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探索 ■发现

美国研究人员
在英国 《自然》 杂
志发表报告说， 脑
膜淋巴管功能障碍
可能是导致阿尔茨
海默病以及年龄相
关性认知功能障碍
加重的一个关键因
素。 这一发现有望
为治疗相关疾病提供新思路。

2014 年， 美国研究人员发
现了脑膜淋巴管的存在， 但对
其在中枢神经系统中的功能以
及中枢神经系统疾病中的作用
尚不清楚。

在此次的新研究中， 美国
弗吉尼亚大学医学院研究人
员同弗吉尼亚理工大学的研
究人员证实了脑膜淋巴管能
将中枢神经系统脑脊液和脑
组织间液中的大分子引流到
颈部淋巴结。

新研究发现， 成年小鼠的
脑膜淋巴管功能损坏会导致学
习和记忆能力下降； 老年小鼠
部分年龄相关性认知功能障碍
与脑膜淋巴管功能受到严重破

坏有关。 老年小鼠在接受血管
内皮生长因子治疗后， 脑膜淋
巴管清除脑脊液和脑组织间液
中大分子的能力增强， 学习和
记忆能力也相应提高。

论文作者之一、 美国弗吉
尼亚理工大学生物医学工程
助理教授珍妮弗·芒森说， 在
衰老过程中 ， 脑内液体流动
会放缓， 有时速度只有年轻时
的一半。 脑膜淋巴管可将引发
阿尔茨海默病的蛋白质与其他
细胞垃圾一起排出， 而流速放
缓会导致这种蛋白质堆积。 现
有研究认为， 阿尔茨海默病与
贝塔淀粉样蛋白在脑内过度
蓄积有关。

周舟

■新技术

■健康新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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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
第二医院专家团队将正电子发射
断层显像 （PET） 技术用于诊断
儿童非手术癫痫病灶， 从分子成
像技术角度解读大脑的 “卫星云
图”， 将病灶检出率从 15%~39%
提升至 79%。

传统检测看不清早期病灶
癫痫是常见的神经系统疾

病， 大部分起病于儿童。 精准诊
断对制定合理的治疗方案、 实现
有效病情评估方法都至关重要，
然而一直以来， 学龄期儿童癫痫
诊疗评估尚缺乏有效客观指标，
有 40%~60%左右的病例在手术前
找不到病灶在哪。

据介绍， 癫痫病发作源于大
脑中某个脑区的异常放电， 这个
放电从低能量开始集聚， 达到阈
值后， 就会引起肢体抽搐发作，
甚至意识丧失。 如何找到这个病
灶， 在临床上一直是个难题。

国家 “千人计划” 专家、 浙
医二院核医学科与 PET 中心田梅
教授介绍， 由于人类的重大疾病
往往都是先发生生物化学的变化，
之后才有组织结构大小的改变，
因此有时通过 X 光、 CT、 核磁
共振等传统检测手段不一定能看
清那些只有细胞代谢异常的早期

病灶。
为此， 田梅教授团队通过正

电子发射断层显像 （PET）， 从
分子成像技术的角度克服了这一
困难。

“卫星云图”帮助识别病灶
PET 是一种分子成像技术，

其基本原理是将某一个小分子注
射进人体内， 用图像的方式反映
小分子在体内去了哪儿、 呆了多
久、 在哪排出， 在对比中观察异
常情况。

田梅教授团队通过 PET 葡萄
糖代谢成像， 发现在癫痫不发作
时， 病灶脑区比周边代谢更加降
低。 “现在 PET 技术在中国最普
遍的用途是帮助诊断癌症， 实际
上它在癫痫、 阿尔兹海默症等神
经性疾病的诊治上也大有用武之
地。” 田梅教授说。

田梅表示， 如果将从核磁共
振、 CT 中看到的大脑图像比作
一张大脑的平面地图， 那么利用
PET 技术得到的就是一张可反映
能量变化的 “卫星云图”。 什么
地方会出现 “风雨雷电”， 光看
普通地图是看不出来的， 而卫星
云图则为专家作出判断提供了坚
实的基础。

通过检索国内外文献， 儿童

非手术癫痫病灶检出率为 15%~
39%， 而运用田梅教授团队研制
的 PET 影像分析方法可以将这一
检出率提高到 79%。

PET 技术提高病灶检出率
这套显著提高难治性癫痫患

者的术前病灶发现率的方法， 其
实就是 PET “导航”。 通过患者
PET 图像， 与大数据比较后， 将
异常部分反映到核磁成像的结构
图像上， 确定病灶的体积， 并通
过 3D 图像告诉外科医生切除位
置。 “我们团队构建基于 PET 分
子影像的 PET-MRI 融合诊断新
方法 ， 达到根治癫痫的临床效
果。” 田梅说。

系列临床研究表明， PET 分
子影像技术不仅能够从细胞代谢
和受体水平反映癫痫的脑功能与
脑代谢改变， 而且在癫痫病灶的
准确定位、 抗癫痫药物所致认知
损害评价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根据该系列研究成果形成的
3 篇论文相继发表在国际核医学
与分子影像领域的顶级期刊 《美
国核医学与分子影像学会会刊》
《欧洲核医学会会刊》 上。

（综合新华网、
浙江大学求是新闻网、

《人民日报》《科技日报》《浙江日报》）

解读大脑“卫星云图”识别癫痫病灶

美国科学家的一项新研究指
出， 2016 年， 空气污染导致全球
320 万新发糖尿病病例， 占总数的
14%， 新研究是首批量化烟雾弥漫
的空气和糖尿病之间联系的尝试
之一。

由汽车和工厂排出并通过大
气中的化学反应产生的细微颗粒
物质， 以雾状物的形式悬浮在空
气中， 使人呼吸困难。 在最新研
究中， 圣路易斯大学医学院的研
究人员收集了 170 万名没有糖尿
病病史的美国退伍军人的数据 ，
以评估他们罹患糖尿病的风险 ，
这些人被追踪平均时间为 8.5 年。
研究人员还利用全球糖尿病风险
研究数据， 以及美国环保署和美
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NASA） 提供
的空气质量数据 ， 从全球范围 ，
创建了分析暴露于空气污染与罹
患糖尿病之间关系的方程式。

圣路易斯大学医学院的研究
人员在 《柳叶刀行星健康》 杂志
上报告称， 新数据显示， 空气污
染要为 2016 年全球约 14%的新发
糖尿病病例负责。

刘霞

一项新研究显示， 上夜班可能会
干扰身体的自然节律， 进而导致大
脑和消化系统变得完全格格不入 。
该研究发现， 尽管连续 3 个夜班对大
脑中的身体主时钟没有多少影响 ，
但它对肠胃功能造成了巨大破坏 ，
让有关的自然周期出现了整整 12 小
时的偏差。

美国华盛顿州立大学的研究人员
邀请了 14 名健康的志愿者 （年龄在
22 至 34 岁之间） 进入实验室， 并把
他们分成两组。 第一组模拟上 3 天白
班的情形， 这组志愿者可以在晚上
10 点到次日早上 6 点睡觉。 第二组
志愿者则连续 3 个夜晚保持清醒， 他
们只能在上午 10 点到下午 6 点睡觉。
结果显示， 连续 3 个夜班让大脑的主
时钟缩短了平均大约 2 小时， 但消化
系统的生物钟受到的影响是深远的，
夜班让它缩短了 12 小时。

据介绍， 人类大脑中有一个中央
主时钟， 它会根据周围光线的变化来
控制人们何时醒来和入睡。 不过， 包
括消化系统在内的身体很多其他器
官都有自己的生物钟。 新研究结果凸
显了夜班对自然节律 （负责管理人体
各个器官与系统） 的不同生物钟的巨
大影响。

方留民

美国 《神经病学杂志》 刊登一
项新研究发现， 中年人起立时感觉
晕眩， 可能会增加罹患阿尔茨海默
病或中风的危险。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研究员
安德里亚·劳林斯博士及其研究小组
对平均年龄为 54 岁的约 1.1 万名参
试者的相关数据展开了梳理分析 。
研究中， 参试者平躺 20 分钟， 然后
平稳快速站起身。 研究人员观察和
询问参试者的身体反应， 并测量和
诊断了参试者的血压健康状况。 随
后， 这些参试者接受了平均为期 25
年的跟踪调查。

结果发现， 在 11156 例无直立
性低血压的参试者中， 999 人确诊患
有阿尔茨海默病 （占 9%）， 758 人患
有缺血性中风 （占 6.8%）。 而在 552
名直立性低血压患者中， 69 人确诊
患有阿尔茨海默病 （占 12.5%）， 84
人患有缺血性中风 （占 15.2%）。 即
经历过直立性低血压的患者罹患阿
尔茨海默病的风险高出 54%， 缺血
性中风发病率也明显更高。

直立性低血压 （又称体位性低
血压） 是指突然站立时， 头部迅速
抬高， 心脏还没来得及向大脑输送
足够的血液， 导致大脑暂时性缺氧，
产生晕眩或昏倒等现象。

陈希

320万新发糖尿病病例
与空气污染相关

脑膜淋巴管功能障碍
或会加重阿尔茨海默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