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熬夜是现在不少年轻人的生活常态，

很多人也因为长期熬夜患上各种疾病。

日前，四川成都一名女子就因长期熬夜导

致免疫力低下，被确诊为过敏性紫癜。

熬夜为什么会导致过敏性紫癜呢？为

此，科技日报记者专访了中国医学科学院北

京协和医院皮肤科副主任、主任医师刘洁。

什么是过敏性紫癜？“国际上，这种病

的准确名称是IgA血管炎，是一种免疫系统

异常导致的系统性血管炎。该疾病临床表

现为‘四联征’：皮肤可触及性紫癜、关节炎

或关节痛、腹痛和肾病。”刘洁答道。

刘洁解释，事实上，过敏性紫癜是一

种误称。人们平时所说的“过敏”指的是 I

型变态反应，如过敏性鼻炎、哮喘、急性荨

麻疹等，以及 IV 型变态反应，如接触性皮

炎等。而过敏性紫癜本质上是由Ⅲ型变

态反应所致的系统性血管炎，是由某些特

殊诱因引起的免疫功能异常。

“过敏性紫癜可发生于任何年龄段的

人群，其中以 3—15 岁的儿童及青少年最

为常见。”刘洁介绍，目前这种病的确切发

病机制尚未完全阐明，其涉及遗传、免疫

紊乱、感染等多种因素。多达 90%的病例

在患病 1—3周前曾出现病毒或细菌感染，

其中最常见的是由链球菌引起的上呼吸

道感染；此外，抗生素、解热镇痛药、血管

紧张素转化酶抑制剂、疫苗等药物，也可

能引起此病。

那么，熬夜是否会引发过敏性紫癜？

“虽然熬夜本身并不会直接导致过敏性紫

癜，但长期熬夜和睡眠不足会削弱免疫系

统功能。”刘洁说，“免疫系统是人体抵抗

外界病原体和异物的重要防线，而长期熬

夜可能导致免疫系统紊乱，从而影响其对

异常免疫反应的调控。同时，熬夜也可能

加剧炎症反应，增加患免疫性疾病的风

险，其中就包括过敏性紫癜。”

据介绍，患过敏性紫癜后出现的症状

有：皮疹最初表现为红斑、丘疹或荨麻疹性

风团，融合演变为瘀点、瘀斑和可触及性紫

癜，呈对称性分布，好发于下肢、臀部；75%

的患者会出现关节炎或关节痛，最常累及

膝关节和踝关节，可能出现疼痛、肿胀或功

能障碍；约 60%的患者会有胃肠道反应，轻

者表现为恶心、呕吐、腹痛，重者可致消化

道出血、肠缺血和坏死、肠套叠等，其中肠

套叠是极为少见但最严重的并发症，多发

于五六岁的儿童；20%—50%的患病儿童存

在肾脏受累，表现为血尿、蛋白尿、水肿等，

重者可能发展为慢性肾炎，极少数肾脏受

累的患者甚至会演变为尿毒症。此外，刘

洁还提醒，若老年男性诊断为过敏性紫癜，

应注意进行癌症筛查。

刘洁表示，过敏性紫癜通常不是致命

性疾病，大多数可在门诊治疗。“首要注意

的就是休息。”刘洁强调，确保每晚有足够

的睡眠，保持规律的作息时间，有助于维

护免疫系统的正常功能。此病急性发作

时，患者应尽量卧床休息，待紫癜和腹痛

消失后才可下床活动。

刘洁补充说，患病后还需要在饮食方

面注意，适当增加维生素 C 的摄入。待痊

愈后，也要注意均衡饮食，摄入丰富多样

的蔬菜、水果、全谷物、蛋白质和健康脂

肪，为免疫系统提供所需的营养支持。

急性期应避免体力活动，避免长时间

站立，待病情稳定后可循序渐进地恢复运

动。适度的体育锻炼可以增强免疫系统

的功能，但要注意避免过度锻炼，以免适

得其反。此外还应减轻压力，长期的情绪

压力也会影响免疫系统的功能。

刘洁提示，年轻人不要透支健康，应

重视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适度的锻

炼和有效的压力管理，以维护免疫系统的

正常功能。通过这些生活方式的调整，可

以降低患上过敏性紫癜等疾病的风险。

长期熬夜或增加患过敏性紫癜风险

刚刚过去的这个夏天，有关“多巴胺穿搭”的短视频

席卷网络。镜头中主人公穿着不同艳丽颜色的服饰，这

种强烈的色彩反差使观看者心情愉悦。有研究表明，这

是因为视觉上的刺激让人体内的多巴胺更多地被释放，

从而影响情绪。

多巴胺为什么能给人带来快乐？“多巴胺穿搭”真的

能促进多巴胺分泌吗？带着这些问题，科技日报记者采

访了相关专家。

多巴胺的分泌可影响人
类情绪

要了解“多巴胺穿搭”，首先就要了解什么是多巴胺。

“多巴胺是大脑中的一种神经递质，作为化学信使在神经元

之间传递神经信号，从而调控神经活动。”解放军 301医院

神经外科医生刘斌向记者介绍，多巴胺主要分布在大脑的

某些区域，如基底节、前额叶和下丘脑。多巴胺参与了多种

生理和病理过程，包括奖赏机制、情绪调节、运动控制等。

北京脑科学与类脑研究所博士后赵韶苓表示，尽管

多巴胺与人体多项功能调节息息相关，但它最为大众熟

知的一面还是在认知—情绪相互作用方面扮演的重要角

色。“多巴胺的分泌对人的情绪有广泛影响，被认为与快

乐、兴奋等情绪相关。在多巴胺不同的作用环路中，从大

脑腹侧被盖区到伏核的神经环路控制着奖赏系统，这部

分神经元在快乐事件发生时或预期快乐事件快要发生时

活动增强。”赵韶苓说。

因在调节情绪方面具有重要作用，长久以来，多巴胺

也被人们认为是“快乐物质”。如此看来，似乎抓住了多

巴胺就抓住了快乐。想要追求快乐，只要促进多巴胺的

分泌就可以了。但获得快乐真的这么简单吗？

刘斌认为，多巴胺给我们带来的不是单纯的快乐，而

是上瘾。事实上，上述的多巴胺作用环路也是一部分成

瘾药物的主要作用位点。“人体内与情绪相关的神经递质

也并不只有多巴胺一种，让人感到安心和平静的血清素、

与‘爱’紧密相关的催产素，以及有助于愉悦的内啡肽，都

在调节情绪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刘斌说。

“多巴胺穿搭”是否与多
巴胺分泌有关尚未可知

心理科学学者道恩·卡伦在其撰写的《穿出最好的人

生》一书中首次提出了“多巴胺穿搭”的概念。赵韶苓认

为，这一概念只是借用了多巴胺调节情绪的功能，即通过

穿衣服这件事，让人们变得更加快乐、积极和有活力，只

要符合这样一种标准及功效的穿搭，都可以叫作“多巴胺

穿搭”。至于这种穿搭风格是否真的与多巴胺分泌有关，

暂时未有科学研究提供支撑。

霍特国际商学院的营销心理学教授马特·约翰逊曾表

示，一个人的穿着会影响到自我形象，“多巴胺负责预测他人

对我们服装的反应，并衡量我们从社交界得到的反馈。当整

体体验是积极的，我们就会体验到整体情绪的普遍提升”。

另外，网上的“多巴胺穿搭”多为高饱和度的颜色，

本身就能给予神经系统强烈的刺激。在这个意义上，“多

巴胺穿搭”也有助于唤醒多巴胺的激活。

赵韶苓介绍，事实上，多巴胺负责的是奖赏回路，这

种奖赏回路主要是使人选择性地对意外的奖赏和新奇

的、引人注意的事件有所反应。当反复给予可预测的奖

赏时，其反应就会迅速下降。

“换句话说，这样的奖赏回路会促使人不断追求新鲜

刺激。例如，当我们与心仪的对象一见钟情，此时体内的多

巴胺一定处于井喷状态。而当相处久了之后，花前月下变

成柴米油盐，遭遇‘多年之痒’，也与多巴胺水平回落不无关

系。”赵韶苓强调，过度依赖多巴胺带来的刺激感，会让我们

不断追求更强烈的刺激，不断抬高感受到兴奋的门槛。

多巴胺必不可少但并非
越多越好

既然多巴胺有助于人们获得快乐，那还有哪些方式

可以合理促进多巴胺的分泌和吸收？赵韶苓表示，获得

多巴胺并非难事，适度的锻炼、充足的睡眠和合理的饮食

等，都能促进多巴胺分泌。“运动可以促进血液循环，提高

多巴胺水平，建议选择有氧运动，如快走、跑步、游泳等；

充足的睡眠也能促进多巴胺的生成和释放，建议每晚睡

眠时间在 7—8 小时；另外还可以食用富含酪氨酸和维生

素 B6的食物，如香蕉、奶制品、肉类等。”赵韶苓说。

刘斌还指出，多巴胺除了能够调节中脑回路的情绪

外，还负责调节人体运动。“多巴胺神经元在基底节内调

节肌肉运动，对于维持正常的运动功能非常重要。当多

巴胺水平过低时，可能会导致帕金森病等运动障碍疾

病。”刘斌介绍，目前，已经有相关口服多巴胺药物用于帕

金森病的临床诊疗。另外多巴胺在大脑的前额叶皮层和

纹状体区域参与注意力集中和学习的过程，其水平的异

常可能与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ADHD）和其他注意力相

关疾病有关。下丘脑内的多巴胺神经元参与控制摄食行

为，在厌食和饥饿的调节中发挥一定作用。

诚然，多巴胺在人体活动中必不可少，但并不是分

泌得越多越好。过度依赖多巴胺分泌带来的快乐，会

让人沉浸在短期需求满足中，对学习和工作会造成不

利影响。刘斌表示，如果多巴胺分泌过多，可能会导致

不良反应，如心跳加速、血压升高、失眠等。另外，一些

神经疾病也与异常升高的多巴胺水平有关。“极端情形

如亨丁顿舞蹈症，该病是多巴胺分泌过多导致的疾病，

患者的四肢和躯干会如舞蹈般不由自主地抽动，造成

日常行动不便。疾病发展到晚期，病人的生活将无法

自理，失去行动能力，无法说话，容易噎到，甚至无法进

食。”刘斌说。

“多巴胺穿搭”真能使人快乐吗

科技日报讯 （记者吴纯新 通讯员田娟）记者 9 月 18 日从华中

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获悉，该院心血管内科汪道文

教授团队揭示了增加多不饱和脂肪酸代谢产物中一种特定生物活

性物质——环氧二十碳三烯酸（EETs），可以减轻心肌炎症反应，减

少心功能损伤，这为探究心肌炎的发病机制及治疗心肌炎提供了

新思路。相关研究成果发表在《循环研究》杂志上。

心肌炎是一种心脏炎症性疾病，其最常见的发病原因是病毒感

染，普通急性心肌炎多数表现为活动后轻微的胸闷心悸不适，严重

的表现为急性心力衰竭甚至猝死。目前，研究人员对于心肌炎的

发病机制了解有限，临床上主要采用以生命支持为依托的综合救

治方案，让心脏充分休息，慢慢恢复功能。现在，汪道文团队提出

一种新的治疗路径，让心脏能够“主动出击”对抗病毒，增加心脏的

抗炎能力，以减轻心肌炎症反应和心功能损伤。

汪道文介绍，花生四烯酸是人体所必需的一种多不饱和脂肪

酸，也是人体中含量最高、分布最广的多不饱和脂肪酸，在维持机

体细胞膜的结构与功能上具有重要意义。已有研究表明，花生四

烯酸代谢产物 EETs 有很强的生物学活性，在特定细胞或部位能够

发挥抗炎保护的特异性功能。但 EETs 不稳定，很快会被可溶性环

氧化物水解酶（sEH）给“消化”掉。如果使用 sEH 抑制剂，抑制 sEH

活性，减少 EETs的代谢，就可能使其发挥抗炎等生物学功能。

汪道文团队从临床出发，通过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检测临床样

本，首先揭示了心肌炎患者体内 EETs 含量明显下降与 sEH 表达量

及活性增加相关。在柯萨奇病毒（CVB3）诱导的心肌炎动物模型

中，也有相同发现。

团队在进一步的动物和细胞机制研究中发现，通过抑制 sEH 或

外源性应用 EETs 可使 EETs 水平增加，能够增强 I 型干扰素信号传

导并刺激 I 型干扰素产生，以减少 CVB3 的复制，显示出抗病毒效

应，从而减轻病毒感染引起的心功能损伤。

心肌炎治疗有了新思路

科技日报讯（记者马爱平）9月 18日记者获悉，北京昌平实验室

刘河生教授团队和中国康复研究中心副主任、北京博爱医院神经康

复三科主任张皓教授团队开展的一项随机对照临床试验显示，针对

个体化功能影像引导的额上回语言区靶点进行经颅磁刺激，对卒中

后失语症患者的语言功能康复具有显著疗效。相关成果日前发表在

国际期刊《脑刺激》上。

卒中后失语症治疗通常依赖于言语训练等行为学疗法，这种通

过外周刺激反向引发中枢神经可塑性变化的疗法起效慢、效率低,

对语言功能的提升作用有限。近年来，以经颅磁刺激技术为代表的

非侵入的脑刺激，通过外加磁场对大脑特定脑功能区进行精准调控，

可实现对特定神经回路的精准靶向治疗，是脑疾病治疗的前沿方向，

也展现出了治疗卒中后失语症的巨大潜力。

对于卒中后失语症的治疗，临床通常采用刺激额下回区域的方

法，以提升患者的语言能力。但刺激该脑区容易产生疼痛感及其他

不良反应，患者通常不耐受，影响了其治疗的开展和最终的疗效。额

上回也包含语言功能区，该脑区位于颅顶附近，操作便利且患者耐

受。但由于语言网络的位置、大小和形状都展现出较大的个体差异，

因此对语言网络的个体化精准识别成为提升治疗效果的关键。

针对难以确定个体化语言网络靶点这一问题，研究团队采用

优点疗法，即通过集成的个体化脑功能区剖分技术，对患者的大

脑进行了个体化脑功能剖分，为每位患者制定出 213 个个体化脑

功能分区，并以此为基础，确定了位于额上回的个体化精准语言

网络靶点。

研究团队招募了 45位符合条件的卒中后失语症患者，并将他们

平均分为三组，进行 3周的经颅磁刺激治疗。小组 1是左脑兴奋性刺

激组，小组 2 是右脑抑制性刺激组，小组 3 是以伪刺激作为安慰剂的

对照组。除了磁刺激以外，三组被试都接受了常规的言语治疗。在

3周的治疗中，接受了真刺激的患者语言能力评分得到了显著提升，

且大多数患者在第一周治疗之后，语言能力就已经显著改善，说明优

点疗法不仅疗效好，而且起效快。相较于以额下回为靶点的治疗方

案，本实验中以额上回为靶点的治疗方案对语言能力分数的提升效

应幅度更为显著。

“本次研究针对卒中后失语症患者提供个体化精准靶点诊疗方

法，明显提升疗效，给患者带来了新的希望，对卒中后失语症的治疗

具有重要意义。”张皓表示。

该研究验证了基于优点疗法的无创经颅磁刺激治疗在卒中后失

语症治疗方面的有效性和安全性，还首次确认了对右脑语言区的抑

制性刺激也可取得与对左脑语言区兴奋性刺激类似的疗效，为将来

探索左右脑联合治疗打下了基础。

个体化精准靶点诊疗

加速卒中后失语症患者康复

■广 告

城市街角的口袋公园、焕然一新的老旧

小区、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城市更新和

城市建设三年攻坚行动开展以来，平度市坚

持提高城市规划、建设、治理水平，纵深推进

旧城旧村改造、市政设施、公园城市、交通基

础设施、停车管理和停车设施建设、低效片

区开发建设、拆违治乱等七大攻坚战，宜居、

韧性、智慧的平度形象逐渐形成。这几年，

不仅小公园多了，大型的综合性公园也建成

了好几个，晚上和周末能休闲散步的地方越

来越多，娱乐设施也很齐全。

平度市打造“公园+”“绿道+”建设模式，

在实施林荫廊道、口袋公园建设过程中深度

挖掘平度城市底蕴，做到一路一特色、一区

一主题，利用现代设计手法演绎城市文脉，

将本地红色文化、产业文化、民俗文化和“节

气精灵”城市 IP 等融入项目建设，共建设绿

道 14.3 公里、口袋公园 20 余个，增加绿化面

积 3 万余平方米。同时，坚持以人为本的理

念，积极完善公园基础设施，在长广湖新打

造 1 处儿童综合游乐设施，补齐适幼场地缺

失短板，将公园的单一绿地功能转变成休闲

娱乐聚集点。“三面环水一面山，一条玉带穿

中间”，借助城市天然的地理优势，平度立足

市区内老现河、围山河、秀水河等 14.4 公里

天然河道，通过绿化改造，增加休憩空间、文

化设施、体育设施等，精细做好滨河空间“留

白”和“着色”文章，建设集生态、文化、休闲、

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景观带，不断满足市民娱

乐、健身、游憩的需求。城市面貌的改善和

品质的快速提升，离不开精细的规划引领。

宏观层面，平度统筹考虑经济、社会、环境三

大目标，合理确定城市更新单元配置要素，

编制完成了城市色彩专项规划、中心城区城

市风貌专项规划、停车场专项规划等专项规

划。中观层面，对市政设施和公园城市、交

通基础设施、停车管理和停车设施建设等六

大领域，分别制定专项行动计划，合理布局

项目落地建设。微观层面，注重城市“微更

新”，推进小规模、渐进式的微改造，目前，共

实施微更新项目 24 个。实施 11 处公共停车

场项目建设，释放停车泊位 8000 余个，缓解

停车难题；新建、翻建道路 68公里，新增城镇

污水管网、燃气管网、给水管网等 60公里，便

捷市民出行；提速推进潍烟高铁、明董高速

建设和沈海高速改扩建，加快构建济南、青

岛、威海、烟台、潍坊 1小时生活圈，为外向型

经济增添新活力……市民生活越来越方便，

生活品质显著提升。

按照“产城融合、功能完备、生态宜居、

治理高效”的建设要求，平度市围绕释放的

城市发展空间，结合原有企业搬迁和新产业

导入，高水平开展产业业态谋划和项目招

引，做大增量、引进变量、增值新量，推动空

间高效集约复合利用，全力推进平度时光汇

城市综合体、胶东王城文商旅综合体、安平

里文旅商业综合体、领创中心等一批城市商

住综合体项目落地建设。

图文数据来源：平度市城市更新和城市
建设总指挥部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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