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生活中经常会听到“前列腺炎
会导致阳痿、早泄，影响生育，甚至
最终发展为尿毒症”的说法。的确，
前列腺炎和男性不育都是男性发病率
较高的疾病，个别中青年慢性前列腺
炎患者，甚至因为担心前列腺炎影响
生育而不敢结婚。

那么，这种说法真的有科学依据
吗？到底是空穴来风还是言过其实？
近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中国中西医
男科专业委员会委员、黑龙江中医药
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男科主任医师张瑞
指出：“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中医
学认为，“肾藏精，主生殖”，即只有
拥有强壮健康的精子，才能确保生殖
能力的旺盛。

前列腺炎对生育能力干扰
不大

人的精子是贮存在“精室”中
的，“精室”就相当于现代医学的前列
腺、睾丸、精囊等器官，可以说“精
室”就是精子的“家”。

从现代医学看，精液包括精浆和
精子两部分，精浆是精子的生存环
境，二者就好像鱼和水的关系。精浆
又是由睾丸液、附睾液等组成，其中
包括前列腺液，约占整个精浆的 30—
40%。张瑞解释，略呈碱性的前列腺
液中包含着大量的活性蛋白酶和微量
离子，能够激发精子的活力，促进精
液的液化，提升精子在略酸性的女性
阴道中的成活率，以及帮助精子穿过
重重屏障，之后与卵细胞结合。

由此看来，前列腺与精子之间确
实“水乳交融”，因此患有慢性前列腺
炎有可能对生育造成一定的阻碍，却
不至于演变到“山穷水尽”的程度。

实际上，从临床中所见，尽管个别患
者的慢性前列腺炎情况很严重，但生
育能力却安然无恙。调查表明，在534
例男性不育者中，诊断为慢性前列腺
炎的有209例，但同时发现慢性前列腺
炎只是干预了精液的一个方面——液
化功能，而对精子其他的指标并没有
太多的改变。此结果说明，前列腺炎
对生育能力干扰不大。

张瑞强调，尽管前列腺炎可以通
过多种途径干扰男性生育，但男性不
育的病因十分复杂，绝不仅仅是由前
列腺炎一个疾病所引起的。

饮食、作息不合理殃及生殖
能力

男性的性功能是一个复杂的过

程，任何环节发生问题，都可能酿成
男性的性功能障碍。张瑞告诫，防患
于未然，平时就要注意避免一些可能
引起不育的不利因素。

就男性而言，好多人偏爱肉食和
饮酒，中医学称之为“恣食肥甘厚
味”；再加上吃饭不规律，饥饱无时，
脾胃虚弱，运化能力差，由此极易酿
湿生痰，久则化为湿热，向下侵扰精
室，降低生育水平。

高能量饮食的摄入，再加上缺少
运动，阳气不运，气血不通，痰浊内
生，致使体重过重。肥胖症者约有半
数性功能低下的表现，而肥胖的并发
症之一恰恰是不育。

“熬夜、久坐，似乎已经成了人们
的常态。”张瑞告诫，长时间的熬夜使

身体得不到充足的休息，暗耗精血；长
时间的久坐会引起阴部的气血运行不
畅，形成瘀滞；而且久坐会使阴囊局部
的温度增加，不喜高温的精子，其活力
自然下降，从而殃及生殖能力。

男性由于压力大，又不喜诉说，
十分容易肝气郁滞。中医讲肝主疏
泄，能够调节精液的施放，如果肝气
郁滞，则对精液施放不利，就会使生
育能力大打“折扣”。有的男性喜欢通
过抽烟来纾解压力，研究表明吸烟者
的精子易产生畸形，对精子DNA的完
整性也有破坏作用。

保持良好生活方式和健康
心态

张瑞建议，男性需调理饮食，重
在定时定量，均衡营养，要多菜少肉
七分饱，添加膳食纤维的摄取。管住
嘴，还要迈开腿，每周最少锻炼两
次，以出汗为度，循序渐进地按时锻
炼。再就是多活动，坐一个小时左右
就要站起来走动走动；即使在坐着的
时候，也可以有意识地进行提肛等运
动。

早睡早起，睡好子午觉，保持每
天20分钟的午睡习惯。

用来解忧消愁的烟草对生育的危
害难以估量。所以男性最好远离烟
草，懂得做好情绪管理，要做到内心
恬淡平静，积极乐观地看待生活。要
善于减压，及时排解工作中的不良情
绪，加强与同事及家人的沟通。

“志闲而少欲，心安而不惧，形劳
而不倦，气从以顺，各从其欲，皆得
所愿。”张教授告诫，要想成就“爸
业”，保持良好的生活方式和健康的心
态很重要。

当 心 ！ 不 良 生 活 方 式 削 弱 男 性 生 殖 力
□□ 衣晓峰 张志彪 科普时报记者 李丽云

10月28日是第22个男性健康日，今年的主题是“健康中国共同守护，男性健康科
普先行”。在我国，虽然男性生殖健康已逐渐被大众重视，但影响男性生殖健康的因素
非常多，因此，增强男性健康素养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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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灵驿站

心理学家巴甫洛夫认为：暗示是人类最简单、
最典型的条件反射。从心理机制上讲，它是一种被
主观意愿肯定的假设，不一定有根据，但由于主观
上已肯定了它的存在，心理上便竭力趋向于这情况
的存在并认定它的真实性。

杯弓蛇影的故事讲的是一人在朋友家喝酒时，
误把餐桌墙上所挂弓箭倒映在酒杯里的影子看作
蛇，碍于情面，还是一饮而尽。回家后便寝食不
安，感觉肚子疼，腹中的小蛇渐渐长大，还会产下
许多小蛇，他的肚子里满都是蛇，以至于一病不
起。朋友知道后请他在原来位置上再次饮酒，让他
看到酒杯中所谓的“蛇”其实是墙上挂弓的倒影，
他的疑团得以解开，立马精神抖擞，病象全无。中
国人常用杯弓蛇影这个词比喻一个人因多疑而自己
吓自己。

我们不禁要问，故事中的主人公有病吗？他确
实有病，且病得不轻，卧床不起，水米不进，满腹
疑虑，惊恐万分，惶惶不可终日，快要死了；我们
又要问，他真的有病吗？当他再度来到朋友家，回
到当时的场景时，亲眼目睹了自己的酒杯里的那条
小蛇，居然是悬吊着的“弓”倒映在杯中的影子，
立马释然，不药而愈。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无时无刻不在接收着来自
外界的各种人物、事物、事件、场景的暗示，以及
来自自身的各种反应与感受的暗示。这种暗示可以
是积极的，也可以是消极的，有时是可以致病乃至
致命的。

杯弓蛇影的故事，便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一
个人是否健康，心理因素的占比是很大的，或者是
重要的。人生旅途中，不如人愿之事，十有八九，
一定要学会自我调适，在心存困惑、抑郁焦虑、烦
躁无助的时候，要尽早寻求心理医生的帮助，千万
不要闷在心里，酿成大病。

（作者系国家首批健康科普专家库成员、山西省
科普作家协会副理事长、医学科普创作分会会长）

杯弓蛇影与心理暗示
□□ 郭述真

很多人都认为，随着年龄增加，肌
肉量会逐年衰减，代谢率有可能会下
降，体重控制会比以前难，自然就发胖
了。然而，最近发表在知名学术期刊

《科学》上的一篇研究文章揭示，中年易
胖的原因不是代谢变慢，而是懒。

中青年时期，能量消耗是最稳
定的

由近百个国际团队共同参与的研究
显示，在一个人的整个生命周期中，代
谢规律呈现为“升高—下降—稳定—缓
慢下降”的模式，而不是我们既往认知
中的“年轻时代谢率高，中年之后代谢
下降”。

研究人员发现，婴儿期代谢率在全
生命阶段是最高的，其次是幼儿期。9—
15个月龄的婴幼儿每天消耗能量的速度
比成人快了50%。

此后，代谢率以每年约3%的速度减
缓直到20多岁，随后便稳定下来：青春
期并不会让代谢率有明显改变；20多岁
至50多岁，也就是青中年时期，能量消
耗是最稳定的；孕期女性能量需求的升
高，只是因为体重增加，而非代谢率上
升。

60岁以后，代谢率才真正开始缓慢
降低，下降速度约为每年0.7%；到90多
岁时，老年人每天需要消耗的能量只有
中年人的74%。

不得不忙≠不得不懒

很多人的“懒”并非主观想要懒，

而是真的难有精力或时间勤快起来。职
场中年之“懒”首先来自工作、家庭的
压力，晚睡早起、三餐不律。而压力、
熬夜晚睡、各种情绪都会使“发福”雪
上加霜。

其次，缘于社会生活方式的改变，
例如没空做饭，叫外卖；出门太难，叫
快车；工作太多，久坐。

再加之外出就餐成了释放压力、放
任身心的主要形式，一顿饭随随便便就
能吃进不少于八九百大卡的热量，外加
小酒或饮品，胖是个必然结局。

虽然发福的中年人有很多“不得
不”的理由，但这些并不意味着可以为

“懒”找借口。不要忘记胖是慢病之源，
慢病会让人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和财
力，使生活失去很多乐趣。

每餐饭适当“克扣”摄入量

热量摄入大于能量消耗是有人总
去健身房挥汗如雨，却依旧瘦不下来
的原因。

对于体重基数较大、亟待减肥的朋
友，给大家一个参考饮食热量：女性每
天摄入1200大卡能量，男性1500大卡。

要想达到这个目标，先减少含糖饮
料和甜点的摄入量，从每天摄入减为每
隔一天或两天一次，直到每周只选一天

“甜蜜日”；每天下午吃一个新鲜水果或
一杯低糖、无糖酸奶，可以有效防止晚
上吃得太多；放慢吃饭速度，每口食物
多嚼一会儿，把吃饭时间放慢到20—30
分钟吃完；每天增加半斤蔬菜的摄入；

改变吃饭顺序，先吃配菜，把配菜吃到
1/2—2/3，再开动主食；饭菜太油可以
在热水里涮涮再吃。

此外，还可以每周选一到两天，把
全天热量摄入适当“克扣”一些。

别小看日常的能量消耗

健身房辛苦锻炼一小时，最多能消
耗500—600卡热量，很多常去健身房或
日常跑步 5—10 公里的朋友，碎片活动
量却不足。

碎片活动，指的是擦桌子、洗碗、

扫地、叠衣服、洗脸刷牙、爬楼梯、养
花浇水、抱猫遛狗、步行出门、排队等
车、逛街购物等不起眼的细碎活动，甚
至连打喷嚏伸懒腰都算。

别小看这些“碎事儿”，看上去能量
消耗很小，其实积少成多的总能量消耗
是相当可观的。

除了利用碎片时间，还可以在每天
晚餐后，多走1000步，溜达也行、快走
更好，以帮助消耗多余热量。

（作者系北京和睦家医院注册临床营
养师）

中年发福并非代谢率下降，而是“懒”
□□ 刘遂谦

“目前，全球恶性肿瘤发病率不
断攀升，有74%的国家癌症占死亡原
因的前三位。中国恶性肿瘤的新发和
死亡病例数是全球第一。”中国医学
科学院肿瘤医院教授徐兵河在2021第
五届中国创新药论坛上披露。

随着全球肿瘤发病率的增加，抗
肿瘤药物的研究也在蓬勃发展。肿瘤
新药占全球新药研发比例逐年增加。
2016 年至 2020 年，美国 FDA 就批准
了62种抗肿瘤药物上市。而中国药物
的研发也呈现快速追赶态势，产品数
量排在全球的第二位。其中，靶向药
占比最高，达到72%。

在谈到抗肿瘤药物研发的发展现
状和趋势时，徐兵河表示，靶向免疫
治疗、细胞基因治疗是新药研发的主
流方向，包括用于治疗肺癌和KRAS
（一种鼠类肉瘤病毒癌基因） 的小分
子靶向药物，ADC双抗新型药物以及
双抗类药物的研发。

徐兵河特别提到了通过免疫细胞
来 杀 伤 肿 瘤 的 细 胞 治 疗 方 式 。 以
CAR-T 疗法为例，全称为嵌合抗原
受体T细胞疗法，是指通过基因工程
技术，人工改造肿瘤患者的T淋巴细
胞，在体外大量培养后生成肿瘤特异
性CAR-T细胞，再将其回输入患者
体内用以攻击癌细胞。徐兵河介绍，
全球有1297个中心具有CAR-T研究
的经验，其中284个位于中国，数量
仅次于美国。

不过，徐兵河坦言，虽然研究量
不少，但批准上市的并不多。2017年
8月，美国FDA批准了诺华公司首个
CAR-T 细胞疗法，引起业界轰动。
今年6月，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批 准 了 复 星 凯 特 的 中 国 首 个 自 体
CAR-T （嵌合抗原受体 T 细胞免疫
疗法）细胞治疗产品新药上市申请。

复星凯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首席
科学家张锋告诉科普时报记者，基于
真实世界的数据，接受CAR-T细胞
疗法的患者4年生存率达到44%。“美
国一名儿童白血病患者，经 CAR-T
治疗后已经实现9年无肿瘤生存，健
康状态良好。”张锋举例。

此前，CAR-T 细胞疗法被大众
熟知是因其高昂的价格。据了解，该
疗法国际上定价 240 万至 300 万人民
币，国内定价也达 120 万人民币。
CAR-T 细胞疗法的操作形式，决定
其相当于 1 对 1 的定制药品，伴随国
内 CAR-T 细胞疗法进入商业化阶
段，生产与工艺的稳定性成为药企要
解决的新难题。“我们也在针对工艺
中的试剂耗材进行研究，通过自主研
发新工艺提高未来产品的可及性，顺
应国产化趋势降低药价。”张锋说。

此外，张锋还谈到，跟随研发、研究扎堆是目前药
物研发存在的问题。例如，自FDA批准第一款CAR-T
疗法至今，不到4年时间，6款细胞疗法陆续获批，但4
款靶向CD19的CAR-T可用于同一疾病，竞争激烈且
同质化严重，市场一片“红海”。

徐兵河还提到，所有批准的CAR-T疗法是针对血
液、淋巴系统的肿瘤，对实体肿瘤没有成功案例。中国
药科大学基础医学与临床药学学院院长杨勇同时表示，

“CAR-T细胞疗法在实体肿瘤上遇到的第一个挑战，来
自缺乏在正常组织细胞上不表达，且没有均匀、广泛表
达在肿瘤细胞上的抗原。”

徐兵河称，“创新和开发新的药物至关重要，就目
前来看，肿瘤创新药研发已经占到药物研发领域的三分
之一。虽然我国有很多新药批准上市，但针对全新靶点
的药极少，很大部分是在原有基础上的修修补补。”

即便如此，科学家们并没有停止研发的脚步。毕
竟，对肿瘤、癌症的治愈承载了每位患者的希望。自体
CAR-T细胞治疗产品新药上市申请的获批，不仅提升
了中国本土 CAR-T 研发企业的信心，也利好整个
CAR-T生物制造产业链。

“在新冠疫情防控上，疫苗是一剂有
效的创新药！”

在10月23日召开的2021第五届中国
创新药论坛上，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免疫规划首席专家王华庆表示，疫苗是
一种特殊的药物，因为它涉及的人群更
广，政策性更强，科学性要求更高，而
且要有肯定的安全性，才能在全体人群
中广泛使用。

当前还在持续的疫情让药品研发的
重要性得以凸显，而疫情期间如何保障
新药研发和审批进程，以及针对新冠的
创新药研发，已经成为医药行业热议的
话题。

政策支持激发新药研发活力

疫情期间，我国创新药临床申请获
批更是呈现爆发式增长。数据显示，中
国创新药市场规模从2016年的1137亿美
元增长到2020年的1400亿美元，复合增
长率为5.3%。

在政策层面上，我国创新药产业已
然得到了足够的支持。“十四五”规划提
出，要完善创新药物、疫苗、医疗器械
等快速审评审批机制，加快临床急需和
罕见病治疗药品、医疗器械审评审批，

促进临床急需新药和医疗器械的上市速
度。

这一点，从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对
创新药审批的数量上也可见一斑。来自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的数据显示，自
2020年7月至今年9月底，国家药品监督
管理局附条件批准上市药品达35个。

“对于创新药审批时间长上市慢的问
题，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前几年就启动
了一项加快审批流程的改革，而流程落
地之时正好遇到了新冠疫情。”国家药品
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主任孔繁圃表
示，随着改革措施的实施，一大批临床
急需的药品和创新药获批上市，审批流
程从另一个维度上也成为药物创新的激
励手段。

这种增长不仅仅体现在创新药申请
的数量上，也体现在创新药的成果研究
上。

“去年全年24期《中国新药杂志》共
发表论文 454 篇，而这是从 1300 余篇收
稿中精选出来的。”中国医药集团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中国新药杂志》执行主编
石晟怡表示，为了打赢新冠疫情防控阻
击战，助力新冠病毒药物研发，《中国新
药杂志》 策划的“抗新型冠状病毒药物

研究专栏”仅在 2020 年 4 月到 2021 年 1
月间，就刊登了11篇抗新冠病毒药物研
究的文章，积极助力抗新冠病毒药物研
发进程。

终结疫情得依靠药物创新

疫苗接种是防控疫情蔓延最有效的
手段。目前，我国已有24个疫苗进入了
临床试验，涵盖了5条技术路线，已经有
4个疫苗附条件批准上市了，是全球数量
最多的国家。

王华庆表示，就目前国内新冠疫情
的态势而言，是一好一坏两个消息。坏
消息是疫情还在反复；好消息是在凶悍
的德尔塔变异病毒攻击之下，并没有出
现更高的疫情高峰。“这里面除了非疫苗
防控措施以外，疫苗起到了很关键的作
用。”

不过王华庆坦言，仅靠疫苗实现群
体免疫来终止疫情流行，或者是消灭病
毒不太可能实现，尤其是在动物身上已
经发现了病毒的情况之下。“消灭新冠病
毒主要的目标就是把发病率降到一个很
低的水平，那么必须满足在动物当中不
能广泛的流行，尤其是野生动物；病源
无法形成潜伏感染和持续的感染；病例

表现出来的比较典型易于发现，三个缺
一不可。”

孔繁圃也认为，虽然疫苗的保护效
果非常好，但也会有突破性病例，要根
本解决还是需要有创新药。“目前，我们
药品规划拥有了小分子抗病毒药、综合
抗体药物和抗炎类的药物等3条路线，已
经有31个药品进入临床试验，部分已经
进入了三期临床试验。”

除了生物和化学的创新药外，中药
也在抗疫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我国药
监部门根据中医药的特点和新冠肺炎疫
情的需要，特地批的“三药三方”目前
均已获批上市。

多 位 行 业 专 家 认 为 ， 目 前 来 看 ，
除了广泛开展疫苗接种之外，新冠疫
情终结还需要药品研发者、生产者共
同努力，早日研发出更有针对性的创
新药物。

不过，北京大学药学院、中国科
学院院士张礼和表示，目前创新药领
域的研发热情值得肯定，但不能“内
卷”，不论是在创新药还是抗疫新药的
研发上，应该避免在同一个轨道上同
质化的研究和开发，浪费有限的精力
和资源。

药物创新将是终结新冠疫情的关键
□□ 科普时报记者 陈 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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