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握力体现了人体肌肉力量的强弱，
在医学上常用来衡量人的健康状况。 以
往认为， 成人握力下降是健康状况不良
的指标， 但近期美国贝勒大学健康与人
类科学研究中心的一项新研究则首次表
明， 与握力强的孩子相比， 青春期前握
力弱的孩子的心脏病等健康问题风险升
高， 和成人结果一样。

贝勒大学健康与人类科学研究中心
的研究人员以美国小学 4 年级 368 名儿
童为对象， 首先实施握力检查， 其中男
孩 27.9%、 女孩 20.1%被判定为握力弱，
然后对与心血管代谢有关的健康状况进
行为期 2 年的追踪， 最后对健康状况的
改善或下降进行评定。 结果显示， 在追
踪期间， 与握力强的孩子相比， 握力弱
的孩子健康状况处于持续不良以及健康
状况下降的概率上升了 3 倍， 与成人一
样有心脏病风险。

美国研究人员针对这一结果表示 ，
家长对孩子握力与将来心血管疾病风
险之间的关系应给予更多的关注 ， 为
了维护孩子的健康 ， 不仅是饮食和运
动 ， 保持和提高肌肉力量也很重要 。
另外， 作为简单体力测试的握力检查，
有易于进行的优点 ， 通过握力测定能
够预测孩子心血管代谢风险 ， 所以家
长可以定期带孩子去做握力测定 ， 以
期早期发现需要改善的生活习惯 ， 并
及时予以纠正。

宁蔚夏

■健康新知

鸡蛋是最常见也是最具争议的食品
之一。 英国 《分子营养与食品研究》 杂
志刊登芬兰一项最新研究发现， 每天吃
一个鸡蛋可改善血液中代谢物的产生，
进而降低 2 型糖尿病风险。

东芬兰大学研究员斯泰凡尼亚·诺
尔曼博士及其研究小组对 239 名男性参
试者展开了一项为期近 20 年的跟踪调
查。 研究人员将参试者的 239 份血浆样
本分为四组： 罹患 2 型糖尿病的多吃鸡
蛋者 （平均每天吃一个鸡蛋） 和少吃鸡
蛋者 （平均每周吃 2 个鸡蛋）， 以及没
有患糖尿病的多吃鸡蛋者和少吃鸡蛋者
（控制组）。 研究人员利用非靶向代谢组
学技术对血液样本中的化合物进行了分
析。 结果发现， 吃更多鸡蛋的男性其血
浆中含有某些脂分子， 这些脂分子水平
与非糖尿病男性的血液特征呈正相关
性。 每天吃一个鸡蛋， 有益降低 2 型糖
尿病风险。

诺尔曼博士表示， 传统上人们不鼓
励多吃鸡蛋， 其主要原因是鸡蛋胆固醇
含量高。 然而， 鸡蛋也是包括氨基酸酪
氨酸在内的多种有益健康的生物活性化
合物的丰富来源。 新研究发现， 每天吃
一个鸡蛋其实有助于预防糖尿病。

陈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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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部起搏器

心脏起搏器， 相信大家都
听说过， 但对于脑起搏器， 恐
怕就比较陌生了。 脑起搏器有
什么作用 ， 难道大脑也需要
“起搏”？

“脑起搏器也称为脑深部
刺激器， 它是一种直接作用于
神经中枢的装置， 主要用来治
疗帕金森病等神经系统疾病。”
清华大学航天航空学院航空宇
航工程系教授、 神经调控技术
国家工程实验室主任李路明
说。

帕金森病等神经系统疾
病严重危害患者健康 ， 也给
患者家庭 、 社会带来沉重的
负担 。 据估计 ， 到 2030 年 ，
我国的帕金森病患者人数将
占到全球患者总数的一半 。
通过植入电极直接刺激大脑，
脑起搏器可以显著改善患者
的生活质量 ， 是高端医疗器
械的典型代表。

脑起搏器技 术 难 度 大 ，
一直被美国独家垄断 。 由李
路明领衔的 “脑起搏器关键
技术 、 系统与临床应用 ” 项
目历经 17 年， 通过医工融合
自主突破核心技术 ， 打破垄
断 ， 并通过原创的理论 、 方
法和技术 ， 实现全球引领 ；
原创变频刺激疗法和变频脑
起搏器 ， 解决了帕金森病晚
期步态障碍治疗的世界难题；
实现体外无线充电的 “零灼
伤”， 全球首次实现脑起搏器
10 年以上的质保寿命 ； 创新
电极技术和手术方法 ， 解决
了头颈运动引起电极断裂的
临床难题 ； 首创安全可靠的

远程程控技术 ， 解决了异地
患者术后返诊难题。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 ， 产
品疗效显著， 平均为每名患者
节省 10 万元。 2017 年国内市
场占比达 60%， 而且出口英国
等 4 个国家。” 李路明说。 正
因如此， 该项目获得 2018 年
度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肺癌微创治疗

肺癌是癌症中的头号杀
手 ， 我国肺癌年死亡病例 61
万 ， 近 30 年 发 病 率 上 升
465%。 “外科切除是根治早中
期肺癌的关键， 但手术技术亟
须提高， 手术规范、 围术期治
疗等方面亟待完善。” 广州医
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院长何建
行说。

如何因人制宜制定手术
方案 ， 实现精准切除 ？ 这是
何建行经常思考的问题 。 由
其牵头的 “肺癌微创治疗体
系及关键技术的研究与推广”
项目获 2018 年度国家科技进
步奖二等奖 。 为实现微创治
疗 ， 课题组首先通过建立 4
种高选择自主呼吸麻醉模式
减少了肌松药物及机械通气
的副作用 ， 然后通过建立 7
种微创手术切口、 6 种精准微
创切除—重建手术模式 ， 实
现了因瘤、 因人制宜的精准手
术体系， 通过上述手术技术的
研发 ， 使微创手术适用范围
提高到 95％以上 ， 同时提高
远期生存率 6%， 并发症率减
少 60% ， 并革命性地将部分
极早期肺癌的手术进化为 24
小时出入院的日间手术。

“与此同时 ， 项目还首次
在国际上规范并细化了早期肺
癌 3 种切除方式的选择标准，
同时明确了早期肺癌手术的淋
巴结清扫数目， 为手术质控提
供了关键量化标准， 用以指导
我国早期肺癌微创手术的临床
路径与精准切除。 从而显著提
高了我国早中期肺癌的疗效。”
何建行说。

耳聋诊断芯片

有数据显示， 听力障碍已
成我国第二大出生缺陷疾病 。
我 国 现 有 听 力 残 疾 人 2054

万 ， 其中 0~6 岁儿童超过 80
万人， 且每年新增 3 万聋儿 。
在治疗方面 ， 除昂贵的人工
耳蜗植入外 ， 重度耳聋尚无
法治疗。

“因此， 早期诊聋防聋至
关 重 要 。 研 究 表 明 ， 约 有
60%重度耳聋是因为遗传因
素导致。 正常人中约 5%的耳
聋基因携带率 ， 是造成成人
后天耳聋和生育下一代聋儿
的主要原因 。 然而 ， 传统的
耳聋筛查和诊断技术操作繁
琐 、 通量低 ， 且难以发现迟
发性耳聋和药物致聋敏感人
群。” 中国工程院院士、 清华
大学医学院教授程京说 。 所
以， 迫切需要一款高精度、 高
灵敏度、 高通量、 低成本的新
型基因突变检测技术及配套设
备， 以实现规模化预防耳聋。

由清华大学 、 中国人民
解放军总医院和博奥生物集
团有限公司联合研发的 “遗

传性耳聋基因诊断芯片系统
的研制及其应用 ” 项目 ， 发
明了多重等位基因特异性扩
增及通用芯片技术 ， 并在此
基础上研制出全球首款耳聋
基因诊断芯片， 可同时检测 4
个最常见致聋基因上的 9 个
突变热点 ， 使我国成为国际
上规模最大的对遗传病进行
分子筛查的国家。

截至 2018 年底 ， 全国接
受遗传性耳聋基因筛查的新生
儿数量超过 300 万， 检出总突
变率为 4.4%， 其中药物致聋基
因携带者就有 8000 多人 ， 直
接避免了受检者和家庭成员约
8 万多人因使用药物不当而致
聋 。 该项目荣获 2018 年度国
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

马爱平 付丽丽

将颠覆和超越进行到底
2019 年新年伊始， 一年一度的科技界盛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

会如期而至。 在 2018 年度的获奖项目名录里， 脑起搏器、 遗传性耳聋基
因诊断芯片……医疗方面的科技创新也不少， 这些鲜为人知的科技， 有
的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有的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 它们将颠覆和超越进
行到底， 改变着国计民生。

脑起搏器工作原理示意图

新生儿采足跟血检测遗传性耳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