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健康新知

■新技术

■发现

■探索

２０18年8月7日 星期二 编辑：颜青 邮箱：yanqing_1995@163.com 版式：洪学智07 医学前沿

罹患抑郁症为什么通常伴有睡
眠问题？ 由复旦大学科学家领衔的
国际合作团队在脑神经机制层面为
这一问题给出答案。 其研究结果显
示， 外侧眶额皮层， 楔叶以及背侧
前额叶皮层等脑区， 共同构成抑郁
问题与睡眠质量关系的脑神经环路
基础。 这一研究有望为改善抑郁症
患者睡眠质量问题， 甚至给治疗抑
郁症带来革命性突破。 相关论文发
表于精神疾病顶级杂志 《美国医学
会杂志·精神病学卷》。

临床上， 70%的抑郁症患者有
睡眠问题， 而有睡眠问题的群体患
抑郁症或焦虑症的风险也显著高于
睡眠正常群体。 研究团队介绍， 两

者间的紧密关系在一百多年前已经
被发现， 但其背后的脑机制却长期
不甚明晰。

科研人员通过整合国际两大
脑影像数据库———美国人脑连接
组计划以及英国生物银行， 对近
万名被试的影像行为大数据进行
了分析， 发现睡眠质量较差人群
的外侧眶额皮层 （负面情绪相关
的脑功能区）、 楔叶 （自我相关的
脑功能区） 以及背侧前额叶皮层
（短时记忆相关的脑功能区） 等脑
区间的信号同步性 （功能连接 ）
显著升高； 同时， 这些神经环路
在具有较高抑郁症打分的人群中
也呈现显著升高的模式。 正是这

些同步性增强调制着抑郁与睡眠
间的关系。

对此， 复旦大学类脑智能科学
与技术研究院院长冯建峰对一种可
能性进行了阐释： 这些脑区间的连
接增强可能使得这组人群长期处于
某些负面情绪中， 进而导致睡眠质
量下降。

“找到同时与抑郁和睡眠问题
相关联的脑神经环路， 意味着将
在临床层面为针对这两种心理问
题的治疗提供新的靶点脑区 。 通
过对这些脑区进行特定的刺激 ，
或将同时改善抑郁症状和睡眠问
题。” 冯建峰说。

吴振东

复旦科学家揭示

抑郁症与睡眠问题的脑调控机制
美国一研究小组近日在 《自

然·方法》 杂志线上版发表研究论
文称， 他们开发出一种新方法， 利
用人类干细胞创造出了第一个具有
髓鞘生成功能的脑类器官 。 这个
“迷你大脑” 能更精确地模拟人类
大脑结构和功能， 有助科学家更深
入地观察大脑发育过程， 研究大脑
疾病并测试新药。

所谓类器官， 实际上是一种三
维细胞培养系统， 其与体内来源组
织或器官高度相似， 具有对应器官
的一些关键特性。 类脑器官技术是
类器官技术的一个重要分支， 在大
脑发育研究、 疾病建模、 药物研发
等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

但一直以来， 科学家创建的类
脑器官中都缺少一个关键成分———
可生成髓鞘的少突胶质细胞。 髓鞘
是包覆神经纤维并帮助神经元发出
信号的物质， 当其受损时， 神经元
则不能有效地相互沟通。

科学家们一直认为， 在多发性
硬化症、 脊髓损伤等与髓鞘受损相
关的疾病中， 少突胶质细胞起着重
要作用， 但由于缺少含有该细胞的
类脑器官， 他们很难进行深入研
究， 对具体情况知之甚少。

此次， 凯斯西储大学医学院、
纽约干细胞基金会研究所和乔治华
盛顿大学三家机构研究人员组成的
研究小组， 找到了一种生长因子的
特定组合， 首次培养出含少突胶质
细胞的类脑器官， 为髓鞘疾病病理
研究及药物测试提供了一种新方法。

该研究表明， 髓鞘增强药物能
促进类器官中少突胶质细胞生成髓
鞘， 表明该类器官可用于髓鞘恢复
药物的药效测试。 此外， 团队还利
用佩利措伊斯—梅茨巴赫病 （一种
遗传性髓鞘形成疾病） 患者的干细
胞， 培养出可成功模拟该疾病特征
的类脑器官， 表明新开发的类脑器
官技术也可用该种疾病研究。

新研究将少突胶质细胞纳入到
类脑器官中， 填补了类脑器官模型
研究的关键空白。 下一步， 团队计
划将其用于多发性硬化症的研究，
以测试靶向少突胶质细胞的药物在
刺激髓鞘形成方面的效果。

刘海英

“迷你大脑”
首次具备髓鞘生成功能

南京医科大学免疫学系王晓
明教授团队在研究中发现了一种
名为 “Uhrf1” 的关键调控蛋白 ，
有了它， 人体免疫系统就可以快
速培育一支 “作战部队” 来对付
病原体。 该项科研成果近日发表
在医学免疫学领域期刊 《实验医
学杂志》 上。

据介绍， 人体免疫系统接收到
“入侵” 信号后， 第一时间会将人
体内的一支 “作战部队 ” ———抗
体进行清点， 掌控抗体产生关键
的人体 B 细胞在接收到命令后 ，
就开始自我准备， 如若力量不足
以对抗病毒 ， 将发出新一轮的
“征兵令 ”， 将体内的抗原激活 ，
以征集到足够强大的抗体。 不过，
上战场前， 体内原有的抗原需要
重新组合， 以便更好地迎战。

王晓明课题组发现， Uhrf1 蛋
白是影响 B 细胞在新兵训练营中
脱颖而出、 快速拿到合格证的关
键。 一旦 Uhrf1 蛋白缺失， 如同紧
急征的兵素质不过关， 会导致新
兵训练营中士兵力量快速增长受
到阻碍， 同时也影响其能否快速
成为合格的士兵。 课题组同时发
现， 该素质对士兵成长的影响主
要是发生在第一轮新兵力量增长
时期， 即新兵面临淘汰的关键时
期。 一旦出现力量增长不够， 那
么进入第二轮选择的新兵数量就
会大大减少。

课题组成员陈超介绍， 该项
成果的发现， 提示科研人员在以
后的疫苗研制中， 要时刻关注和
考虑 Uhrf1 蛋白的作用， 这样才能
快速有效地训练出一支作战能力
强、 技术精准的 “高精尖” 部队，
更高效地组合抗体守护人体健康。

程守勤 张彦会 陈思宇

对抗“入侵”的
调控蛋白被发现

一项新研究显示， 降
低血压不仅有助于预防心
脏问题， 还有助于降低智
力下降风险， 智力下降通
常会导致阿尔茨海默病。

全球约有 5000 万人患
有痴呆症， 而阿尔茨海默
病是其中最常见的类型 。
这种病目前还无法治愈 ，
因此关键在于预防发病 。
血压高会使血管受损， 一
直被认为是痴呆症的高危
因素。 但人们一直不知道降低血
压是否能降低患痴呆症的风险。

美国北卡罗来纳州韦克福里
斯特浸礼会医疗中心的研究人员
对 9300 名高血压患者进行了研
究， 其中半数人平均服用 2 种药
物将高压控制在 140 毫米汞柱以
下。 其他人平均服用 3 种药物将
高压控制在 120 毫米汞柱左右。
结果显示， 经治疗后高压达 120

毫米汞柱的人患轻微认知障碍的
可能性要比高压达 140 毫米汞柱
的人低 19%。 头部扫描也显示 ，
前者大脑损伤的迹象更少， 未来
患痴呆症的可能性也更低。

美国研究人员指出， 从某种
程度上说， 预防轻度认知障碍比
预防痴呆症更重要， 就像预防高
胆固醇比预防心脏病更重要。

曹淑芬

《欧洲临床营养学杂志》 刊
登英国一项新研究发现， 经常补
充维生素 D 有助于减轻肠易激
综合征 （IBS） 症状， 提高生活
质量。

肠易激综合征是一种会导致
患者虚弱、 胃肠道功能紊乱的慢
性和多发性疾病。 英国谢菲尔德
大学研究员伯纳德·柯菲博士及
其研究小组对有关肠易激和维生
素 D 水平的 7 项研究的数据展开
了梳理分析， 其中包括 4 项观察
性研究和 3 项有关维生素 D 与
肠易激关联性的随机对照试验研
究 。 结果发现 ， 在肠易激患者
中， 维生素 D 水平偏低十分普

遍。 服用维生素 D 补剂有助于
缓解腹痛、 腹胀、 腹泻和便秘等
肠易激症状。 补充维生素 D 还
对提高患者生活质量大有裨益。

柯菲博士表示 ， 新研究表
明， 肠易激患者应该接受维生素
D 水平检测， 一旦发现该营养素
水平的确偏低 ， 就
应及时对症下药补
充维生素 D。 维生
素 D 是总体健康必
不可少的营养 ， 对
骨骼健康 、 免疫功
能 、 心理健康和肠
道健康尤其重要。

金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