心衰风险会随着食盐
摄入量的增加而增大 。 每
天吃盐超过 13.7 克的人罹
患心衰的风险比低盐饮食
者高 1 倍。

尤斯拉蒂博士表示 ，
“心脏不喜欢食盐” 这句话
很有科学道理 。 多项研究
业已证实， 高盐 （氯化钠）
摄入是高血压的一大主因，
也是冠心病和中风的独立
风险因素。 世界卫生组织
建议， 成年人每天钠摄入
最好不超过 2 克。

陈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