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澳大利亚的一项新研究显
示， 摄入富含类黄酮的食物，
如苹果和茶可以预防癌症和心
脏病， 特别是对吸烟者和重度
饮酒者。

澳洲埃迪斯科文大学医学
与健康科学学院的研究人员分
析了来自丹麦的饮食、 癌症和
健康小组的数据， 该小组评估
了 23 年来约 5.3 万余名丹麦人
的饮食情况。 结果发现， 习惯
性摄入适量至大量富含类黄酮
食物的人， 死于癌症或心脏病
的几率较低。 并且， 这种保护
效果， 对于那些因吸烟导致慢
性疾病的人群和饮酒超过 2 倍
标准量的人群来说是最强的。

类黄酮是植物性食物和饮
料中含有的一种化合物， 其已
被证明具有抗炎作用， 可以改
善血管功能。 该研究还发现，
每天摄入类黄酮总
量约为 500 毫
克的参与

者患癌症或心脏病相关死亡的
风险最低。

埃迪斯科文大学医学与健
康科学学院的研究人员表示，
在不同的植物性食物和饮料中
摄取各种不同的类黄酮化合物
是非常重要的， 这可以通过饮
食轻松实现： 一杯茶、 一个苹
果、 一个橙子、 100 克蓝莓和
100 克西兰花， 这些食物可提
供总量超过 500 毫克不同的类
黄酮化合物。

研究人员表示， 这一发现
非常重要， 因为它凸显了鼓励人
们食用富含类黄酮的食物来预防
癌症和心脏病的潜力， 特别是对
患有慢性疾病的高危人群。

方留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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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新知

■探索■新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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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折手术风险高、精度差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 人口老龄

化加剧， 交通运输规模大增等因素
影响， 创伤性骨折正成为影响人类
生命健康的突出问题， 全球每年下
肢骨折患者超过 2000 万人。 下肢
骨折手术和康复不当， 会导致运动
功能障碍甚至严重残疾。

然而， 骨折手术风险高、 精度
差， 术后康复过程存在盲目化、 随
意化、 经验化等问题。 很多患者由
于手术固定失效、 骨折不愈合、 畸
形愈合而导致下肢功能障碍。

传统的骨折复位手术， 医生需
要对着患者的 X 光片量尺寸来确
定复位距离， 这样的手术精度并不
高。 目前主流的骨科医疗软件， 虽
然能提高手术精度， 但往往需要医
生熟练掌握患者十几项数据指标的
测量方法， 对医生而言学习周期
长， 极大地影响了手术效率。

“天目系统”横空出世
“天目系统” 的创意来自天津

大学机械学院 2017 级硕士研究生
闫巍。 几年前， 他偶然看到这样一
个工作场景： 一位 50 多岁的医生，
手术前拿着尺子 ， 对着患者的 X
光片找位置测数据， 一站就是 2 个
多小时。

他想， 医生的专长是诊断和治

疗， 要是能研发一个系统， 将医生
从繁重的精确测量和计算工作中
解放出来， 一定会大大提高诊疗
效率， 让医生患者双受益 。 有了
这个想法， 闫巍开始向自己的研
究生导师、 天津大学机械学院孙
涛教授请教。

一个还没毕业的学生， 突发奇
想要解决临床医疗上的一个大难
题， 爱徒的 “不务正业” 让孙涛着
实吃了一惊。 可闫巍的热情和韧劲
打动了孙涛， 他决定帮助闫巍把这
项成果作出来。 为此， 孙涛带着闫
巍去天津最有名的骨科治疗医院，
向创伤骨科第一线的医生请教相关
问题。

经过师生们不懈努力， “天目
系统” 终于横空出世 。 “天目系
统” 全称下肢骨折精准复位手术与
量化康复一体化在线诊疗系统 。
“系统就像一台聪明的大脑， 可以
远程为骨科医生提供 ‘傻瓜式’ 诊
断支持。” 孙涛介绍， “天目系统”
的优越性不仅在于高效准确， 更在
于它的便捷性和普适性。

“天目系统” 在提高精准度上，
有一套自己的办法 。 传统骨科诊
断依赖两张 X 光片， 医生需要在
X 光片上画出数条参考线， 再测
量 13 个数据作为依据。 而 “天目
系统 ” 可以直接采用 CT 影像数

据， 通过技术将其进行三维重建，
利用 3D 模型提取关键数据， 而这
些过程都是通过后台的 “大脑 ”
瞬间完成的， 免去了医生的大量
测算工作。

它的操作更为简单， 充分考虑
到了不同地区硬件医疗条件的不
同、 不同医院电脑兼容性不同等问
题， 目前医生只需打开网页输入患
者的三维 CT 数据， 系统会自动得
出损伤部位最优化的复位位置和姿
态数据， 医生可以很快给出一份准
确率极高的互联网云处方。

未来，该系统将更智能
目前， “天目系统” 已经为天

津医院 45 例临床手术提供了数据
支持， 天津医院创伤骨科主任医师
张弢表示： “通过分析使用 ‘天
目’ 开展的数十例临床手术结果发
现， 与国外同类产品相比， 该系统
的复位精度和效率分别提高了 40%
和 60%以上。”

今年夏天， 由闫巍和几个同学
注册的天津骨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正式成立。 这几个年轻人踌躇满
志， 未来的主攻方向锁定在研发下
肢骨折复位与康复一体化的机器人
系统。 闫巍说， 这个机器人系统将
更为智能和自动化， “一个全新的
智能医学机器人时代已为期不远。”

胡春艳 焦德芳

“天目系统” 让骨折复位更精准
美国和日本科学家最新研究

发现， “细胞外烟酰胺磷酸核糖
转移酶 ” （eNAMPT） 不仅能延
长小鼠的寿命， 还逆转了老鼠身
体机能的衰老。 而且， 好消息是，
人类也有这种酶， 这有助于科学
家们研发出新的抗衰老方法。

随 着 老 鼠 和 人 不 断 老 去 ，
体内的 “烟酰胺腺嘌呤二核苷
酸 ” （NAD） 数量会显著下降 。
而新研究显示， eNAMPT 酶可以
产生 NAD。

在实验中， 来自华盛顿大学
以及日本国立老年医学和老年学
中心的研究人员， 在实验鼠年龄
为 6 个月和 18 个月时进行调查
发 现 ， 雄 鼠 和 雌 鼠 血 液 中
eNAMPT 的循环浓度分别减少了
30%和 70% 。 他们还发现 ， 体内
eNAMPT 量越高的年长老鼠， 比
体内缺乏 eNAMPT 的年长老鼠的
寿命更长。

为了保持老鼠体内酶的数量，
研究团队对老鼠进行了基因操作，
结果显示， 即使是高龄老鼠， 身
体活动水平也年轻了 1 岁。 如果
是人的话， 从身体机能的角度而
言， 相当于从 50 多岁重返 20 多
岁 。 此外 ， 实验鼠在睡眠质量 、
学习能力、 记忆能力和视网膜细
胞能力等方面也保持了较高水平。

随后， 研究小组从年龄为 4~6
个月的老鼠体内提取包含 eNAM鄄
PT 的成分， 并连续 3 个月注射给
年龄为 26 个月的雌鼠 。 结果显
示， 后者的寿命延长了 16%， 且毛
色变好， 动作也比以前灵活。

参与研究的华盛顿大学教授
今井真一郎表示， eNAMPT 有潜
力成为一种抗衰老方法。

【点评】
对抗衰老这一课题， 从古到

今， 人类都非常执着。 科研人员
一直在寻找影响衰老进程的密码。
这次， 研究者在动物实验中找到
的是一种酶 eNAMPT。 不过， 在
老鼠身上有效， 并不一定在人身
上同样奏效。 到目前为止， 这只
是一种颇有潜力的方法。 至于真
要享受到注射延寿服务？ 对不起，
还是得慢慢来。

刘霞

“返老还童”酶
让老鼠重返青春

工作超负荷， 心理压力大。 美国
《学习与记忆神经生物学杂志》 刊登一
项新研究发现， 每天跑步 5 公里不仅
有益缓解压力， 而且可以保护记忆力。

美国杨伯翰大学副教授杰夫·爱德
华兹博士及其研究小组， 先将实验鼠
分为两组， 让一组实验鼠在跑步轮上
跑 4 周 （相当于人类平均每天跑步 5
公里）， 另一组实验鼠则不运动。 两组
实验鼠中各有一半暴露于压力诱导环
境， 比如， 在高架平台上行走或在冷
水中游泳等。 在压力诱导 1 小时之后，
研究人员通过电生理实验测量了实验
鼠大脑的突触强化过程 “长时程增强”
（LTP） 情况。 结果发现， 接受跑步轮
训练的实验鼠的 LTP 和记忆功能明显
高于没有接受跑步轮训练的实验鼠。

爱德华兹博士表示， 长期或慢性
压力会削减大脑突触， 进而降低 LTP
并最终影响记忆功能。 新研究结果表
明， 跑步能够减轻慢性压力对负责学
习和记忆的大脑海马区的负面影响 ，
进而减轻压力， 增强记忆力。 跑步等
运动简单易行 。 生活压力难以控制 ，
但运动量则可以控制。 只要经常跑步，
就能克服压力对大脑产生的负面影响。

李涛

CT一拍完就可以立即得到最优化的手术方案， 这是由天津大学机械学院师生创业
团队研发的“天目系统” 给临床医学带来的神奇变化。 近日， 该项目获批国家重点研
发计划。 “天目系统” 的广泛应用将极大提升临床骨折手术的复位精度和诊疗效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