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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常识

新华社华盛顿9月13日电 美
国研究人员在新一期英国《自然》杂
志上发表的报告显示，阻断大脑皮
层中的某些神经元有望用来治疗触
摸性神经痛，为治疗这种慢性疼痛
提供了新思路。

此前研究发现，产生痛感的原
因是脊髓中的神经元接收来自身体
各处的感觉信息并将其传输给大
脑。正常情况下，脊髓的触觉层和
痛觉层之间由抑制性神经元严格分
离，但神经受损后，这种抑制作用无
法发挥，触觉信息会“误激活”疼痛
神经元，诱发神经性疼痛。

美国波士顿儿童医院等机构的
研究人员发现，大脑皮层中一部分
神经元可以增强触觉，并投射到脊
髓中负责接收触觉信息的部位——
脊髓背角。新发现的神经元有望成
为治疗神经性疼痛触觉部分的潜在
靶点，通过药物或脑部电刺激，阻断
触摸就会导致疼痛的反馈神经回
路。

研究人员阻断实验小鼠体内的
这些神经元或通过基因编辑使其失
效时，轻微无害的触摸不再导致患
有神经性疼痛的小鼠退缩，同时真
正的疼痛刺激也并不会消失。

主持这项研究的美国波士顿儿
童医院的何志刚说，一些临床医生
使用脑刺激方法治疗神经性疼痛，
但不是总能奏效。这一研究可以帮
助找到特定神经元，在功能性成像
技术的帮助下，最终采取更有效的
方式来治疗神经性疼痛。

新方法可治疗
触摸性神经痛

新华社伦敦9月12日电 英国
剑桥大学日前宣布，该校科研人员
成立的一家创业公司研发出一款低
成本的新型可穿戴设备，可监测心
脏和心血管功能，这款无线设备能
借助人工智能技术实时进行心率和
呼吸方面问题的分析。

据剑桥大学介绍，这一名为“心
识”的可穿戴设备非常轻便，具有防
水外壳，配备多个精密传感器，可实
时收集使用者的心电图、体温等重
要指标，更重要的是设备能无线将
这些数据传输到云端——即远处的
数据中心，再由一个专门设计的人
工智能算法来分析使用者是否存在
异常的心率等问题。

研究团队表示，这个专门开发
出来的人工智能算法能自动分析心
电图数据，准确度超过 95％。而传
统上如果要准确监测并最终诊断出
心率问题，不但要使用较笨重和昂
贵的医疗设备，所耗费时间也更长。

该项目的主要成员之一、剑桥大
学的奇波拉教授说，开发这个设备和
人工智能算法可为心脏科医生提供
实时且有效的疾病诊断辅助手段。

人工智能助新型
可穿戴设备
更精准监测心脏

健身者众多，但稍不留
神就会受伤，膝盖就是最易
受伤的 部位之一。专家介
绍，作为人体最大、最复杂的
屈伸关节，膝关节就像一个
轴承，在运动时承受着整个
上半身和大腿的重量。

膝关节附近有前后交叉
韧带、内外副侧韧带以及髌
韧 带 等 ，其 作 用 主 要 有 两
点。一是限制作用，韧带内
存在无髓神经纤维，人体运
动时韧带受到张力，感觉由
神经传入，此时就会反射性
地引起相应肌肉收缩，以限
制膝关节活动，保持关节稳
定，称为韧带肌肉反射。韧
带的限制作用既可以与有关
肌肉协同，也可使韧带组合
之间相互协同，如果肌肉控
制失效，则只有韧带的机械
性限制。二是制导作用，交
叉韧带与半月板之间由韧带
纤维组织相连，在膝关节内
形成“8”字形结构，共同维持
膝关节稳定，制导膝关节按
照一定方向、规律进行运动。

从临床来看，内侧副韧
带损伤是最常见的，主要是

小腿胫骨外翻、外旋进而造
成韧带拉伤，多发于突然的
变 向 及 变 速 类 型 的 运 动 员

（比如足球、篮球、羽毛球）。
当发生急停、紧急变向、跌
倒、踩空等情况时，如果这个
冲击力使得膝关节胫骨外翻

（通常还会伴有胫骨外旋），
就 容 易 引 起 内 侧 副 韧 带 损
伤 。 有 20% ~70% 的 内 侧 副
韧带损伤同时伴有其他韧带
的损伤。例如内侧副韧带深

层附着于内侧半月板，因此
有 5%的内侧副韧带损伤会
伴有内侧半月板的撕裂。此
外，前十字韧带损伤合并内
侧半月板损伤也较为常见，
主要是因为膝关节过度拉伸
或外翻。

膝关节出现内、外翻异
常，多是外侧、内侧副韧带损
伤，但也有可能是前后交叉
韧带损伤，它可通过抽屉试
验判断：患者平卧床上，膝屈

曲 90 度，抵住患者双足使之
固定，双手握住膝关节的胫
骨端，向前方拉小腿，如出现
胫骨前移比健侧大 5 毫米为
阳性，为前直向不稳定。

专家说，膝关节韧带急
性损伤发生后，应立即停止
一切活动，以减少出血。立
刻 用 冷 水 冲 损 伤 部 位 或 用
冰 块 冷 敷 局 部 以 达 到 止 血
目 的 。 然 后 覆 盖 绷 带 加 压
包 扎 防 止 肿 胀 。 韧 带 完 全
断裂或怀疑并发骨折的，在
加 压 和 包 扎 后 必 须 请 医 生
进 一 步 检 查 和 治 疗 。 经 过
24~48 小 时 后 ，损 伤 部 位 的
内出血已停止，这时可用温
热 毛 巾 热 敷 或 按 摩 以 消 肿
和 促 进 血 液 吸 收 。 俗 话 说

“伤筋动骨 100 天”，前交叉
韧带一般很少单独损伤，多
伴 有 内 外 侧 副 韧 带 或 半 月
板损伤，做膝关节核磁共振
检 查 就 可 以 确 诊 。 如 果 是
前 交 叉 韧 带 断 裂 或 部 分 断
裂，就需要手术缝合，手术
后外固定 4~6 周，拆除外固
定后要积极康复锻炼。

(人民网)

膝关节害怕剧烈运动
急停、紧急变向、跌倒、踩空等都会损伤韧带

资料图片

据英国《每日邮报》9
月 10 日报道，一项新的小
型研究表明，练太极的老
年人更不容易摔倒。

在 美 国 65 岁 以 上 的
老年人中，大约有三分之
一的人有过摔倒的经历，
其 中 38% 的 摔 倒 会 导 致
受伤，以至于到急诊室就
诊、住院治疗或死亡。而
该 研 究 由 俄 勒 冈 健 康 与
科 学 大 学 护 理 学 院 的 研
究 人 员 领 导 ，研 究 小 组

说，他们希望这些发现能让
更多的老年人开始行动，以
避免自己面临巨额医药费、
独 立 性 丧 失 或 过 早 死 亡 的
情况。

太极拳于 17 世纪 70 年
代在中国发展起来，最初是
一种自卫技术，后来演变成
了一种锻炼形式。它结合了
缓慢流动的运动和深呼吸，
能保持身体的移动和练习的
平衡。人们通常推荐老年人
练太极拳，因为它是一种低

强度的运动，对关节和肌肉
几乎没有压力。

2012 年，俄勒冈研究所
研究发现，太极是治疗成人
帕金森病的最佳锻炼方式。
对当年一项 159 项试验的回
顾发现，武术是降低摔倒风
险 最 成 功 的 锻 炼 。 此 外 ，
2014 年的一项研究还发现，
在 退 休 社 区 生 活 的 成 年 人
中，太极还能减少对摔倒的
恐惧。

(新华网)

研究表明：老人练太极更不易摔倒

翻杂志时，看到一则叫
《十指连心》的漫画。画面
中，一位患者说：“医生，我的
手指疼还用做心电图啊？”医
生回答：“十指连心嘛！”此漫
画被用来讽刺某些医生过度
检查，但从医学临床来讲，手
指痛查心电图，并非多此一
举。

患者手指疼痛，有时可
能是心脏疾病所致，比如最
常见的心绞痛。心绞痛的特
点是由胸骨处开始，放射至
左肩、左上肢前内侧，再到无
名指和小指。有时，疼痛放
射还有“跳跃”现象，患者只
感觉到左肩和左手疼痛，手
臂其他部分皆不受牵累。另
有少数心绞痛患者，疼痛先
见于外围部位，如下颌或手
腕，直到病情加剧后才波及
胸骨区。从传统的经络学说
也可找到类似的依据。中医
认为，人的五指指尖各有经
穴，分别与内脏密切相关。
小指痛的人，就可能有心脏
疾病。

因此，漫画中的医生让
患者检查心电图，并非毫无
根据。如果你发现自己突然
出现不明原因的手指痛，或
手指牵连手腕、肩部疼痛，都
不要掉以轻心，特别是存在
心脏病风险的人更要注意，
可到医院查个心电图。

(新华)

手指痛
查查心电图

话 到 嘴 边 想 不 起
来 ？ 明 明 很 脸 熟 却 叫 不
上名字……每当这时你是
否怀疑自己得了“老年痴
呆”。现在你可以拿起笔
画一个钟，指针显示“2 点
45分”！如果真画不出，那
你得赶快上医院看看了。

专家介绍说，“老年痴
呆”有别于常人口中的“健
忘”。常常记不住人名；分
不清东西南北；记不住人
脸……“如果你一贯如此，
不必担心。”还有人话到嘴
边想不起来，过会又想起
来了，“这些通常都属于良
性健忘。”不过突然的改变
则要引起重视，比如口若
悬河的人突然说话疙疙瘩

瘩，和数字打了一辈子交道
的会计不会算账了。

如何简单判断自己是否
有得老年痴呆的风险？“画钟
表 就 是 个 简 单 易 行 的 好 办
法。”请大家在纸上画一个钟，
标出12个数字，并且指向2点
45分。这一方法可检测老人
的视觉记忆图形的重建能力、
动作的计划性和执行功能、抗
干扰能力等。资料显示，画钟
测 试 老 年 痴 呆 的 准 确 率 达
80%-90%，在国外已广泛应
用于痴呆患者认知功能损害
的筛查。“不能准确画出钟表，
请一定要到专业医疗机构接
受进一步检查。”专家说，国内
外多项研究表明，早期治疗效
果明显好于中、晚期。

具体测试方法

指定一个时间，如 2:45，
独立画出一个完整的钟表，
包括表盘、数字、指针。具体
步骤如下：

1.画出闭锁的圆(表盘)，
1分；

2. 表盘上 12 个数字正
确（包括位置及顺序正确），1
分；

3.按分针标在表盘的正
确位置，1分；

4.将时针标在表盘的正
确位置，1分。

初步评估：3-4 分表明
正常，0-2 分则表明有痴呆
可能，需至医院确诊。

(人民网)

得没得老年痴呆 画个钟来测一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