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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老年周刊
寻医问药

医生话你知

日本顺天堂大学一研究小
组发现了乳腺癌中的成纤维细
胞促进癌细胞浸润和转移的新
机制：肿瘤中的成纤维细胞通过
形成两种性质不同的癌细胞簇，
来促进癌细胞的浸润和转移。

研究小组首先将人体乳腺
癌成纤维细胞和乳腺癌细胞一
同移植到免疫缺陷小鼠体内。
结果发现，和肿瘤内的成纤维细

胞一同移植的癌细胞，相较于和
正常成纤维细胞一同移植的癌
细胞，其繁殖能力、浸润能力以
及向远离病灶的器官转移的能
力均更强。这项成果有望以乳
腺癌中的成纤维细胞和癌细胞
簇为标靶来治疗癌细胞转移，为
今后开发治疗药物及攻克癌症
提供一种新的解决对策。

（人民网）

日本顺天堂大学一研究小组宣布

发现乳腺癌浸润和转移新机制

据俄罗斯南乌拉尔国立大
学消息，一支由俄罗斯、瑞士、英
国、美国和芬兰的科学家组成的
研究小组发现了使艾滋病病毒
分子失效的机制。

据悉，通过这种机制发现了
新型杂环多硫化合物可作为抗
病毒药物，并可将这些药物用于
具有类似特征的各种病毒疾病
的治疗。该成果的重要性在于，
用一种药物可以治疗不同的疾

病，如癌症、艾滋病等。
南乌拉尔国立大学教授奥

列格·拉基京称，抗病毒有机化
合物进入体内，有助于从病毒分
子中去除锌原子，从而导致病毒
失去活性。南乌拉尔国立大学
称，这是首次发现抗病毒药物的
类似效果。此外，在研究过程
中，科学家还发现了具有高抗病
毒活性的药物，也不会“毒害”普
通的身体细胞。 （人民网）

科学家发现使艾滋病病毒分子失效新机制

通过去除锌原子让病毒失去活性

据新华社伦敦9月16日电
英国埃克塞特大学16日发布的
一项初步研究显示，测量眼球晶
状体相关物质水平的变化可预
测一个人未来患上2型糖尿病
的可能性。

埃克塞特大学研究人员设
计的新方法主要是利用一种新
开发的生物显微镜，通过光线的
反射来测量眼球晶状体中的自
体荧光水平，从而衡量出眼部晚
期糖基化终末产物的水平。

在这项试验中，团队让20
名 2型糖尿病患者、20名糖尿
病前期患者以及20名年龄相近
的健康人士接受包括上述晶状

体自体荧光水平测量在内的一
系列检查。结果显示，2型糖尿
病患者眼部的晚期糖基化终末
产物水平显著升高，而糖尿病前
期患者眼部的晚期糖基化终末
产物水平出现一定程度升高。
团队因此认为，测量眼球晶状体
晚期糖基化终末产物水平的变
化，能够用于评估出哪些人未来
会患上糖尿病。

领衔这项研究的埃克塞特
大学学者米特拉·塔瓦库利说，这
个新的工具有可能用于及早检测
和诊断糖尿病并更好地评估治疗
效果，不过还需要更大规模和更
长期的临床试验来进行验证。

眼部扫描有望预测2型糖尿病
新工具还可能用于评估治疗效果

据新华社北京 9月 15 日
电 以色列希伯来大学的研究团
队近日在英国《自然·通讯》上发
表论文说，他们将核磁共振成像
仪改造成一种可记录脑组织中
分子变化的设备，这些变化可区
分正常的大脑衰老与阿尔茨海
默病、帕金森病的早期状态，有
助于神经退行性疾病的早期诊
断和治疗。

以色列研究人员将一台核
磁共振成像仪改造成能记录脑
组织中生物组成变化的设备。
它显示的是脑组织中的分子信
息，让医生在不进行侵入性检查
的情况下，区分健康和患病的脑
组织，并据此指导治疗。研究人

员在为年轻和年老患者做脑部
扫描时发现，脑部不同区域衰老
表现不同，如在一些白质区脑组
织体积会减小，而在灰质区脑组
织体积保持不变，但分子组成有
变化，这为研究大脑衰老过程提
供了新的方向。此外，正常的衰
老和神经退行性疾病会在大脑
中留下不同的“痕迹”，脑组织的
脂质和蛋白质含量有不同的变
化。

研究人员表示，新设备不仅
能区分正常衰老和疾病早期的
分子信号，更能通过非侵入性手
段使患者疾病尽早得到正确诊
断，并加速治疗过程，提高生命
质量。

新型核磁共振设备能区分大脑分子变化

大脑衰老过程可“拍”出来

本报讯(记者刘联 通讯
员魏敬羽)日前，58岁的香
港男子陈某在前来珠海途中
突发心梗。珠海市中西医结
合医院港珠澳大桥120急救
分站医护人员迅速明确病因
并将其转运至珠海市中西医
结合医院进行治疗，在“黄金
时间”内完成了救治。昨日，
记者从该院获悉，陈某目前
生命体征平稳。

据悉，陈某在横琴上
班。事发当天，他正坐车从
香港经港珠澳大桥进入珠
海，因上腹部长时间疼痛，他
拨打了珠海120。接诊的珠
海市中西医结合医院港珠澳
大桥120急救分站的医护人
员发现陈某心率慢，每分钟
才55次。经心电图检查，原

来导致陈某腹痛的“罪魁祸
首”是极为凶险的重症——
急性心肌梗死。

医护人员立即为陈某开
通静脉通道、吸氧、心电监
护，并在转运过程中将陈某
心电图等重要病情信息传至
院内。陈某一到医院，医院
第一时间为其行冠状动脉造
影术检查，探明陈某的右冠
中段完全闭塞。针对这种情
况，心内科医生为陈某行血
栓抽吸，在最短的时间内开
通血管，然后顺利植入一枚
支架，彻底撑开生命的通
道。经过一个多小时惊心动
魄的抢救，陈某脱离了生命
危险，转危为安。

“发病的120分钟内是
心肌梗死的黄金救治时间，

绝大部分心肌可以恢复。
但如果超过3个小时，可能
就有50%的心肌坏死；超过
6个小时，可能就有80%的
心肌坏死。”该院急诊科主
任李军告诉记者，幸亏陈某
能得到及时的救治，术后恢
复良好，没有后遗症。

“猝死虽是一瞬间，但却
是由不良生活方式慢慢累积
的，可防可控。”李军提醒，体
形肥胖，有高血压、糖尿病
史，长期吸烟酗酒的市民是
心脑血管疾病的高发人群，
需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和饮
食习惯。一旦出现胸痛、胸
闷症状，或上述部位有疼痛
与不适，应及时到正规医院
就诊，切莫掉以轻心，以免酿
成严重的后果。

旅客突发心肌梗死
救治及时转危为安
医生提示：心脑血管疾病高发人群若有不适须及时就诊

本报讯（记者刘联）“慢
性肾脏病患者的营养状况决
定着肾脏病的进展速度。除
了严格遵医嘱进行药物治疗
以外，科学的饮食营养配比
也是延缓慢性肾脏病发展的
重要措施。”中大五院肾内
科主任王成表示，患者不仅
要接受正规治疗，更要保持
良好的饮食习惯，这样才能
达到满意的治疗效果。

中大五院肾内科接诊量
几乎占全市肾脏病人的一半
以上。王成告诉记者，中国
慢 性 肾 脏 病 发 病 率 为
10.8%，严重危害国民健康

及生活质量，成为亟需关注
的公共卫生问题。自从
1860年慢性肾脏病的营养
疗法这一概念出现以来，世
界各地都在开展这方面的研
究，低蛋白饮食被认为是慢
性肾脏病综合治疗中的重要
环节之一。但绝大部分慢性
肾脏病患者缺乏合理营养摄
入的相关知识。

据了解，中大五院肾内
科为了给慢性肾脏病患者提
供科学、规范的膳食指导，开
设了慢性肾脏病营养咨询及
膳食指导亚专科门诊，主要
工作是为慢性肾脏病患者建

立健康档案，提供营养评估、
膳食指导、个性化食谱设计
等咨询服务、定期开展营养
健康教育。门诊开设以来，
建档和咨询者很多。

王成告诉记者，为了提
高患者的依从性，肾内科医
护人员加强对患者的健康教
育，固定每周五举行健康教
育讲座，增加医患互动，手把
手、面对面教会患者膳食搭
配和制作，并积极探索营养
配餐方案，锤炼更优化、更容
易执行和坚持的个性化膳食
指导方案，让患者不仅要吃
对、还要吃好。

肾内科专家提醒：

防治慢性肾脏病 饮食很关键

陈某接受手术现场。 本报记者 赵梓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