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健康新知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认
为吃面食会导致肥胖， 对面
食避而远之。 然而， 《营养
与糖尿病》 杂志近日刊登意
大利一项新研究发现， 吃面
食非但不会导致发胖， 反而
会降低肥胖几率。

意大利 IRCCS 神经医学
研究所研究员乔治·庞尼斯博
士及其研究小组自 2003 年开
始对 2.3 万多人展开了心血管
疾病、 癌症及其他疾病潜在
遗传因素调查 。 结果表明 ，
吃面食可降低身体质量指数
和腰臀比 。 研究
人员表示 ， 吃面
食是意大利人健
康地中海饮食的
一部分 。 新研究
结果显示 ， 吃面
食有助于更好地控制体重。
该研究还发现 ， 吃面食与

肥胖率降低之间的关联性独
立于整体饮食结构。

庞尼斯博士表示 ， 过去
多项研究主要关注的是地中
海饮食模式， 强调要多吃各
种水果、 蔬菜、 鱼类和全谷
食物。 新研究首次调查了作
为地中海饮食一部分的面食
对健康的具体影响。 结果证
明 “吃面食导致肥胖” 的观
点站不住脚， 吃面食非但不
会增肥反而有益减肥。

金也

■新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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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沿资讯

1987 年出生的刘兴 （化名 ）
从没想到过， 他的人生会在 2015
年跌入谷底。 从湖北老家到大都
市天津建筑工地干活的他， 于去
年 4 月不慎从修筑的高楼上跌下，
导致脊椎第 11 节损伤， 腰部以下
完全瘫痪。

对于这样的病例， 医生和科
学家称之为 “急性完全性脊髓损
伤”。 一般来说， 医院接到这样的
病例后 ， 会通过手术为其清创 ，
再加以固定。 此后， 患者将终身
忍受瘫痪的痛苦。 然而， 刘兴是
幸运的， 一种生物支架已经让他
能够在支具的辅助下再次行走。

最具挑战性的损伤
去年 4 月 21 日 ， 事故发生

后， 刘兴被送到天津武警后勤学
院附属医院。 第二天， 他成为世
界首例接受生物支架和干细胞结
合治疗的患者， 在这里度过了 9
个月的康复期。

脊髓损伤是一类严重的神经

损伤， 会导致损伤平面以下感觉
及运动功能丧失。 患者生活质量
受到严重影响。 然而， 迄今为止
脊髓损伤修复一直是世界性难题，
尚无有效的治疗方法。

为刘兴的治疗提供技术指导
的是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
学研究所 （以下简称遗传发育所）
的研究人员。 自 2012 年起， 该所
研究员戴建武组织成立的急性脊
髓损伤修复临床研究团队， 与武
警后勤学院附属医院合作， 开展
骨髓损伤修复的相关动物实验。

“修复难， 是因为脊髓损伤
后形成大量瘢痕， 阻碍了神经的
再生。” 戴建武说。 研究发现， 由
于在损伤部位形成了神经再生抑
制微环境， 使得损伤部位神经干
细胞主要分化为胶质细胞， 而极
少分化为神经元， 不利于脊髓损
伤修复。

实现临床重大突破
武警后勤学院附属医院神经

外科主任汤锋武是刘兴的主刀医
生， 有着近 30 年的手术经验。 在
手术中， 汤锋武最重要的工作是
将一种生物材料移植到刘兴损伤
的脊髓部位。 这种生物材料的研
发者就是戴建武团队。

为了解决瘢痕的问题， 戴建
武团队在国际上首先提出了以生
物材料为基础构建适合脊髓再生
的微环境， 促进神经干细胞定向
神经元分化， 设计和研发了基于

胶原蛋白的神经再生支架。 该技
术可抑制瘢痕出现， 同时为患者
自身产生的神经干细胞提供适合
生长的微环境。

戴建武说： “我们把间充质
干细胞 ‘种’ 在胶原蛋白做成的
支架材料上， 然后把支架移植到
脊髓损伤部位。 支架能起固定作
用 ， 因为如果单把干细胞放进
去 ， 它就会通过脑脊液和血液
‘跑 ’ 到全身各处 ， 很难在受损
部位发挥作用。 此外， 支架还能
起到连接作用， 两端好的神经组
织能够通过支架 ‘桥接’， 支架上
事先 ‘种’ 好的干细胞， 就能完
成修复。”

科学带来的“奇迹”
复查时， 刘兴坐上了四肢联

动康复器。 最初下肢根本无法动
弹的他， 现在可以一鼓作气坚持
锻炼 40 分钟。 如今， 刘兴的下肢
肌力已经明显增强， 髋关节的活
动功能大幅度改善， 可在支具的
辅助下通过髋关节的活动行走 ，
也能够准确感知到小便， 生活自
理能力显著提高。

为了让更多患者获得重新站
起来的希望， 戴建武等科学家也
在坚持和努力。 “我们计划近期
加大急性脊髓损伤患者再生医学
修复的临床研究规模， 开始设计
针对急性部分性脊髓损伤患者的
临床研究方案。” 戴建武说。

倪思洁 李大庆 吴月辉

■美国休斯顿卫理公会医院研究
所研发出一种新型抗癌疗法———将吸
收了抗癌药物阿霉素的有孔硅材料注
入罹患乳腺癌（肿瘤已经扩散到肺部）
的老鼠体内， 这种材料会被血液输送
到肿瘤所在点， 硅在此处会分解， 产
生杀死癌症的纳米粒子。 研究人员称，
这种“纳米粒子生成器” 能有效地将
抗癌药物集中在肿瘤细胞内， 避免传
统化疗方法带来的毒副作用。

刘霞
■ 荷兰莱顿大学医学中心的新

研究表明， 对肥胖者来说， 脂肪肝是
心脏衰竭的独立风险因子， 可能会增
加心脏衰竭的风险。 该结果为“调整
饮食对肥胖者格外重要” 的说法增加
了新的佐证。

方留民
■ 法国巴黎科钦大学医院的一

项新研究发现， 眼科手术过程中播放
音乐 （主要包括： 爵士乐、 弗拉门
戈、 古巴、 古典音乐和钢琴曲等 16
种风格）， 可减轻患者在手术过程中
的焦虑情绪， 手术中镇静剂用量更
小， 术后效果更满意。 研究者表示，
听音乐是一种既便宜又非侵入性的舒
缓情绪的好方法。

徐澄
■开车斗气、 胡乱变线、 强行超

车……这些都是“路怒症” 发作者的
典型症状。 美国芝加哥大学公布的一项
最新研究称， “路怒症” 或与弓形虫感
染有关， 受到这种寄生虫感染的人可能
引发一种被称为间歇性暴发性障碍
（IED） 的精神疾病。 而 IED患者存在
突发性的攻击冲动， 包括容易“路怒”。

陈丹

生物支架：为脊髓再生撑起希望
28岁的湖北民工刘某， 下肢穿着护具， 慢慢推着轮椅前行。 他在“上演” 奇迹。 因为 1 年多以

前， 他从高空坠落， 造成脊髓完全损伤 （断开）， 按以往的情形， 他的余生会在下肢瘫痪中度过。
但依靠科技的创新， 他能在支具的辅助下通过髋关节的活动行走了。

医务人员准备把神经再生胶
原支架放入患者体中。

为什么有人嘴笨， 有人特会聊天？
美国佐治亚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 原来
人体有一个 “健谈基因”， 决定着一个
人是否善于社交。 这一发现可能有助治
疗孤独症等社交障碍类病症。 研究报告
刊载于美国 《国家科学院学报》。

“健谈基因” 名为 OXT， 它决定
着催产素的产生， 而催产素这种激素
不仅能帮助女性分娩， 还在社交行为
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影响人的情
绪 、 信 任 感 和 恐 惧 感 等 。 同 时 ，
“贴” 在 OXT 基因上的化学标记甲
基团会改变基因的表达， 影响催产素
的产生， 从而导致人社交能力变化。

心理学家布雷恩·哈斯的研究小
组征募 129 名志愿者， 借助一系列测
试评估他们的社交能力， 测试中还用
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技术扫描他们的大
脑， 并采集 DNA 样本检测 OXT 基
因的甲基化情况。 结果显示， OXT
基因甲基化水平更高的志愿者， 对他
人表现出 “不安全型依恋 ” 程度更
高 ， 不善于适应社会环境 ； 相反 ，
OXT 基因甲基化水平低的志愿者产
生催产素的水平较高， 表现出更高的
“安全型依恋”， 更善于辨识他人面部
表情背后的情绪， 社交能力更强。

黄敏

当你发觉裤子扣不上扣或衣服穿不
下时， 是不是才意识到自己长胖了？ 英国
一项对 1200 多名减肥者的调查显示， 对
超重的人来说， 平均在 5 年零 7 个月里，
他们意识不到自己变胖， 处于 “肥胖盲”
状态， 之后才开始采取节食等措施。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英国减肥
机构 “减肥世界” 的研究员杰姬·拉文
说： “人们的平均体重在增加， 超重变
得越来越 ‘正常化’， 如果体重只增加
了几磅， 人们很难注意到。” 换句话说，
如果你通过跟周围的人比体重来评判自
己是否超重， 很可能出现 “肥胖盲”。

全球知名健康减重咨询机构惠俪轻
体先前一项研究显示， 与 1989 年时的
76.2 千克体重相比， 如今能触动人减肥
神经的 “敏感” 体重平均增长 6.35 千
克， BMI 指数 （即体重公斤数除以身
高米数平方的值） 也从那时候的 29 升
至现在的 32。

乔颖

长胖了也不知道

■探索

是否善于社交？
由“健谈基因”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