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健康新知

《美国心脏协
会杂志》 刊登美国
一项新研究发现，
多吃植物性食物
（素食）， 少吃动物
性食物 （荤食） 有
助于保持心脏健
康， 降低心脏病 、
卒中及其他心脑血
管疾病风险。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彭博公共
卫生学院流行病学助理教授凯西·
M·雷博兹博士及其研究小组对
“社区动脉粥样硬化风险研究” 项
目涉及的 1.2 万余名参试者的相关
数据进行了梳理分析。 研究开始
时， 所有参试者都没有患心血管疾
病， 他们在 1987 至 2016 年间平均
接受了为期 25 年的跟踪调查。

研究人员根据植物性饮食指
数、 普罗韦格塔里饮食指数、 健
康植物性饮食指数和不健康植物
性饮食指数四项饮食指标将参试
者分为四类 。 在每类参试者中 ，
再根据植物性和动物性食物具体
摄入量， 将参试者归为 “较高组”
或 “较低组”。 例如， 健康的植物
性饮食以全谷物、 蔬菜和植物蛋
白摄入为特征， 而不健康的植物

性饮食则以富含精制碳水化合物
和糖的植物性食物为特征。

结果发现， 更大程度地坚持
健康的植物性饮食指数的参试者，
心血管疾病风险和全因死亡率分
别降低了 19%和 11%。 新研究还
发现， 与坚持植物性饮食指数或
普罗韦格塔里饮食指数最低 5%的
参试者相比， 最高 5%的参试者心
血管疾病风险降低 16%， 心血管
疾病死亡率降低 31%~32%， 全因
死亡率降低 18%~25%。

雷博兹博士表示， 新研究结
果表明， 为了降低心血管疾病风
险， 应该多吃蔬菜、 坚果、 全麦、
水果、 豆类以及更少量的动物性
食物。

陈希

生活中的不同压力会影响人的
身心健康， 那么和阿尔茨海默病的
关系又是怎样的呢？ 近期， 丹麦哥
本哈根大学一项研究表明， 中年时
在生活中感到压力大的人， 老了以
后容易患阿尔茨海默病。

该研究小组以 1 万余名平均年
龄 56.7 岁进行丹麦国家阿尔茨海默
病发展登记的人为对象， 根据感知
精神压力的程度 （强度和频率 ），
分为低 （0~1 分）、 中等 （2~4 分）

和高 （5~6 分） 三组， 对阿尔茨海
默病的发生状况进行了平均 13.8 年
的追踪调查和纵向研究 。 结果表
明， 与压力最低的组相比， 压力最
高的组患阿尔茨海默病的风险增加
了 36%， 压力中度的组也比最低的
组增加了 11％的风险。 并且研究还
发现， 无论有无心脑血管疾病和生
活习惯问题， 结果都一样。

这一研究结果表明， 为了预防
晚年发生阿尔茨海默病， 人到中年

后应该设法给自己减轻来自各方面
的压力。

宁蔚夏

■探索

一个美国科研团队日前发
表报告说， 他们首次实时观测
到了单个病毒的 “组装” 过程，
这有助于深入了解病毒形成的
机制 ， 从而开发出消灭病毒 、
治疗相关疾病的新方法。

生物学界目前已知病毒的
具体结构， 但尚不清楚这一结
构是如何形成的， 此前相关研
究都是利用模型来推测形成过
程。 直接观测的难点在于组成
病毒的 “零件” 极小， 它们之
间的互动又很弱。

近日， 哈佛大学团队在美
国 《国家科学院学报》 月刊上
发表报告说， 他们利用干涉散
射显微镜技术， 对一种单链核
糖核酸 （RNA） 病毒的形成过
程进行了观测。 这种技术运用
光学原理， 可精确显示微小物
体的动态变化。

单链 RNA 病毒是常见的病
毒种类， 感冒、 手足口病、 脊
髓灰质炎等疾病都与此类病毒
有关 。 哈佛团队此次研究的
是一种与大肠杆菌有关的单
链 RNA 病毒 。 他们观测到 ，
约 3600 个核苷酸首先积聚形
成 RNA 核心 ， 然后约 180 个
相同的蛋白质以五边形或六
边形结构相互连接 ， 围绕这
一核心 “组装 ” 成足球结构
的病毒外壳， 整个过程只需要 1
到 5 分钟时间， 且一旦开始就
不会停止。

领导这项研究的哈佛大学
教授维诺森·马诺哈兰说， 这样
的直接观测可以帮助人们认清
病毒的形成过程， 未来有望据
此开发出切断病毒 “组装” 通
路、 遏制病毒产生的方法。

新华

运用光学原理
观测病毒“组装”过程

■好奇心

据美国 《每日科学 》 网站报
道， 英国科学家首次识别出与左撇
子相关的基因区域， 而这些基因区
域与大脑内的语言相关脑区相联
系。

人们已经知道， 基因在决定利
手性方面起部分作用。 针对双胞胎
的研究估计， 25%的利手性变异可
以归因于基因， 但这些基因在普通
人群中尚未确定。 发表于 《大脑》
杂志的新研究显示， 通过分析英国
生物银行约 40 万人 （其中包括 3.8
万余名左撇子） 的基因组， 发现了
一些与左撇子有关的基因变异。

在他们发现的 4 个基因区域
中， 有 3 个与参与大脑发育和结构
的蛋白质有关。 特别值得注意的
是， 这些蛋白质与微管有关， 微管
是细胞内支架 （细胞骨架） 的一部
分。 细胞骨架的作用是引导人体内
细胞的构建和功能。

通过对大约 1 万名参与者进行
详细的大脑成像， 研究人员发现，
这些遗传效应与大脑中的白质束差
异有关， 白质束包含大脑内连接语
言相关区域的细胞骨架。

最新研究负责人、 牛津大学研
究员阿基拉·威伯格博士说： “约
90%的人是右撇子， 这种情况已经持
续了至少一万年。 许多人研究过用
手习惯的生物学基础， 但利用英国
生物银行的大型数据集， 我们可以
更清楚地了解导致左撇子的过程。”

该研究发现， 在左撇子实验对
象中， 左右脑的语言区域以一种更
协调的方式相互交流 ， 这或许表
明， 左撇子在执行语言任务时可能
具有优势。 但他们也强调， 这些差
异仅被视为平均情况， 并非所有左
撇子都是如此。

此外， 左撇子患帕金森病的几
率极低， 但患精神分裂症的几率要
高一点。 但研究人员也指出， 这只
是一种简单的相关 ， 没有因果关
系， 研究这些基因关联可以帮助我
们更好地理解这些严重的疾病是如
何发展的。

研究人员最后表示， 我们证明
左撇子是大脑发育的结果， 部分是
由许多基因的复杂相互作用驱动
的， 这也体现了人类的丰富多彩。

刘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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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

据英国 《自然·代谢》 杂志最
新发表的一项研究 ， 英国科学家
团队发现， 通过快速冷却动物和
人类供体心脏， 可以减少一种会损
害移植后组织的化学物质。 这一发
现未来有望改进全球有限的捐献
器官的保存。

全球正在面临可供移植器官缺
少的问题。 一方面是目前器官的供
应无法满足临床需求， 另一方面，
也是造成供体器官短缺的根本原
因在于， 现有器官保存技术还不
够完善， 增加了移植手术失败的
风险。

以心脏为例 ， 在器官移植领
域 ， 一般使用心脏保存液保存
供体心脏 ， 但是科学家对供体
心脏摘取时所发生的化学变化

和器官低温保存的具体益处并不
十分明了。

英国剑桥大学 MRC 线粒体生
物学研究单位科学家麦克·墨菲、
克拉什·赛博-帕西及他们的同事，
此次对暖温或低温温度下保存的小
鼠、 猪和人类心脏进行了详细地代
谢分析。

研究团队发现， 暖温保存其实
会增加代谢物琥珀酸盐的累积 ，
而这会在心脏重新与血管相连后
损害心脏组织。 但通过注射药物
或者低温保存器官， 就可以防止
琥珀酸盐累积， 并改善了小鼠心
脏移植 “结局”。

研究人员表示， 这项发现未来
或能推动研发新药， 来抑制移植器
官中琥珀酸盐的累积， 进而达到改

善移植效果的目标。

【点评】
不仅是心脏移植面临保存时间

的难题， 在器官还能保持活性的时
间窗口内向受者提供器官， 是器官
成功移植的关键， 也是相当具有挑
战性的任务。 低温保存固然好， 但
在降低温度时让细胞沉沉睡去， 在
恢复常温时又能将细胞温柔唤起，
同时还不让低温伤害细胞本身的活
性， 也是一大难题。 而且， 人体心
脏比小鼠的可要大得多。 不过， 新
研究让我们发现了“作祟” 的琥珀
酸盐， 以后即使是暖温保存， 也可
以对症下药， 尽可能延长待移植心
脏在体外的“寿命”。

张梦然

心脏低温保存关键机理找到 英国科学家首次识别
与左撇子相关的基因区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