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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艾滋病感染者经干细胞移植治疗后病情持续缓解

“伦敦病人”疗效为攻克艾滋病带来曙光

老人别看太多电视

记忆力会因此加速衰退

儿时请多亲近自然

将降低成年后患心理问题风险

新华社北京 3 月 5 日电美国一
项新研究称，婚姻是否幸福不仅取
决于夫妻双方的兴趣爱好、价值观
等因素，还可能与他们的基因有
关。

美国耶鲁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等
机构研究人员日前在美国《科学公
共图书馆·综合》杂志上发表论文介
绍说，他们以 178 对年龄 37 岁至 90
岁的已婚夫妇为研究对象，对他们
进行婚姻安全感和满意度调查，并
提取他们的唾液样本开展基因分
析。

论文称，一种与催产素有关的
基因——— 催产素受体基因在婚姻安
全感和满意度方面发挥着重要作
用。一对夫妇中只要有一人具有这
种基因的 GG 基因型，他们的婚姻
安全感和满意度就会处于较高水
平。

催产素是由下丘脑分泌的一种
神经激素，男女均可分泌。它在分
娩及母婴关系中扮演重要角色。此
前研究显示，催产素可促进信任，

减少消极情绪，让人更乐观。催产
素受体基因有 G 和 A 两种变体，组成 GG 、 AG 和 AA
三种基因型。

研究人员说，新研究表明人们在婚姻中的感受还会受
到自己和配偶基因的影响。下一步研究可继续探索相关基
因发挥作用的具体机制，比如基因在夫妻双方间具体的情
感经历中如何发挥作用，从而对婚姻幸福感产生长期影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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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东京电(记者华义)日本庆应义塾
大学日前宣布，该校参与的一项研究发现了一
种名为“杀手 T 细胞”的免疫细胞功能衰减的
分子机制，可通过改变这种机制来提高这种细
胞的抗癌能力，有望用于研发新的癌症疗法。

在癌症免疫疗法中，可利用杀手 T 细胞

攻击癌变组织，但随着时间推移，它会陷
入功能不全状态，研究人员称之为杀手 T
细胞“疲敝”。即便使用一些药物，也难以再
次激活完全“疲敝”的杀手 T 细胞，这影响了
癌症免疫疗法的效果。

庆应义塾大学研究人员和国际同行在

动物实验中发现，一种名为 Nr4a 的基因与
杀手 T 细胞的功能弱化有关，如果杀手 T
细胞中的这种基因缺损，就不会出现“疲
敝”现象，而是长期保持活性。

实验显示，向患有癌症的实验鼠注射普
通的杀手 T 细胞，无法阻止它们在 90 天后

全部死于癌症；但如果向它们注射 Nr4a 基
因缺损的杀手 T 细胞， 90 天后，这些实验
鼠的生存率可达到 70% 以上。研究人员认
为，今后可探索研发针对 Nr4a 基因的抑制
剂，也许可以成为治疗癌症的新方法。这项
成果已发表在英国《自然》杂志上。

修补“杀手 T 细胞”，或可用来研发治癌新法

卢森堡和德国科学家用人工干预让老年小鼠大脑干细胞恢复活力

干细胞研究新成果为再生医学开新路
新华社北京电美媒称，来自卢森堡大

学下属的卢森堡系统生物医学中心和德国
癌症研究中心的科研人员，日前将老年小
鼠大脑中的干细胞恢复了活力。重新恢复
活力的干细胞改善了老年小鼠大脑中受伤
或患病部位的再生情况。研究人员希望他
们的思路可以为再生药物的研发提供新的
动力，促进干细胞疗法的发展。

据美国每日科学网站 3 月 1 日报道，他
们的研究结果 3 月 1 日发表在美国《细胞》
双周刊上。

构成人类器官的所有细胞都源自干细
胞。干细胞分裂产生的细胞发育成特定的
组织细胞，形成大脑、肺或骨髓。然而，
随着年龄的增长，生物体的干细胞丧失了
繁殖能力。许多干细胞陷入了永久的休眠
状态。

报道称，为了建立尽可能精确的干细
胞行为计算模型，由卢森堡系统生物医学
中心的安东尼奥·德尔索尔教授领导的计算
生物学小组采用了一种新方法。他说：
“干细胞生活在一个小生态区中，与其他
细胞和细胞外成分不断互动。在计算机上模
拟如此大量分子之间的复杂作用是极其困
难的。所以我们改变了方法。我们不再考虑
影响干细胞的外部因素，而是开始考虑干细
胞在准确界定的生态区中的内部状态。”

这种新方法促成了由计算生物学小组
的斯里坎特·拉维钱德兰博士开发的一种新
的计算模型：“我们的模型可以确定哪些
蛋白质能够决定生态区内特定干细胞的机
能状态——— 即它们是会分裂还是保持休
眠。我们的模型依赖于被转录的基因的信
息。现代细胞生物学技术使得描摹单细胞
分辨率下的基因表达成为可能。”

报道称，以前人们不知道为什么老年
小鼠大脑中的大部分干细胞处于休眠状态。

卢森堡系统生物医学中心的研究人员从计
算模型中发现了一种名为 sFRP5 的分子，
这种分子使老年小鼠的神经干细胞保持不
活跃状态，并通过阻断对细胞分化至关重要
的 Wnt 信号通路从而阻止细胞繁殖。

随后，德国癌症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
在神经干细胞方面久负盛名的专业知识派
上了用场：他们首先在培养皿中研究干细
胞，然后直接在小鼠身体上研究，并通过
实验验证计算结果。在中和 sFRP5 的作用
时，处于休眠状态的干细胞的确开始更积
极地增殖。因此，这些干细胞可以再次参与

衰老大脑的再生过程。德尔索尔说：“随着
sFRP5 被消除活性，这些细胞会经历某种
更新，因此，老年小鼠大脑中活跃干细胞与
休眠干细胞的比例变得几乎和年轻小鼠一
样高。”

德尔索尔说：“我们的研究结果是朝着实
施基于干细胞的疗法——— 如治疗神经退行性
疾病——— 迈出的重要一步。我们得以证明，使
用计算模型可以确定干细胞特定状态下的基
本特征。”这种方法并不局限于研究大脑，它
还可以用来模拟其他器官的干细胞。德尔索
尔说：“希望这将为再生医学开辟道路。”

新华社微特稿(乔颖)英国东英吉利大学
和瑞典乌普萨拉大学研究人员用秀丽隐杆线
虫做实验，“关闭”其 DAF-2基因，不仅让秀丽
隐杆线虫寿命得以翻倍，还让其后代更健康。

DAF-2 是一种变异基因，与衰老有
关。研究人员在东英吉利大学官网报告，他
们通过减少成年秀丽隐杆线虫体内 DAF-2

基因表达，获得上述研究结果。
研究人员说，依照他们的研究结果，在生

命晚些时候“关闭”DAF-2 基因，或有助于人
类“青春常驻”。

按照学术界提出的一项新理论，推动人
体早期成长和生殖的基因也会令人衰老，如
果任由这种基因存在，它会在人体成长后期

引发一些问题。
研究牵头人、东英吉利大学的阿列克谢·

马克拉科夫博士说：“人们经常认为，人的衰老
是体内无法修复细胞损伤的缓慢积累所致，
是成长、生殖和生存之间能量此消彼长的结
果。但现在我们知道，成年时关闭某些基因的
功能能够提高寿命而无需付出生殖成本。”

“关闭”DAF-2 基因，或助人类“青春常驻”

新华社伦敦 3 月 5 日电(记者张家伟)时隔
多年，研究人员终于在另一名艾滋病感染者身
上看到治疗艾滋病的曙光——— 一名被称为“伦
敦病人”的患者经干细胞移植治疗后病情持续
缓解，有望成为全球摆脱艾滋病病毒的第二名
成年病人。尽管研究人员表示目前还不能说他
已被治愈，但相关成果或许能为学术界指明未
来艾滋病治疗研究的发展方向。

迄今唯一一名被学术界公认“治愈”的艾
滋病患者是“柏林病人”蒂莫西·布朗。布朗
同时患有艾滋病和白血病，2007 年在柏林接受
放射疗法和干细胞移植，后来两种疾病均消失。
但此后对其他多名患者开展的类似尝试都未获
成功。时隔 10 年，来自伦敦大学学院、剑桥大
学、帝国理工学院等的学者 5 日在英国《自然》
杂志报告了他们治疗艾滋病的最新成果。

据介绍，这名不愿透露姓名的英国男性患
者 2003 年被查出感染艾滋病病毒， 2012 年开
始接受抗逆转录病毒药物治疗，同年又被查出

患霍奇金淋巴瘤。 2016 年，该患者接受化
疗和造血干细胞移植，此后持续进行了 16
个月抗逆转录病毒药物治疗。当他体内检测
不到艾滋病病毒后，治疗团队和病患决定停
止抗逆转录病毒药物治疗。在停止这种治疗
后的 18 个月里，他的病情持续缓解。虽然
研究人员认为目前说他已经治愈还为时尚
早，但这一结果已经让团队非常鼓舞。

被一些学者称为“伦敦病人”的这名艾滋
病病毒感染者与当年的“柏林病人”都接受了
涉及干细胞移植的疗法。两人接受治疗的一
个共同点是，干细胞捐赠者的 CCR5受体出
现一种罕见变异，可使人体对艾滋病病毒产
生抵抗力，使它无法进入宿主细胞。CCR5是
艾滋病病毒攻击人体的一个主要切入点。研
究人员认为，通过干细胞移植将免疫细胞置
换为没有 CCR5 受体的细胞可能是停止治
疗后病患体内艾滋病病毒没有回弹的原因。

为治疗癌症，两人还分别接受了放疗和

化疗。研究人员认为这可能有助于消灭艾滋
病病毒。但这两个病例的治疗过程也存在明
显差异——— “柏林病人”接受了两次移植，
同时接受了全身放疗；“伦敦病人”仅接受
一次移植和相对温和的化疗，没有接受放
疗。研究人员认为，“伦敦病人”的经验可
能更好推广。

报告主要作者、伦敦大学学院的拉温德
拉·格普塔教授说：“通过利用类似疗法让
第二名患者的病情得到缓解，我们证明‘柏
林病人’并非异常个例。”格普塔表示，团
队将继续研究能否通过基因疗法敲除艾滋病
病毒携带者的 CCR5受体。

团队表示，化疗能有效抑制艾滋病病毒
的原因是它会杀死分裂中的细胞。鉴于化疗
的毒副作用，上述治疗方案并不适合用作标
准的艾滋病病毒治疗手段，但它为研究人员
找到能彻底清除艾滋病病毒的治疗策略带来
希望。

也有一些学者认为应谨慎对待这一成
果。帝国理工学院的萨拉·菲德勒教授评价
说，尽管新成果很有意义，但还无法推动这
个领域的研究显著超越“柏林病人”的发
现。他认为，报告中患者所接受的疗法并不
安全，至少“肯定不适合作为一种方案推荐
给那些使用抗逆转录病毒疗法并取得不错疗
效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

尽管如此，围绕如何利用 CCR5 ，研
究人员看到了未来实现更大突破的可能性。

报告作者之一、帝国理工学院的伊恩·加
布里埃尔说，团队使用这一治疗方法取得疗
效，凸显了未来通过基于阻断 CCR5受体表
达开发艾滋病新疗法的重要性。伦敦大学玛
丽皇后学院简·迪顿教授也说，CCR5 向来是
艾滋病治疗研究领域的重要关注点之一，这
份报告显示了它的关键作用，“未来的治疗策
略很可能会包括 CCR5 修改或者敲除，对这
一案例还有必要开展进一步跟踪研究”。

▲ 2019 年年初，安徽大学生马凯旋成功捐献造血干细胞，为远方的患者
送去希望。 新华社发（陈彬摄）

日批准首个 iPS 细胞角膜移植临床试验
新华社东京 3 月 5 日电日本厚生劳动省

专家组 5 日批准了大阪大学提出的使用人诱
导多能干细胞(iPS细胞)培养角膜细胞并移植
给患者的临床试验计划，移植手术将于今年年
中进行，这是全球首次批准此类临床试验。

综合日本媒体 5 日报道，日本厚生劳动
省一个专家小组批准了大阪大学一个研究小
组提交的临床试验计划，该计划将使用他人
iPS 细胞培养角膜细胞并移植给患者，获厚

生劳动大臣签字后即可实施。根据该计
划，大阪大学研究小组将利用京都大学提
供的健康人 iPS 细胞培养角膜细胞，并分
别移植到 4 名“角膜上皮干细胞衰竭症”
的重症患者眼中。研究小组将在术后一年
内观察移植的安全性和效果。迄今移植用
角膜都依赖于捐献，但存在供体不足和排
异反应等问题。

这是日本批准的用 iPS 细胞治疗的第六

种疾病，此前已利用 iPS 细胞实施过老年黄
斑变性、心脏病、帕金森病等疾病的临床治
疗。今年 2 月，日本还批准用 iPS 细胞治疗
脊髓损伤，该试验有望在年内展开。

iPS 细胞是通过对成熟体细胞“重新编
程”培育出的干细胞，拥有与胚胎干细胞相
似的分化潜力，但获得方法相对简单，并且
避开了胚胎干细胞研究中的伦理问题，在临
床治疗中被认为具有巨大应用价值。

美媒称，有些倒挂着睡，
有些只睡短短几小时，有些在
泥里酣睡……无论哪种方式，
蝙蝠、大象、青蛙、蜜蜂和人类
等都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睡
觉。实际上，科学家尚未发现
一种真正不睡觉的动物。

据美国趣味科学网站 3
月 2 日报道，大多数人会承
认，睡眠是绝对必需的。

报道称，人们常常只经
历一个不眠之夜就会感觉身
体不对劲。长期睡眠不佳与一
系列负面健康影响有关，从心
脏病和中风到体重增加和糖
尿病。这些联系以及所有动物
似乎都睡觉这一事实表明，睡
眠一定对动物起着至关重要
的作用。但这种作用是什么？
睡眠能让大脑修复损伤、处理
信息吗？它对体内能量调节是
必需的吗？早在希腊哲学家亚
里士多德时代，科学家和思想
家就已经试图解释我们为什
么睡觉，然而，睡眠的确切作
用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19 世纪 90 年代，俄国
首批女医生之一玛丽·德马
纳塞纳就困惑于睡眠之谜。

她曾写道：“我们都热爱
生命，我们都希望活得尽可
能长，但尽管如此，我们还是
牺牲了三分之一、有时甚至
一半的生命在睡觉上。”为了
探索睡眠究竟是什么，她在
动物身上进行了首次睡眠剥

夺实验。

报道称，这名医生采用了一种现在看来相
当残忍的方法：让幼犬一直醒着。她发现，它们在
被剥夺睡眠几天后就死了。在随后的几十年里，利
用啮齿动物和蟑螂等其他动物进行的睡眠剥夺实
验也发现了类似的致命结果。然而，这些案例的潜
在死亡原因及其与睡眠的关系仍不得而知。

虽然完全失眠似乎是危险的，但有些生物
睡非常短的一段时间也能存活。科学家说，它们
可能是了解睡眠作用的关键。

报道称，今年 2 月发表在美国《科学进展》杂
志上的一项研究观察了果蝇的睡眠习惯。

研究报告的作者之一、英国帝国理工学院系
统生物学讲师乔治·吉莱斯特罗对美国趣味科学
网站说：“我们发现，有些果蝇几乎不睡觉。”

吉莱斯特罗及其同事观察到，6% 的雌蝇
每天睡眠时间不足 72 分钟，而其他雌蝇的平均
睡眠时间为 300 分钟。有一只雌蝇甚至平均每天
只睡 4 分钟。在进一步的实验中，研究人员剥夺
了这些果蝇 96% 的睡眠时间。但这些果蝇并没
有像俄国幼犬那样过早死亡；这些几乎不睡觉的
果蝇的寿命与正常睡眠的对照组果蝇一样长。

因此，吉莱斯特罗和其他一些研究人员开始
怀疑，睡眠可能没有人们以为的那么必要。

德国马克斯·普朗克鸟类学研究所研究鸟类睡眠
的尼尔斯·拉滕博格在 2016 年的一项研究中，与同
事在厄瓜多尔的加拉帕戈斯群岛为小军舰鸟装上
一种装置，测量脑电活动。监测器显示，这些鸟飞
越海洋时，有时一个脑半球处于睡眠状态。它们有
时在飞行中甚至两个脑半球都处于睡眠状态。

边睡边飞在其他鸟类中可能也很常见———
比如常见的雨燕，它可以脚不落地地连续飞行
10 个月——— 但科学家没有这方面的直接证据。

会找到根本不睡觉的动物吗？
拉滕博格说：“一切皆有可能。不过，在对短

睡眠动物进行的研究中，一个新兴的规律是，没
有一种动物是完全不睡觉的。这种保持一点儿
睡眠的现象表明，即使是在这些超级短睡者中，
最低限度的睡眠也是必不可少的。”

新华社北京电

你
见
过
完
全
不
睡
觉
的
动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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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在北京市通州区人工耳蜗培训学校，北大医院
耳科专家刘玉和教授在为耳蜗植入术后康复的听障儿童做
检查。日前北大医院耳科专家来到北京市通州区人工耳蜗
培训学校，为听障康复儿童做义诊。

新华社发(蒲东峰摄)

关爱听障儿童术后康复

新研究表明人们在婚姻

中的感受还会受到自己

和配偶基因的影响。下一步研

究可继续探索相关基因发挥作

用的具体机制，比如基因在夫

妻双方间具体的情感经历中如

何发挥作用，从而对婚姻幸福

感产生长期影响

新华社微特稿(黄敏)丹麦奥胡斯大学研究人员发
现，童年生活在公园、森林或其他绿地附近关联成年时
出现心理问题的风险较低。

研究人员收集丹麦所有登记居民以及所有记录在册
出现精神障碍的居民数据，借助卫星数据评估登记居民
出生至 10 岁生活区域的绿地数量。结果显示，在绿地
周围长大的居民成年后出现心理问题的风险较低，最多
能低 55% 。在各种心理问题中，酒精滥用障碍、药物
滥用障碍风险与童年是否亲近自然的关联最明显。另
外，童年时生活在绿地附近的时长影响这种关联的紧密
度。

研究结果刊载于最新一期美国《国家科学院学
报》。美国健康生活新闻网 2 月 25 日援引研究牵头人克
丽斯廷·恩格曼的话报道，这一结果显示，对发育中的儿
童而言，大自然不仅有益身体健康，还有益心理健康。
城市环境是“心理健康一个重要的环境风险因素”，确
保人们能够接触到绿地，加强绿地的多样化使用，尤其
是在人口稠密的城市中，可能有助减轻全球不断增加的
精神障碍疾病造成的负担。

新华社伦敦电许多老人闲来无事时会靠看电视打发时
间，但英国一项新研究说，如果看电视的时间太长，老人
的记忆力可能会加速衰退。

伦敦大学学院研究人员在新一期英国《科学报告》杂
志上发表论文说，他们分析了英国 3662 名 50 岁以上老人
的情况。这些老人分别在 2008 年和 2014 年两次回答了每
天看电视的时长等问题，每一次还参与一系列记忆力测
试。

分析结果显示，老人们的记忆力在研究期间都有下
降，但是看电视时间较长者的记忆力下降更为明显。那些
每天看电视时间不到 3 . 5 小时的人，其语言记忆力下降
了 4% 至 5% ；那些每天看电视时间超过 3 . 5 小时的人，
其语言记忆力下降了 8% 至 10% 。

研究人员认为，看电视通常会让大脑处于被动接收信
息状态，减弱了大脑的活动，从而导致记忆力下降。研究
人员呼吁老人注意控制看电视时间，并适当做一些有益大
脑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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