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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有
人看上去长得
很“着急”，有
人却能长久保
持童颜？最新
研究发现，从
基因层面，有
的人就“注定”
比同龄人要更
显老。

皮肤一直是一个让人非常费心的器官，要防
晒、美白、抗皱，更别提还有很多人受皮肤疾病或
者疤痕的困扰。长期以来，对于皮肤问题科研人
员的处理思路都是作用于皮肤本身，但日前由美
国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联合发明的一种最
新化妆品却独辟蹊径———在原本皮肤上覆上一
层新皮肤，用来解决困扰人们的问题。

该研究最近发表在《自然·材料》杂志上，
来自麻省理工科赫综合癌症研究所的罗伯特·
兰格教授是这篇文章的通讯作者，他和同事在
文章中表明，他们发明的一种新型乳霜，可以
临时性抚平皱纹，拉紧皮肤。文章还指出，他们
相信，经过改造之后，这项发明将来还可用于
治疗诸如湿疹和牛皮癣之类的皮肤疾病。

兰格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这种产品“感觉
有点像一件可以穿上的隐形紧身衣一样，它黏
性很好并且很坚固，应用场景很广泛”。

该产品实际上是一种硅基拟肤聚合物，研
究人员介绍，它可以直接抹到皮肤上，形成薄
薄的一层几乎无法察觉的薄膜，同时具有年轻
健康肌肤的弹性和力学性质，可以消除眼袋，
改善皮肤锁水状况，甚至还能防紫外线。迄今
已有 170 名受试者参加了初步研究，还没有发
生一例显著的过敏反应。

该产品由奥利沃实验室研制，经过长达八年
的研发最终诞生。据兰格和奥利沃实验室的描
述，这块硅基的薄膜是由两层先后涂上的奶油状
物体组成的。它们结合后会反应生成一块可以保
护它下方皮肤的看不见的高分子聚合物，同时在
顶部又有一个让皮肤能够透气的势垒层。

“最大的挑战是找到一种具有所有我们需
要的属性（有弹性、透明、耐用、保湿、有很好黏
性）的材料。而寻找到它的关键方法就是试验
多种化合物组成的聚合材料。”兰格表示，“我
们实验室试验了数百种高分子聚合物，而其中
只有一种表现得真正符合我们的要求。”

这已经不是该实验室发布的第一款类似
的产品，兰格和奥利沃实验室早在几年前就已
经发明出了一种叫作 Neotensil、可以实现部分
新皮肤功能的护肤霜，由于其神奇的效果和
500 美元的价格曾引起一时轰动，甚至著名演
员詹妮弗·安妮丝顿都曾为其背书。

加州大学医学院皮肤医学教授格雷格·亨
德森表示，如果确实有效的话，这种新型的皮
肤中蕴含着巨大的商机。波士顿大学医学院的
皮肤医学教授文森特·R·法兰加则表示这种
皮肤同样有潜力治愈一些更严重的皮肤病：

“由于它的弹性可以降低皮肤收缩的程度，也
使得这种新型皮肤能够帮助到烧伤患者。”

（北绛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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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味科学

为什么有人看上去长得很“着急”，有人却
能长久保持童颜？事实上，人与人的衰老速度的
确存在差异，而究其原因，除了受后天环境、生
活方式影响以外，科学家最新研究发现，从基因
层面，有的人就“注定”比同龄人要更显老。

MC1R基因让人大两岁

前不久，中科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荷兰伊
拉斯姆斯大学、英国联合利华集团联合其他国
家的科研人员发现了一个基因 MC1R，它的变
异会导致人们看上去要比他们的实际年龄平均
大两岁，这也是世界上首次确认感知年龄与基
因之间的关系，相关科学论文发表在细胞子刊

《现代生物学》。
这项研究前后总共评估了 4000 多张高加

索人的面部图片，平均每张照片都有几十个人
观看，通过对图像的总体判断得出感知年龄，取
平均值后，研究人员再进行全基因组关联分析
找到和感知年龄相关的遗传位点。

研究发现，携带 MC1R 基因变异基因型的
人群看上去超出实际年龄。而且，在校正了参与
者本身年龄、性别、肤色、紫外线伤害和日照暴
露水平等因素影响后，MC1R 变异仍然与感知
年龄有显著的相关性。

鹿特丹伊拉斯谟医疗中心的法医分子生物
学教授曼弗雷德·凯泽表示，这个基因变异造成
的显老效果可能与吸烟类似，也就是说，基因产
生的影响是随时间的推移而逐渐积累的。

“携带 MC1R 或者发生 MC1R 变异并不
意味着就百分百老得更快，而是这部分人群相
较于其他人更容易受后天环境、生活方式的影
响，从而让自己看上去更老。”文章的第一作者、
中科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研究员刘凡说，“普通
的日光照射也许对多数人的皮肤不会造成多大
伤害，可对这部分人群的伤害却更为显著。因
此，即便先天条件不佳，如果能有意识地控制、

避免环境中的敏感因素，也可以让自己更接近
真实年龄。”

西方人比东方人更显老

随着这项研究的发现，MC1R 被广泛称为
“显老基因”。事实上，在此之前，科学家对它也
并不陌生。刘凡介绍，MC1R 是人类皮肤合成黑
色素过程中的关键基因，它是编码细胞在合成
黑色素过程中所需的蛋白质。

2014 年，肯塔基大学的科学家发现，来自阳
光或晒黑床的紫外线是引发黑色素瘤的一个重
要原因，而 MC1R 遗传缺陷会造成皮肤缺乏黑
色素的天然保护功能，从而导致更多的紫外线
长期对皮肤造成损伤，引发皮肤癌。

刘凡认为，MC1R 基因的黑色素合成功能
是其影响感知年龄的部分机制，但不是全部。研
究发现，MC1R 除了调节皮肤中黑色素生成的

量，MC1R 基因还控制着黑色素细胞修复紫外
线造成的 DNA 伤害。MC1R 信号缺陷会延缓
机体清除皮肤中已经存在的 DNA 损伤的能力，
从而导致癌基因突变的可能性增加。此外，氧化
伤害、免疫调节等机制也有 MC1R 的参与影
响。他表示，这些都可能是影响感知年龄的内在
原因。

有意思的是，先前科学家已经注意到，白种
人更可能携带变异型的 MC1R 基因，因此不能
产生足够的黑色素以充分保护皮肤免受紫外线
的伤害。这可能解释同龄的西方人，尤其在上了
一定年纪之后，比东方人更显老。

变异型的 MC1R 让人看上去更显老，而影
响感知年龄的基因可能有很多个。刘凡解释，在
现有的样本量下，还没有发现除 MC1R 外的强
力的相关信号。接下去的研究将扩大样本量，用
最新研发的方法针对复合杂合子在全基因组水
平进行全面检测，从而找到更多与感知年龄相

关的基因，除了“显老基因”，也许还存在显年轻
的基因突变。

延缓衰老

在这项研究中，科学家未来的目标是要找
到这些基因究竟会对人的相貌产生什么影响以
及背后的机制，从而找到能让人看上去更显年
轻的办法，延缓衰老。

不过，人体的衰老实在是一个极其复杂
的过程，科学研究提出了许多不同的衰老机
制，因此，从不同的机制入手延缓衰老也有很
多形式，除了基因，还有氧自由基、抗氧化剂、
DNA 保护等。

机体在不同年龄的代谢改变与衰老息息相
关。氧自由基是体内代谢的必然产物，它可以将
能量传递给身体组织、细胞，但随着年龄的增大
自由基生成过多，会使细胞脂质过氧化，破坏细
胞结构，抑制细胞分裂修复。因此，清除过多自
由基是一种方法。

抗氧化剂的作用是保护和稳定细胞原有的
分化状态，清除细胞分化障碍，从而抵抗细胞衰
老。比如维生素 A、尿酸、茶多酚等，都有抑制过
氧化作用，能阻止自由基对细胞 DNA 的损伤，
抑制细胞突变，增强细胞介质的免疫功能。

而在已知的与机体衰老有关的基因中，例
如，Klotho 基因是一种细胞外作用基因，它会影
响机体免疫功能。如果这个基因断裂，可以引起
早衰症状；SnoN 蛋白是一种在生物体内调控
P53 蛋白的物质，P53 蛋白会促使衰老细胞的产
生，导致机体衰老。为了抑制这种蛋白，可以通
过清除 SnoN 蛋白细胞达到目的；一项最新的
研究发现，一种具有保护血管内的动脉粥样硬
化斑块的基因 Oct4，能够阻止或者至少延迟老
化的效果。找到一种方式增强这种基因在成熟
细胞内的表现，也许可能在老龄化研究方面产
生重要意义。

基因！让有的人“注定”显老
姻本报记者胡珉琦

驱赶睡意的迷宫闹钟

当闹钟响起后第一反应是什么？是关掉它继
续睡？不过，如果有了这款迷宫闹钟，你所有的睡
意都会被它赶走，因为它一旦响起就不会停止。想
要闹钟“闭嘴”，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完成闹钟顶部
的迷宫。顶部的迷宫其实不复杂，只需让小钢球从
蓝洞滚出，红洞滚入即可。此时闹钟就会停止，你
也就没有了任何睡意。更有意思的是，闹钟还设置
了防作弊功能。

脑卒中，每年死亡病例超过
150 万，新发病例约 250 万，残
疾率高达 75%，且每年发病率正
以 8.7%的速度上升。这是 2013
年《中国医学科技发展报告》的
内容。

据美国心脏病协会 2015 年
公布的心脏病和脑卒中的统计
数据显示，脑卒中已经成为全球
第二大死亡原因。

如此高发病率、高死亡率、
高致残率、高复发率的疾病，我
国每年所需要支出的费用高达
100 亿元，加之间接经济损失
花费，金额已经高达 200 亿元，
这对个人、家庭和社会造成沉
重负担。

鉴于如此严重的现实情
况，早在 2011 年，原卫生部就
启动了脑卒中筛查与防治工
程，并成立相应的专家组和委
员会，以推动国内脑卒中预防
诊治的规范化。

“争取到 2020 年，建立起覆
盖全国的脑卒中防治体系和卒
中中心体系，将我国脑卒中发病
率增长速度降至 5%以下。”前不
久，在 2016 年中国脑卒中大会
上，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卫生
计生委脑卒中防治工程委员会
副主任王陇德提出。

最新的好消息是，美国研发
了一套名为 Neurosonx SR 的设
备，只要戴上头盔，就可以通过
超声波作用于脑部受损部位，帮
助患者康复功能。

预防很重要，康复也不可少

随着人们健康意识提高，政
府相应措施的制定以及媒体的
宣传跟进，公众对脑卒中的认知

度也逐步提升。
“但遗憾的是，对脑卒中的康复却知之甚

少。”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康复科副主任医
师吴东宇表示，脑卒中所引起的神经功能障碍，
通过康复得到明显的功能改善。

比如，在美国，因为有相应的医疗保险，脑
卒中的患者基本上都能够进行规范的康复训
练，患者的功能缺损可以得到很大程度的恢复。
但在国内基本上处于“重治疗，轻康复”局面。

“脑卒中患者经过系统康复训练与未经过
康复训练的患者，几乎可以用‘天上和地下’来

形容。”吴东宇说，脑卒中康复训练不受年龄的
影响，“如果患者单纯就是一个老年患者，没有
什么特别的影响因素，他和年轻人经过康复训
练恢复的程度是差不多的”。

但脑卒中康复训练并不是人们简单理解的
就是针灸与按摩。

“它是一项系统工程，包括运动疗法、作业
疗法、物理治疗、言语治疗、心理治疗、康复工
程、康复护理等诸多方面。”吴东宇表示，脑卒中
患者在生命体征稳定，病情不再发展的情况下，
就可以开始康复训练。

精准定位，恢复受损脑组织功能

大脑是生物体内结构和功能最复杂且脆弱
的器官，同时也是高超、精巧和完善的信息处理
系统。它被包裹在颅骨之内。如何能够在有效保
护大脑的情况下恢复受损脑组织的功能，却是
相当复杂且精妙的技术。

来自美国华盛顿州雷蒙德的 Cerevast 公司
研发出了一套名为 Neurosonx SR 的设备，通过
超声波作用于脑部受损部位，以实现患者功能
康复。该设备包括一台工作站、一个头盔，以及
一套手臂回路系统。

超声波听起来似乎很好玩，但是如何穿透
颅骨，精准到达脑部受损部位进行有效治疗，却
是困扰业内的焦点问题之一。

“我们的头盔共有三个超声发射器，分别
放置于头部两侧的颞窗及后部的枕窗，接入
电源后产生一定频率和强度的超声波，透过
颅骨间隙进入深部脑组织，实现有效地超声
波治疗；同时超声波也能激发机体自身的代
偿机制，进一步恢复受损脑组织的功能。而放
置在手臂处的回路设备是能够进一步纠正、
检测超声波‘发力’位置，同时参与上肢肌力
恢复的治疗，从而使定位更加准确，治疗更为
有效。”Cerevast 公司 CEO 布拉德·查克斯说，
相比其他康复设备，Neurosonx SR 的操作更
加简便，且能实现精准定位，从而提高超声波
治疗的有效性。

该设备只针对脑卒中患者康复吗？面对
《中国科学报》 记者提问，布拉德·查克斯表
示，目前公司先以一个适应症为突破口，进行
研发、临床试验、上市推广。但随着技术研发
的不断深入，借助这种“精准定位”系统，可以
突破血脑屏障，实现脑肿瘤部位的精准给药，
还可以在老年痴呆症、药物依赖等疾病的治
疗方面有一定的效果。

“未来，除了在医疗机构内使用这种设备为
脑卒中急性期过后的患者进行早期康复治疗
外，我们还会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研发出家庭
使用的版本，以适应中国居家养老的方式。”布
拉德·查克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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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皱纹消失的“新皮肤”

智能桌面种植机

对于懒人来说，养花不易，不过懒人养花的福
音来了。Uni 智能桌面种植机，是一款充满现代美
的花盆，它可以实现种子、基质和营养化的一体化
种植。采用独家专利植物生长灯，创造了比太阳光
更高效的植物转光光源，为植物生长提供良好的
光环境。Uni 储水箱储水容量 230ml，配套有盛水
器皿，根据器皿上的指示 kedu 可以精确地浇灌植
物。每月只需注水一次，植物胶囊会通过吸水绳自
己汲取所需要的水分。而且，它还可以通过 u 形灯
颜色的变化，提示水量要求。

温水便携淋浴器

野外露营最不便利的当属洗漱问题，不过，如
果你有了这款极为适合户外使用的便携淋浴器，
就可以在野外也保持清洁了。它可接水龙头使用，
也可使用存储的水，摁压喷嘴，高压水流就会喷洒
出来，让你随时随地保持干净与清爽。它拥有 7 公
升容量，在一直持续冲洗的状态下，大约可以坚持
4 分钟，还可加温至 38 摄氏度，真是方便又舒适。

集合式运动设施架

想运动却苦于场地难觅，如果篮球架等体育
设施也可以便携该有多方便。一个建筑设计工作
室就制造了一台集合了多种运动项目的设施架，
通过折叠收展变换运动项目，支持多人多项目同
时进行，包括篮球、壁球、足球、飞盘等。这样只需
要有空地就可以进行多种运动了。

可穿戴键盘

键盘控们看过来。因为这款没有实体的可穿
戴键盘能够让使用者在任何物体表面敲击，从而
完成打字。用户只需要像戴手套一样戴上一个长
条形中间带孔洞的“仪器”，就可以进行单手或双
手打字输入。嵌入其中的传感器会检测手和手指
的运动，不同的手指敲击组合成不同的字符。据报
道，它能提供“快速、精准、无须眼看”的打字体验，
适用于 iOS 和安卓手机。而且，它还能通过 micro
USB 进行充电，一次完整充电，支持 4 小时打字或
者 72 小时的待机。

英国伯明翰大学研究人员 5 月 17 日宣
布，他们开发出一种新型光学设备，能够根
据水中荧光特征在 30 秒内快速检测出水质
是否达到可饮用的安全标准，有望用于灾区
救援、污水处理等方面。

据研究人员介绍，所有水体都会散发
荧光，但人眼对特定波长的光线敏感度不
够，因此这些荧光不易被肉眼察觉。此前一
些研究显示，由于水中污染物会有各自不
同的荧光特征，可通过分析水体荧光来识

别水质污染情况。
伯明翰大学团队开发的这种设备能探

测特定波长的荧光，以此判断水中是否存在
相应的微生物和有机碳。研究人员说，使用
这种设备“扫描”水体，在短短 30 秒内就能
完成检测。

相比而言，传统的方法需要超过 12 小
时才能完成水质检测，并且要使用成本相对
较高的生化试剂，这无法满足灾区以及贫困
地区快速寻找干净水源的需求。

30 秒快速测水

一直以来，低盐饮食都是高血压患者必
须遵守的规则。但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与
哈密尔顿卫生科学中心的研究人员说，“少”
也要有个限度，他们的研究显示，吃盐过少
同样会增加患心脏病和中风的风险。

研究人员分析了 49 个国家和地区约 13
万人的资料，试图找出钠摄入量与死亡、心脏
病和中风的关联，结果发现，无论是否患有高
血压，钠摄入量过低，即平均每天少于 3 克会

令心脏病、中风和死亡的风险增加。负责研究
的安德鲁·门特教授说，这一发现对高血压患
者来说非常重要，尽管低盐饮食可以在一定程
度上降低血压，但钠摄入量太少会令体内某些
激素水平激增，反而弊大于利。

不过，相关研究报告发表在英国《柳叶
刀》 杂志上后遭到不少业内人士质疑，有
专家指出麦克马斯特大学的研究过程存
在漏洞。 （周天整理）

3 克少盐有度

数字前沿

图为脑卒中康复 Neurosonx SR 设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