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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巴胺多巴胺，，把把““手手””伸进了梦里伸进了梦里
河北日报记者 王璐丹

碱性水真的能“改体质”？
河北日报记者 王璐丹

热点释疑

中国科学家在新一代干细胞
制备技术上取得重要突破

快速眼动睡眠由多巴胺信号引起

梦醒时分，我们可能大概记得刚才做过
了什么样的梦，却不知道在整个睡眠周期，
脑内的各种神经元、脑信号经历了一番怎样
的“奇遇”。

“目前，我们对睡眠的理解，主要基于对
哺乳动物睡眠的研究。”石家庄市人民医院
神经内科主任医师赵明哲说，区分哺乳动物
不同睡眠—觉醒状态的核心指标是脑电图。

按照脑电频谱特征的不同，睡眠—觉醒
周期可分为觉醒期、快速眼动（REM）睡眠
和非快速眼动（NREM）睡眠。其中，人类的
NREM睡眠又可以细分为N1、N2、N3期。

健康人入睡时一般先进入 NREM 睡
眠，但新生儿可由觉醒直接进入 REM 睡
眠。一个典型的睡眠周期首先从觉醒状态进
入N1期，此时人逐渐失去对周围环境的注
意力，出现缓慢眼动，心率、体温开始下降。
数分钟后进入 N2 期，此时全身肌张力降
低，几乎无眼球运动。进入深睡眠的 N3 期
后，肌张力进一步低下，不易被唤醒。深睡眠
结束后，再次转回 N2 及 N1 期，而后进入
REM睡眠。

REM 睡眠的特征是肌张力消失，但高
频眼动阵发，肢体远端的肌肉和面部表情肌
可有短暂肌电活动。

据介绍，健康成人的 N3期睡眠多出现
在前半夜，而 REM 睡眠在后半夜时间更
长、密度更高。整夜总睡眠时间中，觉醒时间
占比小于 5%，N1期时长约占 5%—10%，N2
期约占 50%—60%，N3 期约占 15%—20%，
REM期约占20%—25%。

不过，这并非一成不变。据研究，一般而
言，整夜总睡眠时间随年龄的增大而减少。

梦是如何产生的？梦的功能是什么？梦
是睡眠中真实的思维痕迹还是醒来后的虚
构回忆？这些难题一直令科学家着迷。

对于人类而言，REM 睡眠是梦的多发
时期，但梦和REM睡眠并不等价。

20 世纪 50 年代，美国学者阿瑟林斯基
与克莱特曼通过记录睡眠中的脑电、眼电和
肌电，发现了 REM 睡眠。他们唤醒并询问
处于不同睡眠阶段的志愿者，发现有74%从
REM 睡眠醒来的人报告自己做了梦，而这
一比例在 NREM 睡眠期仅有 17%。后人通
过修改询问方式，把“是否做了梦”改为“苏
醒之前脑海中出现了什么”，并大量重复试
验，认为REM睡眠与NREM睡眠都能产生
梦境，且两种梦常常难以区分。

对于 REM 睡眠，人类已经掌握诸多规
律。东南大学生物医学工程学院杨元魁博士
曾公开表示，REM睡眠中，人脑会把大量存
于脑中的经验和知识提取出来，并与白天所
学、所见、所听、所想交织在一起，进行复杂
随机的加工。这个阶段会删除人脑认为无用
的记忆，所以对脑的记忆系统的优化具有重
要作用。

然而，NREM睡眠为何会转向REM睡
眠，二者是如何循环进行的，人类大脑如何
调节睡眠，这些都尚无结论。而睡眠如何促
进人类做梦尤其令人费解。

不过，在此次研究中，科研人员似乎捕
捉到从 NREM 睡眠向 REM 睡眠“切换”的
蛛丝马迹：NREM睡眠期间，基底外侧杏仁
核的多巴胺的短暂增加，会终止 NREM 睡
眠，并启动 REM 睡眠。多巴胺作用于基底
外侧杏仁核中表达多巴胺受体D2（Drd2）的
神经元，会诱导NREM睡眠到REM睡眠的
转变。

嗜睡症的猝倒神经生物学模
型或需调整

日常生活中总有些事情让我们感觉到
快乐，比如，展开一段甜蜜的爱情、吃到美味
的食物、买买买或者刷手机。有人说，因为这
些活动能刺激大脑产生更多的多巴胺，而多
巴胺能给人带来快乐。

多巴胺是脑内重要的神经递质，它可以
调节神经细胞的活动，使我们感到愉悦。

然而，这种快乐又总是短暂易逝，或者
让人感到矛盾。度过初恋期的情侣，彼此的
热情越来越少；期待好久的快递，开箱后常
常就不香了；刷短视频时，明明困得眼睛都
睁不开了，可还是管不住一直向上滑动的
手指。

看来，多巴胺的作用机制并没有那么
简单。

近几十年来，国际上对多巴胺能神经系
统的研究有突飞猛进的发展，认为该系统在
调控人的精神、运动、行为等方面具有不可
替代的作用，例如人的睡眠—觉醒机制以及
学习、记忆、认知等意识活动。

在睡眠中，此前科研人员已经发现多巴
胺在 REM 睡眠时释放量比较大，会促进觉
醒。但此次研究发现基底外侧杏仁核的多巴
胺水平在 NREM 睡眠向 REM 睡眠过渡前

会呈现出一个瞬时的增加。
在基底外侧杏仁核区域的多巴胺变化，

还为一类发作性睡病的睡眠障碍提供了新
的见解。

“发作性睡病，也叫嗜睡病，是一种终身
疾病，发病高峰在十来岁的年龄，其特征性
症状包括持续性白日嗜睡，猝倒，骨骼肌突
然瘫痪或麻痹。通常在情绪波动之后发作，
例如愤怒、忧虑、大笑、锻炼等。”赵明哲介
绍，合成下丘脑泌素（又称食欲素）或其受体
的基因突变，以及下丘脑中表达食欲素神经
元数量的减少，均可引起发作性睡病。

在此次研究中，科研人员给缺乏食欲素
而患有嗜睡症的模型小鼠和对照组小鼠喂
食巧克力，发现嗜睡症小鼠基底外侧杏仁核
区域多巴胺释放与对照小鼠相比显著增多；
并且嗜睡症小鼠进食巧克力之后，BLA脑区
的多巴胺水平短暂升高，之后出现猝倒样
发作。

他们还发现，在嗜睡症小鼠模型中，多
巴胺激增，但在其他被测试的大脑区域中没
有。随后，他们刺激正常小鼠基底外侧杏仁
核处的多巴胺释放，发现此处的多巴胺短暂
增加可引发小鼠猝倒。而当研究者通过人为
刺激，引起睡眠中小鼠基底外侧杏仁核多巴
胺短暂增加之后，可以让小鼠进入 REM
睡眠。

“这个研究对睡眠调控基础研究和嗜睡
症的研究都有很多启发。”专家表示，当前睡
眠调控模型认为，食欲素缺乏导致的嗜睡症
患者的睡眠和觉醒都不稳定，存在白天嗜
睡，晚上睡眠碎片化的特征。此次的发现促
使人们重新思考上述模型的普适性。

此外，还有专家认为，该研究揭示的多
巴胺对 REM 睡眠的调控作用，也提示大家
重新认识多巴胺对睡眠的复杂调控机制。

在睡眠与觉醒之间，探索生命奥秘

当我们谈论睡眠和梦时，一个重要的问

题是，睡眠的终极功能是什么？虽然至今尚
无结论，但答案关乎生存、疾病，甚至人类的
未来。

人的大脑需要睡眠——人如果丧失睡
眠，就会发生行为改变，并导致严重的后果。
在动物实验中，“睡眠剥夺”的动物，其感觉

（光感、听觉、触觉、味觉）会逐渐丧失。当“睡
眠剥夺”的时间延长到一定程度时，动物就
会死亡。

在对人类的试验中，志愿者的“睡眠剥
夺”时间从1天到11天，其后果既因人而异，
又与“睡眠剥夺”的时间长短和志愿者的紧
张程度有关系。

在“睡眠剥夺”24 个小时以后，志愿者
就会出现不良的表现：情绪变化是最早出现
的表现，如烦躁、欣快感和抑郁以及对环境
缺乏兴趣等，这些情绪变化可以快速交替出
现；也有精神运动不稳定的表现，即无法静
止站立。“睡眠剥夺”到一定时间后，人的手
脚出现刺痛感，对疼痛更加敏感，还会发生
各种视觉障碍和精神障碍，如眼睛有烧灼、
刺痛感，出现复视、幻觉（“睡眠剥夺”3 天
后）、思维紊乱（表现为回答问题时词不达
意，无法表达完整的意思）、对最近发生的事
情容易忘却等现象。

此外，也有研究发现，有5—6年睡眠呼
吸暂停综合征（SAS）病史的人，会发生心血
管疾病、代谢类疾病。SAS在人群中很普遍，
发病率约为20%，而在40岁以上男性中，患
病率到50%左右，绝经后女性患病率为50%
左右。

有些睡眠呼吸障碍患者表现的是类似
心脑血管病的症状如胸闷、头晕，有时有“憋
得慌”的感觉，总感觉自己得了心脏病或脑
血管病，但早期心血管检查又正常，但如果
长期得不到诊治，往往最后出现心脑血管并
发症。

赵明哲认为，睡眠医学这一领域以往关
注度过低，实际上这是各类慢性疾病防控的
关键一步。

遗憾的是，人们现在仍不清楚睡眠行为
的核心作用。即便此次研究的出现让我们对
多巴胺另眼相看，但在多位专家看来，睡眠
—觉醒机制还受到很多物质的影响，例如褪
黑素、血清素、皮质醇等。

在睡眠的未知领域，还有无数的认知蓝
海在等待人类远航：例如，目前发现调控
NREM的脑区数量较多，且分布相对离散，
这些脑区在睡眠调控过程中分别扮演了什
么角色？又如，皮层活动对睡眠调控是否存
在自上而下的影响？毫秒尺度的神经元活动
如何维持长时程的睡眠或觉醒状态？

“当人们对大脑调控睡眠—觉醒的机制
有足够深入的理解之后，或许可以对未来的
睡眠控制有所期待。”专家说，到那时，我们
可以更加安全有效地治疗失眠，或者根据自
身需要，前移或推迟睡眠时间，还可能在条
件允许时预存或补充睡眠。

多潜能干细胞具有无限增殖特性和分化成生物体所有功能
细胞类型的能力。北京大学邓宏魁团队经多年努力，成功开
发化学小分子诱导技术使人成体细胞逆转为多潜能干细胞。
这一由中国自主研发的多潜能干细胞 （人 CiPS 细胞） 制备技
术，为干细胞和再生医学的发展解决了底层技术上的瓶颈问
题。这一突破性研究成果于 4 月 13 日晚在线发表于国际学术期
刊 《自然》。

多潜能干细胞在细胞治疗、药物筛选和疾病模型等领域具有
广泛应用价值，是再生医学领域最为关键的“种子细胞”。在哺乳
动物发育过程中，其只短暂存在于胚胎发育的早期阶段，随后便
会分化为构成生物体的各种类型的成体细胞，丧失其“种子细
胞”特性。如何逆转这一自然发育过程，使高度分化的成体细胞
重获早期多潜能状态，一直是干细胞与再生医学领域最重要的科
学问题之一。

邓宏魁团队一直致力于开发调控细胞命运的新方法和建立制
备干细胞的底层技术。受低等动物再生过程启发，团队发现高度
分化的人成体细胞在特定化学小分子组合的诱导下，可以发生类
似低等动物细胞可塑性变化。基于此发现，团队对化学小分子进
行大量筛选和组合，最终成功诱导人 CiPS细胞，实现人成体细
胞发育过程的“逆转”。

北京大学干细胞研究中心主任邓宏魁介绍，“这项全新技
术，突破了以往干细胞制备技术的局限性，使干细胞制备更加
简单安全、更易于标准化、更便于临床应用，为我国在再生医
学和干细胞领域突破了一个瓶颈，为治疗重大疾病带来新的可
能。”

团队此前研究发现，人 CiPS细胞能高效制备胰岛细胞，且
安全有效地改善了糖尿病猴的血糖控制，凸显了人 CiPS细胞在
治疗重大疾病的安全性和有效性上的突出优势。

美国研究人员领衔的科研团队3月31日公布了首个完整、无
间隙的人类基因组序列。与这项重大成果相关的6篇论文当天发
表在美国《科学》杂志上。

由美国国家人类基因组研究所、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克鲁斯分
校、华盛顿大学等机构研究人员领衔的国际科研团队“端粒到端粒
联盟”完成这项研究。美国国家人类基因组研究所在一份公报中
表示，人类基因组含有约30亿个DNA（脱氧核糖核酸）碱基对，完
成这些碱基对的完整、无间隙测序对于了解人类基因组变异全谱、
掌握基因对某些疾病的影响至关重要。

公报说，对完整人类基因组序列的分析将显著增加科学家对
人类染色体的认识，从而开辟新的研究方向。这有助于解答关于
染色体如何分离、分裂等生物学基本问题。研究团队还利用完整
的人类基因组序列发现了超过 200万个额外的基因变异，这些研
究为622个与医学相关的基因提供了更准确的基因变异信息。

美国国家人类基因组研究所所长埃里克·格林表示，完成完整
的人类基因组测序是一项重要科学成就，为了解人类DNA提供了
首个全面视角。这些最基本的信息将增进对人类基因组所有细微
功能差别的了解，促进对人类疾病的基因研究。

人类基因组测序项目的重要意义被视为与阿波罗登月计划相
当。人类基因组蕴藏人类遗传信息，破译它能够为疾病诊断、新药
研发、新疗法探索等带来革命性进步。2001年，由包括中国在内
的6国科学家共同参与的国际“人类基因组计划”，在英国《自然》
杂志上发布了人类基因组草图及初步分析。由于当时的测序技术
所限，这份人类基因组草图中留有许多空白。

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研究团队最新研制出一种可以操控水下
1毫米内微小物体的机械臂。相关研究发表在《美国化学学会·应
用材料与界面》期刊上。

这一新研究的灵感来源于水栖昆虫的气盾呼吸现象。研究
说，水栖昆虫体表刚毛具有疏水性，它们能够捕获和稳定气泡，从
而与水之间形成一层极薄的空气桥，使水体很难直接附着，从而帮
助昆虫在水下移动。

据此，研究人员通过3D打印技术，在水下建构起微小的气泡
稳定装置，搭建起“空气毛细管桥”，实现对1毫米内微小物体的精
准操控。具有不同尺寸、形状、表面张力的颗粒，都可以使用一维
或二维气泡矩阵来被定位、抓取、运输和放置。

研究说，这一技术是建立在物理原理基础上，而非化学机制，
且过程可逆，可用于普通机械臂无法完成的液体环境下污染颗粒
的清理工作，并有望实现水生环境中生物细胞培养实验的自动化
操控。

日前，“央视曝光碱性水营销乱象”登上
热搜。记者发现，目前高端瓶装水市场上，暗
示碱性水有治疗作用的营销并不在少数，凭
借着“玄之又玄”的营销，让其卖出了比普通
瓶装水高出3到5倍的价格。那么，碱性水究
竟是否有益身体健康？面对市场上种类繁多
的瓶装水，消费者应当如何选择？

碱性水在功能宣传上被夸大

都是一个氧原子与两个氢原子构成的氢
氧化合物，“水”却被赋予了名目繁多的“功能”。

近日，一家水企以碱性水有治疗功效为
噱头，被市场监管局调查。经专业人士检测
发现，该水确实是碱性度较高的水，可以称
之为“碱性水”。但是这家水企却在官方公众
号上发布了15篇“碱治疗合集”的文章和视
频内容，宣称碱性水具有治疗或预防尿酸性
肾结石、糖尿病、痛风、尿酸高等疾病的功
效。

“酸性体质乃百病之源”，这一学说近年
来流传甚广。

实际上，类似的“常识”早已充斥各种健
康指南和养生书籍——如果你生病或是亚
健康了，肯定是吃多了酸性食品，因此需要
摄入更多碱性食品找回平衡。

真的如此吗？
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营养科主任医

师雷敏给出了否定的回答：“现代医学中根
本没有‘酸性体质’‘碱性体质’这些词。”

针对“身体逐渐变酸”的说法，雷敏指
出，人体内的 pH 值总是稳定在 7.35—7.45
之间，正常情况下不可能“变酸”。

有专家曾做过一个实验，按照人体体液
的化学成分组成，配制了一个模拟人体体液
环境的缓冲溶液，依照每人每天喝一升水的
比例，往缓冲溶液中加入碱性钙离子水。结
果发现，加之前缓冲体系是7.4，加进去以后，
pH值还是7.4。另一个相反的实验表明，酸性
水也同样无法改变体系的酸碱度。

“这说明什么呢，人体的体液有一个缓
冲作用，外来的一点碱是不能改变人体 pH
值的。”雷敏解释，人体内存在三大调节系
统，首先，肾脏可以通过尿液排掉多余的有
机酸；其次，人体呼吸系统会快速排掉很多
酸性成分；最后，体液本身就是一个缓冲系

统，酸性成分在发挥效用前就会被中和掉，
因此，不需要通过喝碱性水提高pH值。

并且，专家也表示，一般情况血液的酸碱
值是不怎么会变化的，血液酸碱度很小的偏
离都会对很多器官产生严重影响。长期喝碱
性水或吃碱性强的食物不仅没有传说中更有
益健康，反而可能会刺激食管和胃黏膜，影响
钙铁锌的吸收，导致营养缺乏，不利健康。

好水的首要标准是安全

偏酸性或偏碱性无法定义水质的好坏，
好的水质首要标准是安全，最基本判断是是
否含有杂质、是否受过污染以及是否符合国
家水质标准。

众所周知，酸碱性在化学上以 pH值来
表示，pH=7 为中性，pH＜7 为酸性，pH＞7
为碱性。在水质标准中，世界卫生组织对饮
用水水质没有具体指标，但附加说明：低pH
有腐蚀作用，高pH影响味觉，有肥皂味，为
使加氯更为有效，以 pH≤8 为宜。美国环境
保护署饮用水水质标准规定，一级水没有具
体指标；二级水的pH值为6.5—8.5。欧盟饮
用水水质标准为 pH 值在 6.5—9.5。对瓶装
或桶装的净水，pH 最小值应降至 4—5。日

本饮用水水质标准规定 pH 值为 5.8—8.6。
我国 GB5749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规定 pH
值为 6.5—8.5，GB17323 瓶装饮用纯净水标
准规定pH值为5.0—7.0。

雷敏提醒，水中不得呈现出其他的异
色、异味、异臭，不得检出肉眼可见物等。公
众在选择饮用水时重要的是要看安全性。不
管水中含有多少营养物质，如果不够安全，
坚决不能饮用。

什么是健康水？生活饮用水主要有纯净
水、蒸馏水、矿泉水等，面对市面上林林总总
的各种水，选择哪种更利于健康呢？

对于健康水目前并无国际统一标准，但
曾有专家共同商定，“健康水”主要表现有三
个特征：饮用水 N1指数小于 0.5；含有人体
所需的天然矿物质和微量元素；水的软硬度
适中，总硬度50-450mg/L（以碳酸钙计）；钠
离子小于60mg/L。

从健康水的标准上来说，天然矿泉水为
最佳，但是，天然矿泉水价格高，每天作为饮用
水并不现实。每个人可根据个人的生理状态、
饮水习惯、经济水平等选择适合自己的水。正
常人日常喝白开水就好，而肾结石患者则建
议选择无矿物质的纯净水或蒸馏水为好。

日本研究人员研制出一种电子筷，可增强对咸味的感知程度，
使用者即使食用低盐食物也不觉得淡，或有助降低食盐摄入量。

这种电子筷由日本明治大学宫下芳明教授所在实验室与啤酒
生产企业麒麟控股公司联合开发，通过电刺激和戴在使用者腕带
上的微电脑来加强味蕾对咸味的感受。

路透社援引宫下的话报道，电子筷利用微弱电流将食物中的
钠离子送到口腔内，令使用者感受到“增强1.5倍”的咸味。

按照研究人员说法，如果食物含盐量降低30%，使用者用电
子筷进餐感知到的咸味不会减少。

研究人员现阶段在改进电子筷“原型机”，希望最早明年实
现商业化。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传统饮食偏咸，成年人日均摄入约
10克盐，几乎是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标准上限的两倍。食盐摄入
过多关联高血压、中风等疾病风险上升。

麒麟控股研究人员佐藤爱认为，出于健康考虑，有必要减少
食盐摄入量，而以传统方式单纯减少食盐摄入量，对不少人而言
意味着食物乏味。从这个角度讲，电子筷另辟蹊径，或许能发挥
作用。

（本组稿件/河北日报记者王璐丹综合新华社电）

每年的3月21日，是世界睡眠日。睡眠时做梦是人们穿梭于虚幻与现实之间
莫可明说的生命体验。然而，做梦时人脑发生了什么，至今仍是未解之谜。“为什么
要睡眠”“人类为什么会做梦”这两个问题一度被《科学》杂志列入“全世界最前沿的
125个科学问题”中。

最近，科学家们找到了大脑进入梦乡的“钥匙”。在国际学术期刊《科学》新发
表的一篇研究论文的成果中，日本筑波大学联合北京大学研究发现，多巴胺在大脑
中的基底外侧杏仁核区域（BLA）升高，是启动快速眼动睡眠的关键。

首 个 完 整 无 间 隙
人类基因组序列公布

以 色 列 研 制 出 可 操 控
水下1毫米内物体的机械臂

想少吃盐？试试电子筷

新华社发 商海春作

利用医学手段干利用医学手段干
预睡眠障碍预睡眠障碍、、改善生活改善生活
方式方式，，不仅可以改善睡不仅可以改善睡
眠眠，，还可以对由睡眠障还可以对由睡眠障
碍引发的疾病起到一定碍引发的疾病起到一定
的逆转作用的逆转作用。。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