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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更年期，你会想到什么？是失眠易怒，还是激素紊乱？更年期影

响着世界上 50%的人口，是女性自然衰老的必经之路。但长期以来，更年

期常常被认为含有贬义，或是完全被忽视。

3 月 6 日，医学期刊《柳叶刀》发表的“更年期专辑”（以下简称专辑），

呼吁社会以新的方式看待更年期，为中年女性提供更好的支持。

“在很多情况下，人们习惯将更年期等同于歇斯底里、不可理喻。部

分女性甚至自身也会产生一些病耻感。”专辑共同作者、北京协和医院妇

产科学系副主任陈蓉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独家专访时说，在我国，因为更

年期被污名化、公众对更年期缺乏正确认识等，多数女性对待更年期会选

择默默承受。

陈蓉介绍，更年期的定义比较模糊，包括了围绝经期及绝经后早

期。在这个阶段，女性的身体可能暴露出较多问题，所以更年期被称

为女性的一个“动荡期”。潮热出汗、情绪失控、肌肉关节酸痛、疲乏

甚至胸闷胸痛，这些都是发生在很多更年期女性身上的典型症状。

专辑指出，超过 38%的女性称，在她们 50 岁时更年期症状表现为中度

至重度。

“更年期的根源是卵巢功能衰竭，引发雌激素水平波动，最终至雌

激素缺乏。”陈蓉说，更年期综合征是有着特定的病理机制的典型身心

疾病。其中，治疗潮热和盗汗最有效的方法是激素治疗，通常称作绝经

激素治疗或激素补充疗法。绝经激素治疗在缓解潮热的同时，还可以

改善睡眠和情绪。此外，有证据表明，过早或提前绝经的女性，患心血

管及骨质疏松等疾病的风险可能会增加，而绝经激素治疗可以降低这

些风险。

人们普遍认为，更年期会引发心理健康问题。但在本次专辑中，陈

蓉参与撰写的一篇基于 12 项研究的综述文章显示，绝经与抑郁两者的

相关性并未证实。这篇文章指出，更年期并不意味着必然引起心理健

康问题，但那些有严重潮热、盗汗、有罹患抑郁症史或经常压力较大的

更年期女性，罹患抑郁症的风险会增加。陈蓉提醒，女性在更年期遇到

的问题并非全都由激素引起。因此，激素治疗不是治疗更年期情绪症

状的唯一手段，关键还是要针对每一位女性的具体情况进行个体化治

疗。女性本人也要对更年期有正确客观的认知，提前做好心理准备和

知识储备。

据世界卫生组织预测，2030年，全世界将有 12亿以上的更年期妇女，

而我国处于更年期的女性将超过 2.1亿人。“在我国，绝大多数更年期女性

并没有得到足够的诊治。”陈蓉建议，当女性身体出现更年期症状时，应直

接到妇科内分泌门诊或更年期门诊就诊。

陈蓉还提醒，早绝经的女性更需要积极应对更年期。因为早绝经并

不是简单的正常绝经时间前移，这是一种病理状态，对健康的影响更大。

“更年期也是人生的‘机遇期’。如果女性在更年期做好健康管理，不仅可

以顺利度过更年期，未来还可以拥有一个更加健康的老年。”陈蓉说。

《柳叶刀》刊发专辑

呼吁社会以新方式看待更年期

科技日报讯 （记者雍黎 通讯员黄琪奥）3 月 11 日，记者从陆军军医

大学西南医院获悉，该院神经外科主任胡荣团队首次指出，患者罹患脑出

血后如不及时处理，会导致海马神经干细胞过度激活，进而使体内神经干

细胞池耗竭，导致认知功能障碍。相关成果近日在国际医学杂志《氧化还

原生物学》发表。

脑出血是一种致命的中风类型疾病，在亚洲的发病率为 30%—40%。

胡荣介绍，与对脑出血后运动功能障碍的关注相比，国际上对患者脑出血

后认知功能障碍的关注明显不足。为了更好明晰脑出血与认知功能障碍

的关系，胡荣团队决定以自体脑出血小鼠为模型，结合临床研究，探讨脑

出血合并认知功能障碍的机制。

神经干细胞是神经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它们聚集在一起，就形成了神

经干细胞池。团队发现，当小鼠罹患脑出血后，如不及时处理，其自身

的神经干细胞会出现过度激活的现象，进而破坏神经干细胞池的稳

定状态，导致晚期神经干细胞池出现耗竭，最终导致认知功能障碍。

在这一结论的基础上，团队又进行了多次实验，发现如果在脑出血早

期及时给小鼠使用铁螯合剂，或让小鼠口服维生素 C、食用西蓝花等

清除活性氧，维持神经干细胞库的稳定，就能明显改善脑出血导致的

认知功能障碍。

胡荣介绍，这一系列研究从临床—基础交互关系的角度，揭示了脑出

血后认知功能障碍的发展机制，为卒中后认知功能障碍的治疗提供了新

的视角和方向。

“我们希望通过这项研究提醒广大医生和患者，关注脑出血患者的认

知状态。一定要早发现、早就诊，及时清除血肿带来的继发性脑损伤，提

高治疗效果，获得更好的预后。”胡荣说，未来，团队将继续深入研究神经

干细胞在中枢神经系统损伤中的作用和机制，探讨神经干细胞与现有疾

病修复的相互关系。团队还将进一步在临床上开展相关细胞治疗试验，

并探索可能的联合治疗方案。

脑出血处理不及时

或导致认知功能障碍

据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癌症研究机构 2月份公布的最

新报告，2022 年全球新增癌症病例数达到 2000 万例，预

计 2050 年将超过 3500 万例。在新增癌症病例数中，实

体肿瘤患者占比超过九成。

近期，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了一种用于

治疗晚期黑色素瘤的 T 细胞疗法上市，标志着全球首

款肿瘤浸润淋巴细胞疗法（以下简称 TIL 疗法）正式

问世。

为T细胞重新注入战斗力

正常人体内每天都会产生肿瘤细胞，但并非所有

人都会罹患癌症。这归功于人体内的免疫细胞，其中

T 细胞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它们如同深入“敌军”

内部的“特种部队”，时刻监视并消灭肿瘤细胞，守护人

体健康。

但在与肿瘤细胞斗争的过程中，如果肿瘤细胞的增

殖能力过于强大，受限于肿瘤微环境和 T 细胞数量的不

足，“特种部队”往往难以消灭“敌军”。战斗太久的 T 细

胞受到免疫抑制细胞的抑制后会失去战斗力。这些失

去战斗力的 T 细胞会在肿瘤组织中弥漫分布，被称为肿

瘤浸润淋巴细胞。

“TIL 疗法就是将肿瘤浸润淋巴细胞从患者体内

分 离 ，在 体 外 进 行 刺 激 和 扩 增 后 ，再 重 新 回 输 给 患

者，以增强 T 细胞对抗肿瘤细胞的战斗力。”陕西省

人民医院血液科主任医师、中国抗癌协会血液肿瘤

专业委员会委员王一解释，由于这类 T 细胞接触过肿

瘤细胞膜中的抗原信息，所以它们能够精准识别和

攻击肿瘤细胞。当 T 细胞的数量足够多时，即可有效

消灭肿瘤细胞。

除了 TIL 疗法外，另一种 T 细胞疗法 CAR-T 疗法

已在国内外上市多年。CAR-T疗法是先从病人的外周

血中提取出 T 细胞，通过基因工程在体外给 T 细胞引入

肿瘤嵌合抗原受体（CAR），这相当于给 T细胞安装了一

个“雷达”，使其能识别肿瘤细胞。然后再将改造后的 T

细胞输回病人体内，从而达到精准识别并杀死肿瘤细胞

的目的。

但是，CAR-T 疗法在治疗实体肿瘤时面临多重挑

战。比如实体肿瘤的靶点复杂，定位困难；实体肿瘤致

密的组织结构，使改造后的 T 细胞只能触及表面的肿

瘤细胞，对内部的肿瘤细胞无能为力；实体肿瘤内部的

肿瘤微环境复杂，导致改造后的 T 细胞难以存活和发

挥作用。

“CAR-T 疗法可以理解为，人为地给正常的 T 细胞

加入特定的抗原受体，使 T 细胞有针对性地杀伤肿瘤细

胞。”梅州市人民医院肿瘤内科主任医师、广东省医师协

会肿瘤内科医师分会副主任委员吴国武介绍，由于肿瘤

浸润淋巴细胞天然浸润在肿瘤组织内部，所以 TIL 疗法

较 CAR-T 疗法识别杀伤肿瘤细胞的能力更强，毒性也

更低。

常见的实体肿瘤包括胃癌、食管癌、乳腺癌等。然

而，在 TIL疗法上市之前，所有获批的 T细胞疗法产品主

要针对的是血液瘤，治疗实体肿瘤的 T 细胞疗法一直未

能取得实质性进展。王一说：“TIL疗法在恶性程度极高

的晚期黑色素瘤治疗中取得了初步成功，预示着其未来

有可能治疗各种实体肿瘤。这在 T 细胞治疗肿瘤领域

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TIL疗法推广普及不易

尽管 TIL疗法在 T细胞治疗肿瘤领域展现出巨大的

潜力，但由于该疗法需要提取的新鲜肿瘤组织多、刺激

扩增风险高以及副作用明显等，其推广普及之路仍然困

难重重。

需要足量的新鲜肿瘤组织是阻碍 TIL 疗法普及的

一大因素。王一介绍，TIL 疗法要求先通过对患者进行

手术来取得足量的新鲜肿瘤组织，以分离出 T 细胞进行

培养和扩增。然而，对于那些肿瘤生长在难以切除部位

的患者来说，提取肿瘤组织就变得困难重重。此外，开

展 TIL 疗法需要强大的实验室技术支持，在医疗技术不

够发达的地区采用 TIL 疗法尤为困难，这进一步限制了

该疗法的普及范围。

其次，刺激扩增 T 细胞的过程同样充满风险。虽然

提取的 T 细胞曾天然浸润在肿瘤组织中，本身较为安

全，但在体外刺激和扩增再回到体内后，仍需要使用大

剂量的白细胞介素-2来刺激体内 T细胞持续增殖，而大

剂量的白细胞介素-2 具有生物毒性。这一过程可能导

致细胞因子风暴，即因免疫细胞被激活并释放大量细胞

因子而引发严重的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甚至可能致

命。这无疑增加了治疗的不确定性。

此外，患者接受 TIL 疗法后，还可能面临多种健康

风险。吴国武说，虽然相关疗法已经在国外上市，但患

者接受治疗后可能出现长期严重的细胞减少症、内脏出

血、严重感染、心脏病、呼吸衰竭甚至急性肾功能衰竭等

症状。因此，采用 TIL疗法需要极为谨慎。

从公布的数据来看，目前已上市的 TIL 疗法，从获

得肿瘤组织到完成药品制备，需要大约 34 天的时间，治

疗有效率仅为 30%左右，一针定价约 370 万元人民币。

王一认为，漫长的等待时间、较低的治疗有效率和高昂

的价格，都是 TIL疗法今后需要攻克的难题。

T细胞疗法未来可期

目前，我国的 T 细胞疗法发展也面临诸多挑战。王

一认为，知识产权和研发成本问题，仍是制约其快速发

展的主要因素。当前，多数 T 细胞疗法的核心技术仍掌

握在国外公司手中，我国虽然在 CAR-T 疗法领域取得

了显著进展，但治疗范围主要局限于少数 B 细胞肿瘤。

此外，T细胞疗法的高度个体化也限制了其规模化生产，

进一步加大了研发成本。

尽管如此，业界专家对 T 细胞疗法的未来仍充满

信心。因为 TIL 疗法与 CAR-T 疗法的边界并没有那

么 清 晰 ，虽 然 目 前 TIL 疗 法 未 对 T 细 胞 进 行 基 因 修

饰，但这并不意味着 TIL 疗法不可以进行基因修饰。

吴国武认为，利用基因编辑技术，改善肿瘤浸润淋巴

细胞的扩增，可以有效扩展治疗模式的可及性。此

外，通过筛选和扩增 T 细胞中最具抗癌活性的细胞亚

型，也有望提高治疗效果。同时，优化原材料、设备

和管理等方面的成本，也能降低整体治疗费用，让更

多患者受益。

随着对癌症病理学的深入研究，癌症治疗已从传

统以手术、放化疗为基础的治疗，进入到个性化、安全

性更高的免疫治疗时代。王一说，全球的 T 细胞治疗

正在迅速发展，除了已经产品化的 CAR-T、TIL 疗法，

TCR-T、NKT 等疗法相关产品也在紧锣密鼓地研发

当中。未来，免疫治疗特别是细胞治疗，有望成为最具

前景的治疗模式。这种治疗模式不仅限于肿瘤，还可

能拓展应用至红斑狼疮、重症肌无力等多种疾病治疗

领域。

目前，我国已有多家企业积极布局 TIL 疗法领域。

它们加大研发投入，多款 TIL 疗法产品进入临床开发阶

段。吴国武预计，相关产品最早有望于 2026 年上市，届

时或将为实体肿瘤患者带来福音。

全球首款肿瘤浸润淋巴细胞疗法问世

实体肿瘤治疗有望再进一步

日前，《美国心脏协会杂志》发表了

一项研究成果，前瞻性探究了青少年长

期受到压力对成年后心血管健康的影

响。结论显示，“青少年时期受到压力较

大的人，在成年后更容易出现高血压、肥

胖和其他心脏代谢风险”。

如今，心脏代谢疾病越来越年轻化。

青少年时期压力水平为何与成年后的高

血压、肥胖和心脏健康风险相关？如何正

确帮助青少年减轻压力？科技日报记者

采访了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内科

心血管代谢病区副主任医师杨进刚。

青少年对压力反应更敏感

一般来讲，一个人如何应对压力，要

从 3 个方面分析：压力本身、对压力源的

认识和采取的应对方式。和压力相关的

理论研究有很多，但鲜有针对青少年的

压力相关理论，以及青少年时期压力水

平变化对成年后心脏健康影响的研究。

“ 此 项 研 究 使 用 了 感 知 压 力 量 表

（PSS）。这个量表其实就是一个调查问

卷 ，也 是 应 用 较 为 广 泛 的 一 种 调 查 方

法。它主要侧重于评估人的主观感觉，

即对压力的感知情况，但不能判断究竟

是什么原因导致压力产生。”杨进刚说。

青少年对压力的认识与成人不同，

他们常常将感知到的压力描述为使人

“感觉不好”的东西。压力大可能是因为

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小事，而家长则容易

低估这些事情对孩子的影响。青少年特

有的压力源包括学校活动和学习成绩

等。另外，父母离异、家庭暴力、家庭功

能缺失、父母教育方式不当、父母自身存

在诸多负面情绪及异常行为等，也会让

青少年倍感压力。

适度的压力对人有一定的积极作

用，但过度的压力则会对人的健康造成

严重影响。杨进刚说，青少年处于人生

重要的转折期，他们的心理发育还不成

熟，这也是他们心理承受能力最脆弱、内

心最敏感的时期。

此外，大脑的前额叶皮层负责控制

人体中枢，决策力、判断力、执行力等都

由前额叶皮层调控。与其他脑区相比，

前额叶皮层的发育较慢，一般在青春期

之后才会完全成熟。所以，这也可以解

释为何人在青少年时期难以控制情绪和

对外界刺激的反应，表现出不能很好地

应对压力。而且青少年承受的压力往往

来自多个方面。如果家长未能及时发现

并给予支持，也会造成青少年对压力的

反应更为敏感。

正确引导青少年减压

“压力过大会破坏人体生理、心理

的平衡模式，进而影响健康。”杨进刚

说，青春期是激素信号通路发展的关键

时期。应激激素信号、下丘脑—垂体—

肾上腺轴和皮质醇的变化，都可能会对

一个人的心脏代谢健康产生长期且持

续的影响。

他进一步解释，当人在经历压力事件

时，大脑中负责情绪处理的区域杏仁核会

向下丘脑发出求救信号。大脑的这个区

域就像一个指挥中心，通过神经系统与身

体的其他部分交流。神经系统会指挥身

体的其他部分，并控制呼吸、血压、心跳

等。如果压力较大，心脏可能会跳动得更

快，导致血压上升，并升高血糖和血脂，进

而产生高血压、肥胖等健康问题。

杨进刚介绍，长期压力较大的人可能

会习惯高热量、高脂肪的饮食。这也会增

加罹患心脏代谢疾病的风险。此外，慢性

压力可能会导致人体内儿茶酚胺和皮质

类固醇等各种应激激素的释放，并以形成

慢性炎症的方式激活免疫系统。这些炎

症可能导致心血管活动和内皮损伤加剧，

并进一步诱发动脉粥样硬化。

杨进刚建议，要正确引导儿童和青

少年减轻自身压力。如学校可以在课程

中加强心理健康教育，引导学生如何认

识、理解和应对各种压力。心理健康教

师要多与学生交流，教导学生多种压力

的应对策略，包括如何做好情绪管理、时

间管理，以及怎样形成积极的思维方式，

帮助学生更好地应对学业压力、社交压

力等。

“学校还可以多组织体育、艺术等

方 面 的 活 动 ，让 学 生 培 养 多 种 兴 趣 爱

好，帮助学生减轻压力。另外，良好的

家庭关系和积极的家庭环境，也有助于

培养孩子的情感韧性和适应能力，使他

们 能 更 好 地 应 对 生 活 中 的 压 力 和 挑

战。”杨进刚说。

青春期压力过大影响成年后健康

◎本报记者 史 诗

T细胞在人体内的免疫细胞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时刻监视并消灭肿瘤细胞，守护人体健康。

在更年期阶段，女性的身体可能暴露出较多问题，所以更年期被称为
女性的一个“动荡期”。

图为学生们在参加课后社团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