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电影 《神奇动物在哪里》
中， 一根魔法棒， 一个旅行箱，
英国魔法师纽特·斯卡曼德在全
世界寻找神奇动物的下落。 而在
现实世界， 有一帮科学家 “钻
进” 了斑马鱼体内， 利用活体免
疫荧光标记、 遗传调控和图形重
构计算等 “魔法”， 追踪到生物
体内 “最神奇细胞” 的行踪。

近日， 中国科学院上海营养
与健康研究院研究员潘巍峻带领
研究团队， 在国际上首次高清解
析了体内造血干细胞归巢的完整
动态过程， 这一研究结果有望成
为将来提高骨髓移植成功率的关
键。 相关研究成果 11 月 20 日在
线发表于 《自然》。

白血病终结者
人体血液中包含红细胞、 白

细胞、 血小板等各个类型的细
胞， 它们形态各异、 各司其职，
而这些血液细胞都有共同的来
源———造血干细胞。

造血干细胞能够自我更新，
具有分化成各种血液细胞的潜
能。 因此， 它可以被用于血液、
免疫和肿瘤等疾病的治疗 。 例
如白血病， 大部分发病原因是
人体造血机能出现了问题 。 医
生通过骨髓移植或造血干细胞
移植， 在临床上挽救了成千上
万的生命。

可是， 造血干细胞发挥作用
有一个前提， 那就是 “归巢”。
干细胞在循环系统中游走， 寻找
最适宜的微环境 。 只有找到了
“家”， 干细胞才能进行自我更新
和分化， 发挥应有功能。

“造血干细胞归巢是它与生
俱来的一种 ‘本能’。” 潘巍峻表
示， 这就像出生在沙滩上的小海
龟， 出壳以后就知道要回到大海
去， 造血干细胞天生就知道， 自

己需要回到造血组织中去。 可是
人类要研究它们却并不容易。

首创全新体系追踪干细胞
造血干细胞归巢的概念由来

已久， 但观测手段十分有限。 在
过去几十年的研究中， 归巢在体
内生理情况下究竟如何发生等一
系列关键科学问题对科学家来说
仍扑朔迷离。

为攻克这一科技难题， 潘巍
峻带领团队历时 6 年， 首创了一
套全新的、 可完整解析体内造血
干细胞归巢全过程的研究体系。
研究人员在国际上率先采用可变
色荧光蛋白建立了造血干细胞标
记系统， 在高分辨率共聚焦荧光
显微镜下， 建立了造血干细胞长
时程活体观察追踪方案， 从宏观
到微观， 生动呈现出新生造血干
细胞归巢全过程。

这一由中国科学家独立完
成的原创性科学发现， 也开启了
国际造血干细胞领域在体长时
程、 高分辨率等方面开展研究的
新时代。

“这位干细胞，
请在这里下车”

经过对大规模长时程活体成
像的统计分析， 潘巍峻研究团队
发现， 生物体内存在一些造血干

细胞归巢的 “热点区域”， 其中
一些独特的微血管结构就是造血
干细胞的 “家”。

这些微血管就像高速公路边
的加油站或停留区， 空间非常狭
小， 基本上跟造血干细胞尺寸差
不多。 造血干细胞进入后， 能进
一步进行增殖分化等生理过程。
但是， 造血干细胞自己是不认识
“家门” 的， 它们还需要帮手 。
“在研究过程中， 我们意外地发
现了一种全新的微环境细胞， 我
们把它叫作 ‘先导细胞’。” 潘巍
峻说。

这类被叫作 “先导细胞” 的
细胞是一种之前未被定义过的巨
噬细胞新亚型， 它们在归巢 “热
点区域” 附近 “巡逻”， 发现有
经过的造血干细胞， 就会将其引
入特定的血管结构中， 从而实现
造血干细胞的归巢。

现有的造血干细胞移植往往
要输入几千万到上亿个细胞， 但真
正起作用的可能就几十个到几百
个， 这是因为不知道移植进去之后
能不能归巢。 而有了这项成果，
人们掌握了归巢的过程， 将来就
有可能精确地调控造血干细胞归
巢微环境， 大大减少移植所需的
干细胞数量， 节约大量医疗成本。

丁佳

■好奇心

科学家对秃发一直非常感兴
趣， 每年有不少研究围绕着这个
问题展开。 眼下正值一年中的掉
发高峰季，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关
于脱发的最新科学发现吧。

在最近的一期 《自然通讯》
上， 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的拉尔
夫·保罗博士领导的研究团队发
表了一项研究成果 ： 一种叫做
Sandalore 的人工合成檀香， 能阻
止毛囊退化， 延长毛囊产生头发
的时间， 而且已经对 20 名女性
做了初步临床试点， 这些女性每
日的脱发都减少了。

在人体的皮肤细胞里， 有一
种嗅觉受体叫 OR2AT4， 之前
就已发现， 人造檀香可以通过
OR2AT4 受体 ， 促进皮肤伤口

的愈合。 而拉尔夫·保罗博士团
队注意到： “有毛发的部位比没
毛发的部位伤口愈合得更快 。”
那么， 能否用人造檀香来刺激
OR2AT4 促进毛发生长呢？

人类的毛囊有一个生长周
期， 分为 2 年~7 年的生长期、 2
周~3 周的退化期和 3 个月左右
休眠期， 对于正常的毛发生长来
说， 这个周期是周而复始的。

拉尔夫·保罗博士团队的研
究人员， 将人体来源的头皮组织
浸泡在人造檀香溶液中， 检测发
现人造檀香能延长毛囊处于生长
初期的时间 ， 推迟退化期的到
来。 这意味着： 头发会有更长的
生长时间。 进一步分析发现， 毛
囊里的嗅觉受体 OR2AT4 表达

明显提升， 而头发基质角化细胞
的死亡也被抑制了， 这表明人造
檀香能阻止毛囊的退化。

尽管人造檀香这样神奇， 但
拉尔夫·保罗博士表示： “只有
研究中使用的人造檀香才有效，
自然的檀香气味物质不仅没有防
脱发的效果， 还可能引发过敏。”

那么 ， 在等待科学成果的
过程中 ， 脱发的人们能做些什
么呢？ 有一个叫米兰·斯托里科
尼的英国人 ， 专门建立了一个
网站宣扬乐观积极面对脱发 ，
呼吁发际线后退的男性重新定
义谢顶， 接受新风貌———“脱发
的最佳疗法 ， 是成为有吸引力
的光头男！”

章咪佳

■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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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奇细胞去哪里？ ■健康新知

美国一项最新研究发现， 与保
持站姿或向前走路的参试者相比 ，
倒着走路的参试者记忆力测试成绩
明显更高。 这一结果表明， 倒着走
路有益增强记忆力。

美国罗汉普顿大学研究员阿克
森蒂耶维奇博士及其研究小组对 114
名志愿参试者展开了研究。 研究人
员要求参试者观看一段有关一名女
性的手提包被盗的视频， 之后让参
试者根据记忆回答调查问卷。 看完
视频之后， 参试者被随机分为两组，
一组被要求向前或向后走动 10 米，
另一组被要求站立不动。 之后， 研
究人员要求参试者回答与视频内容
有关的 20 个问题。 结果发现， 向后
走动的参试者平均答对的问题比其
他两组多两个。 另一项类似实验中，
参试者被要求记住一组词汇， 之后
参试者想象自己向前走、 向后走或
保持站立姿势。 结果显示， 想象倒
着走路的参试者记忆单词数量更多。

阿克森蒂耶维奇博士表示， 新
研究表明倒着走的确有益改善记忆
力， 但其具体机理尚待进一步研究
探明。 他同时提醒大众， 平时进行
倒步走锻炼时， 一定要注意保持平
衡， 安全第一。

徐澄

发表在美国 《社会与临床心理
学 》 期刊上的一项新研究称 ， 如
果把社交媒体的使用时间限制在
每天约 30 分钟 ， 或能极大地提升
幸福感。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研究人
员招募了 143 名本科生进行实验 ，
每个受试者都必须拥有脸书、 Insta鄄
gram 和 “阅后即焚” 这 3 个社交媒
体的账号， 外加一部 iPhone 手机。
（iPhone “会自动追踪每个应用程序
在屏幕上被主动打开的总分钟数”。）
研究人员对这些学生进行了为期一
周的监测， 以得到他们使用社交媒
体的基线读数， 并向他们发放调查
问卷， 根据 7 个不同的因素来评估
他们的幸福感。 在接下来的三周里，
一个随机分配的小组将一如既往地
使用社交媒体， 而另一个小组则不
得不将脸书、 Instagram 和 “阅后即
焚” 的每日使用时间分别限制在 10
分钟以内。

结果表明， 减少使用社交媒体
会明显降低抑郁和孤独感， 而这些
影响对于那些在参加研究时更抑郁
的人来说更明显。 研究人员之所以
选择限制社交媒体， 而不是让研究
对象完全停止使用社交媒体， 是因
为这样做更现实。

方留民

人造檀香，真能拯救发际线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