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健康新知

■探索

发表在 《欧洲流行病学》 期刊
上的一项新研究显示， 如果每周至
少蒸 2 次桑拿， 患肺炎等有可能致
命的传染病发病率就会明显下降。
研究还发现， 桑拿还能降低哮喘及
其他胸部疾病的发病率。

英国布里斯托尔大学和芬兰东
芬兰大学的研究人员对 1935 名 、
年龄介于 42 岁至 61 岁之间的男性
进行了长达 25 年的健康跟踪调查。
研究人员记录了这些人蒸桑拿的次
数， 然后记录他们在随后 25 年间
因严重哮喘发作、 胸部感染引发肺
炎以及慢阻肺引起并发症而入院的
次数。

结果显示， 共有 379 人在此期
间因呼吸道疾病而入院治疗， 与那

些很少或从不蒸桑拿的人相比， 每
周蒸 2-3 次桑拿的人发病率下降了
27%。 每周蒸至少 4 次桑拿的人患
肺炎的几率减少了 41%。

研究人员表示， 尽管这只是一
项针对男性的研究， 但桑拿的益处
可能也适用于女性。 目前研究人员
还不清楚桑拿为何对呼吸道疾病有
如此强大的影响， 但从理论上讲，
桑拿产生的热量缓解了气道阻塞。
不过， 医生建议， 并不是人人都适
合蒸桑拿， 包括近期心脏病发作或
有低血压倾向的人。

方留民

■新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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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

治疗脑癌， 时间是关键。 美国
电气和电子工程师协会 （ IEEE）
《光谱》 杂志官网报道称， 针对一
例脑癌患者的治疗问题， IBM 沃森
机器人用时 10 分钟就提出了方案，
而人类专家团队却耗费 160 小时，
不过， 机器人的 “快解” 目前并不
一定是最 “优解”。

发表在 《神经遗传学杂志》 上
的这项研究称， 脑癌患者是一名 76
岁的男子， 大脑扫描成像显示其脑内
有一成胶质细胞瘤。 凭借自然语言处
理能力， 沃森 “认知计算平台” 的基
因组学人工智能系统， 可以查阅目前
的医学文献、 政府临床试验列表和其
他数据源中的 2300 万份期刊文章，
并进行消化整理； 而且还能进一步针
对特殊病例进行分析。 对此， 沃森针
对个性化病例综合分析后， 给出最终
治疗方案建议， 用时仅 10分钟。

团队由肿瘤学家、 神经学家、

临床医生等组成的纽约基因组中心
（NYGC） 专家根据以往经验并参
阅大量文献， 也给出了详实的治疗
意见， 但耗时 160 个小时。

不过， 研究人员称， 尽管沃森
可以更快地提供治疗方案， 但给出
的方案并不一定是最好的。 NYGC
临床医生推荐患者参加一项用组合
药物治疗肿瘤的临床试验， 如果患
者在健康状况尚可的情况下真能参
加的话， 将获得最大的生存转机。
相比之下， 沃森并没有以这种方式
合成信息， 因此无法提出参加特定
临床试验的建议。

领导沃森基因组学科学团队的
拉克西米·帕里达指出， 临床医生
需要处理的数据量已经很大， 未来
的数据雪球会越滚越大， 而时间对
癌症患者极其宝贵。 “机器学习和
自然语言处理工具， 让快捷处理数
据成为可能”。

纽约大学教授兼首席研究员罗
伯特·达内尔则并不认为人工智能
与人类专家之间存在可比性 ， 他
说： “NYGC 专家团队的临床经验
与沃森提供的更快速的案例分析诠
释， 相当于苹果与橘子， 这两者各
有千秋， 很难进行比较。”

【点评】
快速处理数据确实是人工智能

的强项， 但是给出妥善周到的诊疗
方案， 它们依然比不上人类的医疗
专家。 不信可以问问， 哪位身患重
症的病人， 愿意把命运完全托付给
人工智能？ 诊疗数据量越来越大，
诊疗环节繁琐复杂， 这些问题让医
疗专家们头疼， 也在某种程度上影
响看病效率。 人工智能的入局可以
助医生一臂之力， 但在弱人工智能
时代， 它们恐怕只能扮演配角。

房琳琳

但“快解”并非最“优解”
机器人 10分钟提出脑癌治疗意见

如果你感到口渴， 不仅是因
为没有喝够水， 更重要的是有一
组位于大脑深处的神经元在发挥
作用。 这是美国国家科学院华人
院士、 斯坦福大学教授骆利群等
人在美国 《科学》 杂志上发布的
研究成果。

当研究人员使用光遗传学技
术抑制这些神经元时， 实验鼠就
会减少喝水量， 而如果刺激这些
神经元， 那么不口渴的实验鼠也
开始喝水。

骆利群解释说， 绝大多数行
为实验用水作为奖励受训练动物
来做特定任务， 所以口渴让动物
有了很强的动机。 但当动物不再
口渴， 其表现会随之变差。 他们
对这些现象很感兴趣， 于是开始
研究其背后的神经机制。

研究人员连续 48 小时不给
实验鼠喝水， 并利用骆利群实验
室研发的一种名为 TRAP2 的技
术， 标记出大脑中受口渴激活的
神经元群体， 结果获得了上述发
现。 这些神经元位于下丘脑视前
区， 名为视前正中核神经元。

研究表明， 在那些经训练后
会通过按压杠杆获得水的实验
鼠中 ， 其按压杠杆的次数随着
视前正中核神经元活动性的下
降而减少 ， 这表明这些神经元
的活动性会根据喝水多少而进
行调整。

值得注意的是， 当让实验鼠
有机会通过按压杠杆而让这些神
经元不被研究人员激活时， 这些
实验鼠会用力地按压杠杆以结束
讨厌的口渴感觉。

同期 《科学》 杂志配发的一
篇评论文章说， 这项研究在解释
口渴这种本能的神经生物学机制
方面取得切实进展， 但仍有几个
问题有待探索， 比如视前正中核
神经元如何刺激口渴产生。

林小春

发现调节口渴的
大脑神经元

日本研究人员在美国 《科学
公共图书馆·综合》 杂志网络版
上报告说， 他们开发的电解水透
析疗法能帮助患者改善透析的副
作用。

研究人员发布的数据显示，
日本国内接受透析的患者超过
30 万人， 而且这一数字还在年
年增加。 虽然日本的血液透析治
疗比较发达， 但是一样难以控制
其副作用， 进而影响患者的就业
和生活质量。 透析副作用和透析
时体内的氧化应激反应、 炎性反
应等因素有关， 迄今医学界尚无
安全控制这些因素的办法。

水被电流电解生成氢气和氧
气的过程被称为电解水。 电流通
过水时， 在阴极通过还原水形成氢
气， 在阳极通过氧化水形成氧气。
日本东北大学等机构的研究人员注
意到， 电解水产生的氢气能够抑制
体内的氧化应激反应和炎性反应。
在此基础上， 他们开发出了带有电
解水系统的血液透析设备， 这种设
备中的透析液富含氢气。

共有 262 名患者参与了为期
12 个月的临床试验 ， 其中 140
名患者使用带有电解水系统的血
液透析设备， 122 名患者使用传
统血液透析设备。 结果表明， 电
解水透析系统可缓解透析后的疲
劳感 、 瘙痒感和高血压等副作
用， 提高长期接受透析治疗患者
的生活质量。

研究人员认为， 电解水透析
疗法将可解决以往血液透析疗法
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华义

让电解水
缓解透析副作用

在病人心脏病发作时维持心脏
功能正常运行， 是治疗的一个重要
目标 。 美国研究人员在 《自然通
讯 》 杂 志 上 发 表 论 文 称 ， 阻 断
Wnt/β-连环蛋白信号通路或是一
个有效方法。 实验表明， 在小鼠心
脏受损后抑制该蛋白的表达， 可阻
止或减缓心肌纤维化和心肌肥大，
维持心脏功能。

Wnt/β-连环蛋白信号通路在
人体生长发育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
用， 其异常可能会影响胚胎发育、
能量代谢等一系列生理过程， 甚至
会导致肿瘤的发生。 而此次美国辛
辛那提儿童心脏研究所的研究表

明， 在心脏受损后， 心脏成纤维细
胞中该蛋白的高表达会导致心肌纤
维化， 形成瘢痕， 以及心肌肥大。

在该项研究中， 研究人员使用
了基因技术培育的实验小鼠。 为模
拟心脏受损状况， 他们通过跨主动
脉缩窄手术来限制血液流过小鼠心
脏。 这些精心培育的实验小鼠在心
脏受损后， 无法在成纤维细胞中表
达该蛋白。

实验显示， 心脏受损后可继续
表达该蛋白的对照组小鼠， 会出现
大范围心肌纤维化和瘢痕， 心脏功
能也会减退； 而不能表达该蛋白的
小鼠， 心肌纤维化和瘢痕化程度均

大幅减小， 心脏功能也得到了保护。
论文主要作者凯瑟琳·尤茨博

士表示， 新研究为心肌纤维化的成
因提供了新见解， 有助于开发新的
心脏病治疗方法。 虽然该蛋白信号
传导涉及许多正常的生理过程和疾
病过程， 很难靶向治疗， 但这是一
个新方向。

研究人员强调， 目前的研究还
处于初级阶段， 现在谈论这一方法
在多大程度上适用于实际临床治疗
还为时尚早。 他们将继续研究心脏
纤维化问题， 同时寻找靶向 Wnt/
β-连环蛋白信号通路的治疗方法。

刘海英

抑制特定蛋白表达 有助维持心脏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