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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全球 17 年来首款阿尔兹海默症新药

获批上市的消息强势刷屏，公众对阿尔兹海默

症 的 关 注 又 有 所 上 升 。 阿 尔 兹 海 默 症 是 老 年

期 最 为 常 见 的 一 种 痴 呆 类 型 ，认 知 能 力 下 降 、

逐 渐 丧 失 记 忆 等 临 床 表 现 让 很 多 人 都 为 之 色

变 。 然 而 ，你 可 能 不 知 道 ，生 活 中 有 种 油 脂 摄

入 过 多 也 会 加 大 患 阿 尔 兹 海 默 症 及 其 他 痴 呆

症的风险。

近日，日本研究人员在美国神经病学学会《神

经病学》杂志发表了一项新研究，发现摄入富含反

式脂肪酸的工业食品会增加阿尔兹海默症等痴呆

症的患病风险。

脂肪酸是最简单的一种脂，根据分子结构的

不同，可分为饱和脂肪酸、不饱和脂肪酸。其中，

不饱和脂肪酸若含有反式非共轭双键结构，则被

称为反式脂肪酸。

痴呆症是个“大家族”，除了最为人熟知的阿

尔兹海默症外，还包括血管性痴呆症、全因性痴呆

症及混合性痴呆症等。从 2002 年开始，日本研究

人员对 1628 名 60 岁及以上无痴呆的日本社区居

民，开展了一项长达 10年的跟踪研究，研究者测定

参与者血清中反式脂肪酸的水平，并使用模型评

估人群全因性痴呆症、阿尔兹海默症和血管性痴

呆症的风险比例。

研究人员发现，在这三类痴呆症中，人体血清

中反式脂肪酸的水平与全因性痴呆症、阿尔兹海

默症有关联，但与血管性痴呆症的患病风险并无

显著关联。

在随访过程中，共有 377名参与者患上了特定

类型的痴呆症，其中包括 247名阿尔兹海默症患者

和 102 名血管性痴呆症患者。当研究人员调整了

传统的痴呆症风险因素后，机体较高的血清反式

脂肪酸水平与人群全因性痴呆症风险和阿尔兹海

默症风险增加明显相关，当调整了饮食因素，如总

热量的摄入及饱和、不饱和脂肪酸的摄入等，这些

关联性依然很显著。

研究人员得出结论，血清中较高的反式脂肪

酸水平，可能是全因性痴呆症和阿尔兹海默症发

生的危险因素。

事实上，反式脂肪酸与痴呆症的关联早就被

科研人员关注了。科技日报记者了解到，早在 20

世纪 90年代，就有研究人员发现，那些在青少年时

期具有不良饮食习惯的人，到老年时患老年痴呆

症的比例增大。此前还有研究人员对居住在美国

芝加哥近郊的 2560 名 65 岁以上居民进行长期跟

踪研究后发现：在老年人群中那些大量摄取反式

脂肪酸的人，认知功能减退更快。

那么，此次新研究又有哪些亮点呢？

“痴呆症的危险因素有很多。以阿尔兹海默

症为例，现在已知的致病危险因素包括遗传、环境

因素两大类。环境因素又包括吸烟、肥胖、糖尿

病、体育运动缺失、老年抑郁等等。这些因素可能

相互关联、作用。”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健康科

普专家、首都医科大学北京安定医院老年科副主

任医师李鹏表示，当研究某单一因素对病症的影

响时，该病症的其他危险因素就成了“混杂”因素，

会干扰研究结果。此次研究剔除了传统痴呆症风

险的“混杂”因素，以类似控制变量的方法，进一步

证实了反式脂肪酸的摄入与痴呆症的发生具有关

联性。“这是该研究的创新点。”李鹏说。

年少饮食习惯不良，年老痴呆风险增大

视觉中国视觉中国

实习记者 于紫月

反式脂肪酸为何会让大脑慢慢变傻？

“这一机制目前还没有彻底搞清楚，但学界对

于反式脂肪酸致阿尔兹海默症的机理提出了多种

假说。如反式脂肪酸可增加脑内 Aβ蛋白沉积、

引发脑神经细胞氧化损伤等。”李鹏表示。

老年斑是阿尔兹海默症的主要神经病理特

征，而 Aβ蛋白是老年斑的主要组成成分。有研

究显示，反式脂肪酸会增加 Aβ蛋白含量，升高总

胆固醇量，加快大脑的动脉硬化。还有研究表明，

反式脂肪酸可以抑制细胞增殖，通过降低特定酶

的活性，造成神经细胞氧化损伤。而细胞的氧化

损伤往往与衰老、功能退化有关。

除了痴呆症，反式脂肪酸还是很多类疾病的

“帮凶”。中日友好医院胃肠外科副主任医师孟凡

强博士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说：“以往的研

究表明，反式脂肪酸摄入过多可能会增加心脑血

管疾病、糖尿病、肥胖等患病风险。”

据世界卫生组织官网显示，反式脂肪酸会

进入血液参与代谢，是多种疾病的“帮凶”

“反式脂肪酸没有任何已知的健康效益。”世

界卫生组织官网显示。

既然反式脂肪酸“罪状”多、危害大，人们在日

常生活中如何避免过多摄入？

首先要搞清楚的问题是反式脂肪酸的来源。

“某些天然食品中也含有反式脂肪酸，但其主要来

源于加工食品。”孟凡强表示，天然存在的反式脂

肪酸来自牛羊等反刍动物。反刍动物摄入饲料

后，在胃内发生生化反应产生反式脂肪酸，吸收后

进入动物体内。因此牛羊肉、牛奶、乳制品的脂肪

中会含有少量的反式脂肪酸。

有研究提示，加工食品中的反式脂肪酸产生

于给油脂加氢，使液态变为固态形成“部分氢化”

油的生产过程。氢化植物油是反式脂肪酸主要的

来源。与普通油脂相比，氢化油脂更稳定，不易变

质，且在室温下能保持固态形状，可以让加工食品

变得更“有型”，运输和储存更加便利。此外，氢化

油脂还能够增加食品的口感和美味，牢牢抓住消

费者的胃。而所有含有“氢化油”或者使用“氢化

油”油炸过的食品都会含有反式脂肪酸，如人造黄

油、人造奶油及相关制品，使用“氢化油”烘焙、油

炸的食品等。

据统计，全球每年约有 54 万例死亡与摄入工

业生产的反式脂肪酸有关。2010年全球反式脂肪

平均摄入量占总能量摄入的 1.4%，各国之间从

0.2%到 6.5%不等，在每天 2000 卡路里饮食中占

0.13—4.3克。根据现有少量信息，北美、拉美和北

非/中东地区的摄入量最高，而且年轻人的摄入量

一般而言更高。

以每天摄入 2000 卡路里总能量计算，世界

卫生组织建议将每天反式脂肪酸摄入量限制在

2.2 克以内。根据我国食品安全相关要求，食品

包装上应标注反式脂肪酸的含量，民众购买时

可做参考。

“民众在日常生活中应尽可能少摄入反式脂

肪酸，保持健康的饮食方式和习惯很重要。”孟凡

强表示，希望未来反式脂肪酸所带来的危害会得

到很好的预防和控制。

没有任何健康效益，主要源于加工食品

日前，中国社科院健康业发展研究中心、银川互联网+医疗

健康协会、中国医学论坛报共同在京发布“2019 全国医院互联

网影响力排行榜”。结果显示，“互联网+医疗健康”提高了医

疗服务效率，让患者少跑腿、更便利，使更多群众能分享到优质

医疗资源。

2019 全国医院互联网影响力排行榜含 29 个专科，共有 18

个省的 129 家医院上榜。据中国社科院健康业发展研究中心

副主任、课题组组长陈秋霖介绍，其中，公众关注度较高的消化

内科上榜医院，各项数据的差异都较小，医院间的竞争比较激

烈，患者就医选择的集中度较低。

另一个公众关注度较高的肿瘤治疗领域，上榜医院的结果

表明，肿瘤的治疗对医生、设备、药品等要求都较高，肿瘤专科

医院往往兼具有经验的医生、精准度高的检查设备、前沿的治

疗理念和新的治疗手段。上榜的医院几乎都是肿瘤专科医院，

这与肿瘤治疗的客观要求是一致的。

据了解，该研究选取主流互联网医疗第三方平台——好大

夫在线为样本，数据覆盖全国 9852 家公立医院，509.4 亿次患者

浏览轨迹，5700 万名患者的在线问诊记录，3.1 亿次医患交流，

429.8 万条患者在医院就诊后的线上评价。陈秋霖认为，公立

医疗与互联网第三方平台的结合，以及患者在互联网平台上的

真实行为轨迹，为评估公立医疗机构对互联网的融入程度提供

了一个视角。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党委书记钱伟表示，我

国医疗资源，尤其是优质资源一直相对短缺，且主要集中于大

城市。这一供需矛盾急需新技术、新方式加以应对。而“互联

网+医疗健康”的模式是重要的探索方向。

研究发现，互联网已贯穿于就医的全流程，医疗机构与第

三方互联网平台的结合，不仅创造了新的看病问诊场景、极大

地提升了患者的就医体验，而且为患者节省不少时间和金钱成

本，改善了医疗资源不平衡的状况。在互联网平台的帮助下，

患者可更有针对性地选择医院和医生，避免重复转诊；患者也

能合理安排流程，不必盲目地前去排队等待；患者还能在线上

完成复诊和随访，减少路途奔波和额外的花费。

（记者付丽丽）

分享优质资源

互联网+提高看病效率

“老年生物样本库，属于基础研究，是未来老龄化研究重要

的平台，我们已经按照国家标准建立了 8.3 万份老年生物样本

库，包括血清、血浆、DNA、RNA 和尸检组织等，并得到了一些非

常难得的强制性数据、生物样本。”日前，在“国家老年疾病临床

医学研究中心学术年会暨 2019 老年医学国际高峰论坛”上，解放

军总医院国家老年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主任、中国老年医学

会会长范利表示。

解放军总医院国家老年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 2017 年 7 月

22 日挂牌，迄今为止，共有 130 家的协同网络单位，覆盖了 27 个

省、自治区、直辖市近 200 家医院，覆盖率达到 85%。

此次大会上，启动了老年疾病远程医学服务平台，并发布了

《感染诱发的老年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i-MODSE）诊断与治

疗中国指南 2019》和《老年医学临床实践技能进阶培训教程》。

解放军总医院卫勤部部长张思兵介绍，远程医学服务平台的建

成，标志着国家中心的专家技术能有效辐射到边远地区，提升基

层单位疑难危重老年疾病诊治能力。

（记者马爱平 通讯员罗国金）

8.3万老年生物样本

为老龄化研究筑牢基础

记者近日获悉，宁夏自 2016 年加快推进健康宁夏行动建设

以来，17 项核心指标中已有 9 项提前达到 2020 年发展目标，全区

人民的健康水平明显提高。

健康宁夏行动聚焦当前人民群众面临的主要健康问题和影

响因素，从政府、社会、个人（家庭）三个层面协同推进，具体包括

健康知识普及、合理膳食、中医养生保健、全民健身等 16 项专项

行动。

健康宁夏行动将通过一系列强有力的措施推进落实，预计

到 2022 年，健康促进政策体系基本建立，全民健康素养水平稳步

提高，健康生活方式加快推广，重大慢性病发病上升趋势得到有

效遏制，重点传染病、严重精神障碍、地方病、职业病得到有效防

控，致残和死亡风险逐步降低，重点人群健康状况显著改善。到

2030 年，居民主要健康指标达到全国平均水平。

“但随着工业化、城镇化、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我们还面临

新的健康挑战。”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副主任李作忠坦言，目前宁

夏居民的健康知识知晓率偏低，不健康生活方式比较普遍；精神

卫生、职业健康、地方病等方面的问题不容忽视；肝炎、肺结核、

艾滋病等重大传染病防控形势依然严峻。

为此，相关部门除了加强组织保障、强化职责落实，还将建

立完善考评机制。健康宁夏行动有 123 项具体指标，自治区政府

办公厅印发的《健康宁夏建设考核办法》列出了 34 项指标，自治

区健康宁夏建设领导小组每年都要制定《健康宁夏建设考核细

则》，进一步明确各项指标的考核标准。 （王迎霞）

提前达到2020年目标

健康宁夏行动成效显著

瓷娃娃、月亮孩子、蝴蝶宝贝、不食人间烟火

的天使……这些美丽的名字背后都有一个共同的

称呼——罕见病。

近日，全球首个大型儿童罕见病研究中心——

扎耶德儿童罕见病研究中心在英国伦敦大奥蒙德

街儿童医院（GOSH）正式投用。

现代医学将发病率极低的病种，统称为“罕见

病”。不同地区对罕见病的定义不一，在美国，罕

见病是患病率小于 0.75‰的疾病。“因缺乏流行病

学数据，我国目前只能暂时把患病率占总人口的

0.1‰—0.65‰的疾病定义为罕见病。”近日在北京

召开的中国首届罕见病大会透露。

目前已知的罕见病有哪些？现代医学如何治

疗这些罕见病？治疗达到什么程度？对未知的罕

见病，目前世界医学界的应对方案是什么？

我国公布首批121种罕见病

虽然患病率很低，但基于庞大的人口和繁多的

病种，目前中国有 2000多万人罹患罕见病，且每年

新增 20万人，全球约有 3亿名罕见病患者，大多数

病因与遗传因素有关，超过半数会在儿童期发病。

罕见病都有哪些病种？2018 年，国家相关部

委联合制定并发布了《第一批罕见病目录》，以

“发病率相对较高、疾病负担较重、可治性较强”

为优先标准，收录了白化病、ALS、戈谢病、卡尔

曼综合征、马凡综合征、法布雷病、血友病等 121

种疾病。

“‘瓷娃娃’属于罕见病中的成骨不全症。这

些罕见病还因患者本身不同的体质，使病因更加

复杂多样。”北京盛诺一家医院咨询管理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兼首席医务官王舜说，受制于现代医学

的发展水平，这些极小个例的病案几乎找不到解

决的办法，如亨廷顿舞蹈症、苯丙酮尿症、黏多糖

贮积症、杜氏肌营养不良等。

正在寻找更多创新疗法

“95%的罕见病仍没有特效药。”中国首届罕见

病大会与会专家表示。由于治疗罕见病的药物适

用人群少、市场需求少、研发成本高，鲜少药企研

制，这些药又被称为“孤儿药”。

相关数据统计，截至 2018年 12月，这 121种罕

见病中仅有 74 种有药可治，国外共上市了 162 种

治疗药物。“尽管已有不少对抗罕见病的药物和疗

法，但对于涵盖数千种疾病的患者群体来说，仍然

是九牛一毛，为罕见病患者寻找更多创新疗法，仍

是现代医学的一大挑战。”中国罕见病发展中心负

责人王奕鸥撰文表示。

“美英正尝试用最新的 CAR-T 细胞治疗白

血病的方法，已有小部分成功案例。”王舜说，

CAR-T 细胞治疗法，即嵌合抗原受体 T 细胞免

疫疗法，通过利用患者自身的免疫系统来对抗

癌症。

而这种方法现在正用于探索治疗某些罕见

病。GOSH也在进行这方面的研究尝试。

为罕见病儿童订制个性化方案

以往对于罕见病，需要医生接诊一定数量后

认为有研究价值，再立项，研究新药、新疗法，招

募患者临床试验，才能上市，整个周期可能需要

很多年。

“而在 GOSH 新投用的扎耶德儿童罕见病研

究中心，会由临床医生和研发人员一起研究创新

疗法，在中心就有制药师完成制药，让患者直接使

用到新疗法。”王舜说。

据 GOSH 官网介绍，扎耶德儿童罕见病研究

中心汇集了 500名来自 GOSH、伦敦大学学院大奥

蒙德街儿童研究所（UCL ICH）及伦敦大学学院

心血管科学研究所的科学家、临床工作者和联合

健康专业人员。

“扎耶德儿童罕见病研究中心的主要研究方

向包含基因疗法和免疫疗法。”GOSH 儿童医院首

席执行官马修·肖则介绍说，“目前中心门诊部日

接诊患者已达 200名，科学家则在实验室为这些罕

见病患儿研究病情应对策略，为他们订制适合的

疗法。”

95%的罕见病仍没有特效药

基因及免疫疗法为3亿患者打开希望之门

本报记者 矫 阳

英国扎耶德儿童罕见病研究中心近日正式投用英国扎耶德儿童罕见病研究中心近日正式投用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矫阳矫阳摄摄

大脑慢慢变傻大脑慢慢变傻
幕后幕后““黑手黑手””或是反式脂肪酸或是反式脂肪酸

增加低密度胆固醇的水平，同时会降低高密度

胆固醇水平。高密度胆固醇可在动脉中清理胆

固醇并将其运至肝脏，然后分泌到胆汁中；而低

密度胆固醇则是学界公认的心血管疾病风险的

生物标志物之一。如果摄入富含反式脂肪酸的

食品，患心脏病风险将增加 21%，死亡率风险增

加 28%。另外，有证据表明反式脂肪酸可加剧

炎症和内皮功能障碍。

“反式脂肪酸会进入血液，参与人体代谢。因

此，与血液、代谢相关的疾病都应该警惕反式脂肪

酸可能存在的不良影响。”孟凡强指出，反式脂肪

酸的多量存在会增加人体血液的黏稠度，增加血

栓形成可能；由于反式脂肪酸易于在机体沉积，从

而导致腹型肥胖等，而肥胖又可以引发多种疾病。

李鹏告诉记者，孕期或哺乳期的女性过多摄

入反式脂肪酸，会通过胎盘或乳汁传递给胎儿，影

响胎儿和婴儿的生长发育。青少年如摄入过多，

也会对中枢神经系统发育造成不良影响。

最新发现，摄入富含反式脂肪酸
的食品会增加阿尔兹海默症等痴呆
症的患病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