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探索■好奇心

一些孕妇常自嘲 “孕傻”。 澳大利
亚一项新研究显示， 女性在孕期内的
记忆力等认知能力下降确实是普遍存
在的现象， 但这种现象对孕妇日常生
活的影响不大。

《澳大利亚医学杂志》 刊登的这项
研究报告说， 澳大利亚迪金大学的科
研人员综合分析了此前 20 个相关研究
的数据， 其中涉及 709 名健康成年孕
妇和 521 名非孕期健康成年女性， 结
果发现孕妇的整体认知能力不及非孕
期女性。

与非孕期女性的对比显示， 孕妇在
最后 3 个月孕期中的整体认知能力、 记
忆力和执行能力都有显著下降， 但在孕
期的前 6 个月没有观察到这种差异。

这项研究说， 孕妇记忆力下降通
常只会被孕妇本人或其亲人注意到 ，
不会对日常生活造成严重影响， 但对
孕妇生活质量的具体影响还需要进一
步研究。

何嘉悦

日本一项新研究说， 在口
腔内引发牙周病的细菌， 还可
能引发连锁反应而加剧阿尔茨
海默病等痴呆症患者的症状。

阿尔茨海默病是常见的痴
呆症类型， 目前研究认为其原
因是贝塔淀粉样蛋白在脑内异
常堆积。 据日本 《朝日新闻》
报道， 日本国立长寿医疗研究
中心等机构研究人员用患有阿
尔茨海默病的实验鼠进行了实
验， 让其中一部分感染牙周病
病菌。

结果显示， 感染病菌 5 周
后， 实验鼠大脑中负责记忆的
海马区内， 贝塔淀粉样蛋白聚
积量是没有感染病菌实验鼠的
1.4 倍； 在记忆测试中， 感染
病菌的实验鼠认知能力也出现
下降， 比不上虽患阿尔茨海默
病但没有感染病菌的实验鼠。

进一步研究发现， 在感染

牙周病病菌的阿尔茨海默病实
验鼠大脑内 ， 病菌释放的毒
素、 免疫细胞攻击病菌时产生
的各种蛋白质的数量均有所增
加， 研究人员认为这些物质引
发连锁反应， 导致实验鼠大脑
中贝塔淀粉样蛋白的数量增
加。

研究人员说， 虽然阿尔茨
海默病目前尚无法根治， 但预
防和治疗牙周病可能有助控制
病情。

华义

“孕傻”是真的

■新技术 ■健康新知

《美国医学会杂志·内科学》
刊登一项新研究发现， 女性母乳
喂养 6 个月及以上可以显著降低
罹患 2 型糖尿病的风险。

美国凯撒医疗集团高级研究
员艾瑞卡·P·古恩德森博士及其研
究小组对 1238 名黑人妇女和白人
妇女展开了研究 。 研究开始时 ，
所有参试女性均没有得糖尿病 。
在 30 年的跟踪调查中， 参试妇女
至少有一次生育经历， 并定期接
受糖尿病筛查。 参试女性还接受
有关生活方式行为 （包括饮食和
身体活动情况） 以及母乳喂养的
时间长度等内容的问卷调查。

综合分析结果显示， 与没有
母乳喂养的女性相比， 给孩子吃
母乳 6 个月或更长时间的女性罹
患 2 型糖尿病的风险降低了 47%，
给孩子吃母乳 6 个月以下的女性
罹患糖尿病的风险降低了 25%。

古恩德森博士表示， 新研究
发现 ， 即使将种族 、 生活习惯 、
体型以及代谢危险等多种因素纳
入考虑范围， 母乳喂养持续时间
与较低糖尿病风险之间仍具有很
强的关联性。

徐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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卵巢早衰，一直未怀孕
来自安徽的产妇方女士说 ，

2014 年结婚前她发现自己突然不
来月经了， 本以为是压力太大导致
月经不调， 谁知后来去医院检查，
医生说她是卵巢早衰。

卵巢功能早衰是指女性 40 岁
之前由于多种病因出现卵巢功能衰
竭， 被认为是导致不孕的 “不治之
症”。 这种疾病的发病率在育龄女
性中超过 1%， 且近年来呈上升和
年轻化趋势。 南京鼓楼医院生殖医
学中心主任孙海翔介绍， 因为这类
患者在月经周期中没有优势卵泡活
动， 无法取得卵子， 即使通过辅助
生殖技术， 也很难实现受孕 。 目
前， 雌孕激素替代治疗是治疗此类
疾病的常规方法， 但收效甚微。

为圆当妈妈的梦， 方女士在全
国各地多家医院辗转治疗， 但奇迹
并未发生。 直到 2015 年， 方女士
与丈夫到南京鼓楼医院求医， 专家
称， 医院正在研究一项新技术， 或
许可以帮助他们。 原来， 正是那一
年， 南京鼓楼医院生殖医学中心与
中科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戴
建武再生医学研究团队合作， 在国
际上率先开展了脐带间充质干细胞
卵巢内移植治疗卵巢早衰合并不孕
症临床研究。

干细胞移植创奇迹
卵巢早衰， 通俗点说， 就像一

株鲜花从根茎枯萎 （卵巢早衰），
没有好种子 （卵子）， 如何能结出
甜美的果实 （胎儿）。 因此， 解决
这部分患者不孕的关键就在于如何
挽救卵巢功能， 获得优质卵子配成
胚胎。

为了攻克这个难题， 戴建武团
队设计了可注射智能型胶原支架材
料用于卵巢功能再生。 戴建武介绍
说， 干细胞能分泌多种细胞因子，
通过旁分泌途径参与调节颗粒细胞
生长、 凋亡， 修复早衰卵巢。 在方
女士接受的治疗中， 研究人员使用
了脐带库的干细胞， 将脐带间充质
干细胞附着在可降解的胶原支架材
料上， 利用支架帮助干细胞定植、
分化， 激活原始卵泡， 修复早衰的
卵巢。

戴建武表示， 目前干细胞治疗
被用于很多方面， 但都存在一个问
题， 就是细胞无法在一个组织、 器
官上停留， 因为局部都有血液循环
和体液， 细胞会随之运动。 如果没
法着床， 干细胞就呆不住 、 活不
了， 也就没法发挥作用。

为此， 戴建武团队利用胶原做
成了一个支架， 来达到固定干细胞
的目的。 原来， 胶原拥有一个特
性： 在低于室温时， 呈液体状； 在
处于体温时， 会变成胶状。 “我们
把细胞埋在一堆胶原中， 再把胶放
在一个部位， 这样细胞就不会跑
了。” 也就是说， 研究人员在低于
室温的条件下， 把干细胞和液体状

的胶原混合， 注入到人体内， 当进
入人体后， 胶原变成胶状， 附着在
指定的位置， 也就把干细胞固定了
下来。

2015 年 12 月， 孙海翔临床团
队为方女士实施了干细胞卵巢内移
植术， 术后复查时卵巢血流有明显
改善 。 2016 年方女士又接受了 2
次移植术。 2017 年 5 月， 方女士
经检查确认恢复卵巢大卵泡活动，
并实现自然受孕。

距全面推行还有一段过程
据了解， 自 2015 年来， 该临

床研究已入组患者 23 人， 随访发
现 9 位患者有优势卵泡活动， 已有
2 位患者获得临床妊娠， 其中一位
就是方女士。

那么， 方女士此次成功怀孕并
生下孩子， 是不是表示所有因卵巢
早衰而不孕的患者都能通过干细胞
移植而怀孕呢。 孙海翔表示， 从目
前临床的阶段性结果来看， 治疗的
有效性在 40%左右。 因为卵巢早衰
病因复杂， 接下来他们将扩大病例
研究， 看这项技术可以适用于哪些
患者， 距临床全面推行还有一段过
程。

另外， 业内专家表示， 干细胞
治疗卵巢早衰临床研究这一成果，
还为高龄妇女卵巢功能低下及卵巢
抗衰老提供了新的技术手段。

（综合 《人民日报》《现代快报》
《金陵晚报》、 新华网）

减少对含糖食物渴望的秘诀
就是睡一个好觉那么简单吗？ 英
国一项新研究表明也许的确如此。

整夜辗转难眠会令人第二天
疲惫、 暴躁、 心绪不佳， 这并不
令人意外。 但发表在 《美国临床
营养学》 期刊上的一项新研究声
称， 如果没有达到每晚睡 7 个小
时的推荐睡眠时长， 会对许多健
康问题产生影响， 如肥胖和心血
管代谢疾病， 包括糖尿病、 心脏
病和中风等。

英国伦敦大学国王学院的研
究人员招募 21 名参与者进行了 45
分钟的睡眠咨询， 以期让他们的
睡眠每晚延长最多 1 个半小时 。
另一组 21 名参与者则没有进行睡
眠干预， 因而成为对照组。 所有
参与者被要求记录下 7 天的睡眠
和饮食模式。 在这期间， 参与者
手腕上也带着运动感应器， 测定
他们每晚实际睡眠时间和在真正
入睡前待在床上的时间。

研究结果显示， 每晚睡眠增
加的参与者减少糖分摄入量多达
10 克。 研究还发现， 这些参与者
每日摄入的碳水化合物也比睡眠
没有延长的一组要少。

研究人员指出， 睡眠延长可
减少糖分摄入量这一事实表明 ，
生活方式的简单改变也许真的会
帮助人们更健康地饮食。

方留民

我国干细胞干预卵巢早衰研究获突破

世界首例：卵巢早衰患者生下健康宝宝
1 月 12 日， 南京鼓楼医院的产房内， 一名重 2970 克的健康男婴呱呱坠地， 34 岁的产妇方女士

松了一口气， 此前， 她因卵巢功能衰竭一直没能怀孕。 而鼓楼医院的专家们利用干细胞再生医学技
术， 帮助她修复了卵巢功能， 使她终于圆了妈妈梦。 这意味着我国再生医学技术治疗卵巢早衰研究
取得重大突破。 同时， 这名男宝宝也成为全球首例干细胞复合胶原支架治疗卵巢早衰临床研究诞生
的健康婴儿。

牙周病可能加剧痴呆症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