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 月 21 日 是 世 界 渐 冻 人 日 。 近
日，由中华医学会神经病学分会主办
的肌萎缩侧索硬化协作组 2017 学术年
会在京召开。中华医学会神经病学分
会主任委员崔丽英等公布的 3 项单中
心研究数据显示，我国“渐冻人症”
患者平均年龄约为 53 岁，实际平均生
存期 （30.5±20） 个月，预计平均生
存期 89.4 个月。国外患者平均年龄在
60岁左右，平均生存期为42个月。

“渐冻人症”学名是肌萎缩侧索硬
化症。 崔丽英说，目前，“渐冻人症”
在中国的发病率约为十万分之三。作为

一种神经系统慢性致死性变性疾病，该
病目前无法治愈。我国患者较年轻，患
者80%为肢体起病，这类患者疾病进展
较慢、预后相对好，而以出现球部肌肉
功能障碍、存在吞咽困难和构音障碍起
病的、预后较差的类型仅约20%。国外
的球部起病患者比例为25%左右。数据
显示，我国患者的平均确诊时间为 13
个月，低于美国的14个月～17.8个月，
但较日本的11.6个月仍有上升空间。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樊东升教授介
绍，早诊早治是改善患者预后的关
键，营养支持和用药可延缓患者的病

程，提高生存质量。作为一种能量消
耗性疾病，体重指数 （BMI） 较大的
患者，疾病的转归与预后较好，而短
时间内 BMI 下降较快的患者，往往疾
病进展迅速。另外，研究显示，农村
患者的预后状况比城市患者差。

同时，最新研究显示，有夜间睡
眠呼吸障碍的患者，会加剧疾病的发
展，建议这类患者早期使用家用无创
呼吸机，改善潜在慢性缺氧状态，延
缓疾病进展。另有研究显示，抽烟的
患者生存期更短，应当戒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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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20 日晚间，科技列车西藏行
从北京西站启程，100 名左右相关领
域专家踏上了 Z21 这辆科技进藏列
车，而今天这辆列车上的广大旅客也
有幸享受了一场医疗专家健康科普现
场讲座。

当前肿瘤高发，公众比较关注肿
瘤防治。对此，此次科技列车上的医
疗专家、北京市胸科医院教授史鹤玲
专门来到列车车厢，向旅客普及肿瘤
及防治相关知识。据史教授介绍，肿
瘤诱发原因主要来自四个方面：一是
遗传因素，二是诸如雾霾等环境污染
因素；三是接触放射性物质；四是不
合理的饮食和生活方式。

如何预防肿瘤发生呢？史鹤玲教
授认为，一方面需要加强运动，增加
身体抵抗力，另一方面，要注重养成
合理健康的生活方式，多增加水果蔬
菜、谷类粗粮等营养物质的日常摄
入。同时也要加强定期体检，早诊
断、早发现、早治疗。如果发现肿瘤
问题后，不要病急乱投医，一定要去

正规医院治疗。同时，史教授也提醒
说，一般人面对肿瘤时需要保持良好
平和的心态，“有的人出于对肿瘤的
恐慌，过于频繁地接受肿瘤检查也会
因为长期接触放射性因素而增加肿瘤
的发生率。”

在诸多突发疾病中，心脏病容易
在旅途中发生，现场急救措施是否得
当直接影响病人的生命安危。在科技
列车上，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
医院副主任医师陈倬现场分享了心脏
病科学急救知识。

面对突发心脏病，有效的急救措
施是心脏按压还是人工呼吸？陈倬医
生表示，通常人们会首先选择人工呼
吸，认为效果会更好，但最新的医学
研究表明，首先实施心脏急救成功率
会提高一倍，如果急救措施得当，则
不用进行人工呼吸。心脏按压可以在
短时间内起到恢复病人正常心跳的作
用，而这是心脏病突发患者最为亟需
的。陈倬医生还介绍说，心脏病急救
时心脏按压力度也很关键，“一般以

一拳力度为准，用上半身力度垂直按
压，同时要注重按压次数，一般以每
分钟 100 次效果最好，这相当于轻微
快速运动的节奏。”

在疾速奔驰的科技列车上，两位
医疗专家的专业医学知识科普赢得了
车厢内人们的阵阵掌声。一位老年乘
客表示，两位专家的讲解通俗易懂，
内容也贴近老百姓关心的日常健康问
题，衷心感谢专家们的现场科普。据
悉，此次科技列车西藏行将组织医疗
专家深入拉萨、日喀则、那曲等地进
行现场诊疗辅导示范，把更多的医学
预防和诊疗知识带给藏区同胞。

中国科普网 2017.6.22 文/王飞

如果需要将猪的细胞植入你的大
脑，你会同意吗？大部分人面对这一
问题，应该会毫不迟疑地说“不”，但
对于帕金森重症患者来说，为了阻止
病 情 进 一 步 恶 化 ， 他 们 会 抛 弃 顾 虑 ，
大胆尝试。

据 《新科学家》 杂志近日报道，在
4 位帕金森病患者参与临床试验表现出
诱人前景后，新西兰活性细胞技术公司
再次启动更大规模的临床试验，招募 18
名患者加入，通过外科手术将一种猪脑
细胞植入他们的脑内，继续验证活性细
胞技术疗法的效果。

将猪脑细胞封装成胶囊植入人脑
因脑内分泌多巴胺的细胞逐渐减少

或失去功能，帕金森病患者无法产生足
够多的多巴胺来控制自己的行为，从而
表现出颤抖或行动困难等症状，且病情
会随着时间逐渐恶化。现有帕金森病药
物主要通过代替多巴胺执行功能，但服

用几年后药效会减退甚至消失。
活性细胞技术公司正在进行人类临

床试验的全新疗法，是将从猪脑中提取
的脉络丛细胞制成胶囊，植入帕金森病
患者大脑。脉络丛是大脑内软脑膜及其
上血管与室管膜上皮共同构成的脉络组
织，是产生脑脊液的主要结构。胶囊内
的脉络丛细胞分泌的脑脊液中，包含生
长因子和信号分子等各种营养分子，这
些混合成分能帮助患者维持多巴胺神经
细胞的健康活性。

猪脑细胞用从海藻中提取的藻酸盐
封装成胶囊，每个海藻盐胶囊大约直径
0.5 毫米，包含大约 1000 个猪细胞。因
海藻盐的特殊渗透性，脉络丛细胞分泌
的生长因子能穿透胶囊流向周围脑组
织，而患者的免疫细胞却无法流进胶囊
寻找并攻击异体猪细胞，因此手术过程
不需服用抗免疫排斥的药物。

植入手术后患者病情停止恶化

之前，活性细胞技术公司通过动物
试验证明，脉络丛细胞是治疗帕金森病
的有效细胞疗法。他们诱导恒河猴患上
帕金森症状后，再向它们脑内植入脉络
丛胶囊，6 个月后发现，脉络丛细胞使
得恒河猴的多巴胺神经功能大大改进，
恒河猴脑内与多巴胺形成有关的络氨酸
羟化酶含量也在增加。

动物试验之后，公司开展了一项只
有 4 人参加的小型临床试验，分别向 4
名患者的大脑一侧植入 40 个胶囊。他
们对 4 名患者中代表帕金森症状严重性
的 14 个方面进行了跟踪观察，发现包
括走路方式和吃饭方式在内的各种行为
能力都获得了改进。虽然业内人士认为
这是患者固有的“自我安慰效应”，即
心理暗示在起作用，植入手术后不可能
在短时间内出现效果，但随后 18 个月
的长时间观察发现，这种改进作用能一
直维持不变，4 位患者并没有出现以往

应有的恶化。
这次 18 人参与的大规模试验中，每

个人的大脑两侧共植入了 120 颗胶囊。
等 到 今 年 11 月 ， 公 司 会 公 布 试 验 结
果，猪脑细胞植入人脑能否治疗帕金森
病，届时答案会进一步明确。

猪的解剖结构和生理特性与人相
近，并且容易饲养，是目前异种器官和
细胞移植的主要研究对象。移植猪胰岛
细胞治疗糖尿病的疗法已经在一些国家
获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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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脑细胞植入人脑或能治疗神经疾病

6 月 21 日，山东省胸科医院一名
医生的歌词版辞职信火遍网络。读罢
此信，让一些听过原曲的“吃瓜群
众”们不禁哼唱起来，似有喜感，但
其中不免能感觉到该医生一抹“淡淡
的忧伤”。特别是医学从业人员、医
学生们对医生出走这一现象更是感慨
颇多。

纵观近年，一些医院医闹、伤医
事件依然偶有发生，医生们战战兢
兢，不断调侃自己应该配钢枪、带大
刀来上班。加之国家不断出台严格的
医生规培制度，让一些走出学校的毕
业生们看不到工作的希望，大有“规

培到退休”的豪迈。殊不知，面对庞
大的患者群体，医生们早已不堪重
负，漫漫规培之路更让小医生们养不
起自己、养不起家。读医学5年，本就
比别的大学时间久，课业重，想毕业
赚钱的美好愿望，还需要庞大的家庭
开支来支付不断深造和生活的费用，
难怪一些人开始逐渐逃离，另谋高就。

医生出走，看官们有的高呼爱走
不走，有的拍手称快，殊不知，如果

这样的情况继续发展，会加剧本就紧
张的医患比例，增加医生培养成本，
让一些有志于治病救人的好青年望而
却步，那么，痛的就是患者自己了。
所以，请患者和家属们多一些信任，
多一些理解和体谅，国家严格规培的
同时做好医生的生活保障，不与原单
位脱节，毕竟，保障好基本生活条
件，才能更好的治病救人。

东北新闻网 2017.6.21 文/赵鑫

美国一项新研究说，动物实验显示青春期
激素会引起雌性动物大脑发生变化，从而削
弱其在某些学习领域的灵活性。这项发现有
助更好地认识女孩在青春期的学习变化情况。

青春期是由儿童到成年的过渡期，许多女
孩最早可能在七八岁进入青春期。研究人员
说，如今一些女孩开始青春期的年龄越来越
早，并且常常伴随着学习成绩和精神健康变差。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等机构研
究人员给一些雌性小鼠注入青春期激素，比如
雌激素和孕激素，还摘除另一些雌性小鼠的卵
巢，以阻止它们进入青春期。结果发现，被推
动进入青春期的这些小鼠在探索性学习、适应
规则变化等方面不如没有进入青春期的小鼠。

研究人员认为，虽然这些研究结果来自动
物实验，但对女孩的教育和健康还是具有一定
参考性。通常孩子在小时候会重点学习语言和
一些基本技能，进入青春期后的认知重点常常
转向与同龄人的关系和社交方面。如果孩子在
需要学习基本技能的时候就早早地受到青春期
激素影响，大脑功能的转变就可能导致一些问
题。现在许多女孩进入青春期的时间早于预
期，人们应该仔细考虑如何帮她们适应这样的
情况。 《当代健康报》2017.6.22 文/马丹

说明书相当于药物的名片。然而，一些患
者会将关键的信息搞错或遗漏，从而给用药
安全埋下很多隐患。

“饭前服”别当成了“空腹”。这其实是
两个不同的概念。一般来说，饭前 1 小时或饭
后 2 小时服，在说明书上通常会写空腹服药。
而“饭前服”的药物，是指在饭前 15-30 分钟
内服用。与之类似的是，“饭后服用”多指在
饭后半小时左右服用。一般对肠胃刺激大的
药 物 ， 建 议 饭 后 服 用 ， 而 某 些 促 胃 肠 动 力
药，如吗丁啉等，建议饭前服。

“顿服”，不是顿顿都吃。中药中的顿服
是指一次性较快地将药物服完。其主要目的
是将药力集中，使药物更迅速地发挥作用，
比如麻仁润肠丸等通便药，雷丸等驱虫药。
西药的顿服则是指将一天的药一次服下，比
如格列齐特缓释片等长效降糖药。

在有些药品说明书中，一种药的用法用量
范围会从服 1 片到几片，1 次到几次。这时就
要到专业的医疗机构咨询医生或药师，不要
自己想吃几片就吃几片、想吃几次就吃几次。

《快乐老人报》2017.6.22 文/冯焕村

少女成绩波动
或与激素有关

别把“饭前服”
当成“空腹服”

科技列车上的医疗科普讲座

史鹤玲教授在讲课 李晓东/摄

我国八成“渐冻人症”患者为肢体起病

医 生 出 走 谁 之 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