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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人手术，机器人诊断疾病、机
器人分发药物……近年来机器人在医疗
领域真是如火如荼。近日，根据英国

《每日邮报》 报道，德国汉堡飞利浦研
究院的科学家已经设计了一组磁控机器
人，可以帮助人类击退癌症，这组机器
人也被称为“抗癌机器人”。未来的医
学领域或可通过控制微型机器人进入体
内精准投放药物、消灭肿瘤以及进行其
他复杂的操作。

“抗癌机器人”帮助消灭肿瘤
众所周知，人体免疫细胞是消灭外

来入侵者的有力武器，但科学家们认
为，很快人们将能够利用微型机器人来
帮助对付外来入侵者。

研究人员利用强磁场来控制微型机
器人的运动，以及利用强磁场力来将小
磁钉固定到位。不过他们故意在磁场内
部留有余地，使得固定了的小磁钉能自

由旋转。通过这样的设计，研究人员可
以将微小的可动支架连接到小磁钉上，
而这些小磁钉能够被独立控制。来自飞
利浦的物理学家表示，这组机器人可以
在人体内进行复杂的操作。

到目前为止，磁性螺丝已在乐高机
器人中测试。研究人员相信，未来机器
人可以帮助人类击退癌症。他们建议将
机器人隐藏在微小药丸中，医生可以通
过操纵机器人来打开药丸，通过释放剂
量来杀死肿瘤细胞。一旦肿瘤被摧毁，
科学家就可以通过磁力来关闭机器人。

机器人给医疗领域带来大变革
近年来，机器人在医疗领域越来越

受欢迎。在美国，大约 80%-85%的前列
腺切除术是由机器人完成，机器人辅助
手术是前列腺切除术中最常见的类型，
但也越来越多地被应用到心胸外科、妇
科、头颈部、一般外科以及泌尿系统的

手术中。2016 年，在北京和睦家医院，
达·芬奇机器人为一名45岁的女性胰腺癌
患者进行了一项复杂的胰头肿瘤切除术。

对于机器人手术，尤其是进行肿瘤
切除手术，人们可能会担心它的治疗效
果。《柳叶刀》 曾对机器人手术和传统
手术后的治疗效果进行了比较，通过 3
个月的随访发现接受两种手术的患者在
生活质量上无显著差异。不过仍需要长
期的随访才能进行充分评估，同时还要
充分考虑两种手术给癌症患者带来的生
存效益。

除了机器人手术，近年来逐渐出现
了“机器人医生”或“机器人出诊”。
2016 年 8 月，IBM 研发的智能认知系统
沃森登录中国。今年的 2 月 4 日 （世界
抗癌日），机器人医生沃森第一次在中
国“出诊”，不过它主要担任的是人类
医生的机器人助手。机器人医生受欢迎

并不是没有原因，它曾为一名已经无可
救药的印度癌症晚期患者找到了诊断方
案，曾只花 10 分钟就确诊日本的一例
罕见白血病。

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机器人医生
的大脑越来越强大，它们不仅拥有强大
的记忆，还能迅速读懂并掌握患者的信
息，协助人类医生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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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癌机器人”是怎样工作的？

2 月 20 日，又一名患者在第三军医
大学西南医院通过胚胎干细胞技术，
治好了致盲性眼病。据统计，该院已
完成 100 多例该类手术。权威专家表
示，近年来胚胎干细胞治疗该类疾病
研究逐渐深入，目前已进入临床实验
阶段，有望让致盲性眼病患者重获光
明。

据介绍，致盲性眼病研究是世界
性难题。目前，我国约有近 700 万人口

因患致盲性眼病而失明。该类疾病因
无有效治疗手段，给患者及社会带来
极大伤害。但由于对该类疾病的治疗
研究难度很大，是世界性前沿课题，
国内外只有少数顶尖医院和科研机构
在进行持续的、系统化研究。

在国家重大科学研究计划“胚胎
干细胞治疗致盲性眼病基础与临床转
化研究”项目的支持下，已有百余名
患者在西南医院接受胚胎干细胞技术

的临床治疗，其中有效率达 60%。这
一部分患者有明显视觉改善趋势和希
望 。 有 一 位 老 龄 患 者 ， 在 接 受 治 疗
前，患眼只有光感，几乎没有视力，
经过治疗后，视力已逐渐恢复至 0.3。
据国家 973 项目首席科学家、西南医院
眼科主任阴正勤教授介绍说：“胚胎干
细胞技术是最有希望治疗致盲性眼病
的技术之一，国内外有一些大医院、
研究机构已陆续开展临床实验和转化
研究。自 2014 年西南医院率先在国际
上开展临床治疗实验以来，研究持续
时间和临床实验例数处于世界领先地
位。通过不断深入地研究，该项技术
的安全性、有效性已得到逐步证实。”
《科技日报》2017.2.23 文/唐先武 何雷

近年来,巴西等美洲国家频发新生
儿小头症。科学界已证实寨卡病毒感
染与小头症发病存在关联,却不清楚病
毒怎样影响胎儿脑部发育。德国研究
人员日前表示,他们已经找到寨卡病毒
导致小头症的科学证据。

德国科隆大学医学院等机构研究
人员在新一期 《细胞-干细胞》 杂志上
报告说,他们将健康人的皮肤细胞“重
新编程”,培养成诱导多能干细胞,进而
培养出神经前体细胞。神经前体细胞
可分化出多种神经细胞,可谓脑部发育
的“起点”。

在特定实验条件下,研究人员让许
多神经前体细胞聚集为大脑类器官,即

几毫米大小、具有三维立体结构的脑
神经组织块,这一过程模拟胚胎大脑的
早期发育,并借此观察病毒感染对胚胎
大脑发育的影响。

结果发现,寨卡病毒会让参与细胞
分裂的细胞器——中心体出现故障,让

神经前体细胞过早分化为成熟的神经
细胞。这种“早熟”看似没什么危害,
但会使大量神经前体细胞不再参与大
脑类器官成长为完整大脑的过程,导致
胚胎出现小头症。

研究人员介绍,他们在实验中使用
了从小头畸形胚胎中分离出来的寨卡
病毒毒株,实验结果为寨卡病毒导致小
头症提供了“有说服力的科学证据”。

寨卡病毒主要通过埃及伊蚊传播,
也可性传播。人感染寨卡病毒后可能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类似登革
热的症状。绝大多数感染者病情温和,
但孕妇需格外小心,一旦感染可能导致
胎儿出现小头畸形。 新华网 2017.2.21

无论你是否意识到，在你清醒着
的每个时刻，你所接触形形色色的事
物都在促使大脑发生变化。尤其是神
经的连接，突触会随着信号的传播增
多变大，使得从一个神经元发出的信
号更容易激发下一个神经元，神经元
间的联系变得紧密。这便是人类进行
学习和储存记忆的方式。

神经元间紧密的联系的状态十分
耗能，因此该状态不能长时间维持。
若非要如此，也会因为神经元变得过
于 紧 张 ， 过 度 活 跃 而 导 致 痉 挛 或 癫
痫。霍普金斯大学的 Richard Huganir
教授表示，理论上讲，当脑内神经突
触都达到饱和后，由于突触不能变得
更强，大脑便再不能编码任何的新的
信息。

2003 年，迪逊大学的 Cirelli 称这
种神经整体弱化的过程在睡觉时最为
显 著 。 睡 眠 是 为 大 脑 重 整 提 供 了 机
会 ， 为 次 日 的 学 习 做 好 准 备 ， 可 以

说，没有睡眠，就不可能学习。Cirel-
li 提出，这可能是睡眠存在的原因之
一。这一理论能部分解释为什么睡眠
在动物界广泛存在，为什么我们的大
脑能力在一夜无眠后会受到影响。

对于睡眠时神经元连接的弱化，
Cirelli 和 Huganir 分 别 找 到 了 支 持 。
Cirelli 的团队对小鼠清醒和沉睡的大
脑中 7000 多个神经突触的尺寸进行了
测量。他们发现，突触的平均长度在
睡眠状态下有所收缩。与清醒状态下
相比，两神经间的连接在睡眠状态下
均减少了 18-20%。如之前所描述，弱
化是等比例的，保持的是相对强度。

Huganir 的 团 队 考 察 的 是 化 学 物
质。他观察突触上接受化学信号的受体
蛋白。此前人们发现一些受体，特别
是 AMPA 类的受体——是神经突触强
度的良好指示剂。研究这些这些受体显
示，神经突触强度在睡眠状态下下降。

他分别从沉睡小鼠和清醒小鼠的

脑内分离了大量的突触，并测量了上
千种蛋白的水平。他还用荧光分子标
记了一些受体，用显微镜追踪他们在
啮齿类活体脑内的踪迹。两种技术都
显示，包括 AMPA 在内的许多受体都
在小鼠睡觉的时候从神经突触上被移
除了。

但 是 ， 并 不 是 所 有 突 触 都 是 这
样 。 基 于 实 验 数 据 ， 脑 内 最 强 大 的
20%左右的神经突触不受整体弱化作用
的影响。这一现象的意义尚不明确。

“我们认为这些神经突触的连接存在的
时日已久，”Cirelli 说，“我猜想它们
可能是长期记忆的储存体，那些是在
你睡觉的时候也不会忘记的记忆。而
大多数能被弱化的突触，多数是用于
记住最近的事情。如果它们之间的联
系中断一些时日，它们就会消失。”所
以“不会休息，就不会工作”，也许是
真的。

《环球科学》2017.2.20 译/卓思琪

2 月 20 日，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出台新
规 ， 患 者 出 院 时 ， 院 方 提 供 “ 出 院 记
录”和“出院证明”，方便患者办理医保
报销，病历可通过快递方式由医院寄送
回家。

据了解，武汉已有多家医院开通这
样的服务。这是个小小的改变，可能算
不上多大的新闻，对患者却是极大的方
便。

以前患者住院，要凭病历报销，一
份病历厚达数十页甚至上百页。患者追
着医生催写病历、窗口排队复印病历就
成为一景，也是烦心之事。近年来，湖
北省医保报销基本实现了“院内直补”，
患 者 不 需 要 病 历 资 料 即 可 办 理 报 销 手
续，为患者出院打开了方便之门。但有
些患者仍需保存病历，以备下次就医参
考。而病历的完成周期长达 7 天，患者回
家后，又来医院取病历。院方用快递将
病 历 寄 到 患 者 手 中 ， 便 民 之 举 又 进 一
步，解决了此种后顾之忧。

小小病历问题，从医保报销的源头
入手，再到医院寄送，卡在哪个环节就
打通哪个环节，有什么麻烦就解决什么
麻烦，真正体现了以病人为中心的服务
意识。这种实事求是的亲民作风，让人
心暖。住院病历可快递，折射出便民服
务无止境的精神，没有最好，只有做得
更好。小事见大用心，这对解决其他问
题都是一个借鉴与启发。

《楚天都市报》2017.2.23 文/徐汉雄

“痔疮老毛病了，自己涂点药，吃清
淡点就好了，非要拉我来医院。”南京 72
岁的张先生即使到了医生面前还一直嘀
咕着。因便血多日，他被儿子带到医院
检查，最终确诊为直肠癌。

便血是痔疮和肠癌都有的症状，区
别在于痔疮的便血通常是鲜红色，附在
粪便表层，也有可能是大便前后滴血，
严重时呈喷射状。而直肠癌则是大便带
血 ， 通 常 混 有 黏 液 或 脓 液 ， 颜 色 暗 一
些。此外，直肠癌时，排便习惯也会发
生改变，比如大便变细、次数增多，便
秘与腹泻交替出现等。直肠癌患者还会
出现腹部不适、胀痛等。有以上症状，
赶紧就医。

《快乐老人报》2017.2.23 文/高曌

“病历可快递”
是可贵的便民样本

大便发黑变细
要 警 惕 肠 癌

胚胎干细胞技术有可能让
致盲性眼病患者重见光明

干细胞研究揭示寨卡病毒如何引发小头症

“不会休息，就不会工作” 确有科学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