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8.18 星期二 编辑 魏应钦 校对 祝东阳 B5健康男女

□记者 牛瑛瑛

本报讯“医生，这种病能治
好吗？”近日，在市计生科研所不
孕不育门诊段国铭医生的办公室
里，患者马先生被查出因输精管
道梗阻导致不育。

“输精管道梗阻在男性不育
中较常见，积极配合治疗是可以
治好的。”段国铭说。马先生今年
33岁，结婚4年一直没孩子。起

初他怀疑妻子有问题，当知道是
自己的原因时，一下子慌了神。
目前输精管道梗阻在男性不育中
约占7.4%，而在无精症中则高达
40%以上，因此，输精管道梗阻是
男性不育的常见原因之一，临床
上根据不同诱因及梗阻部位采用
药物或手术疗法。段国铭说，输
精管道梗阻分为先天性和后天
性，先天性输精管道梗阻指发生
在由睾丸至射精管之间的任何部

位的梗阻，主要包括先天性输精
管缺如或闭锁，先天性附睾发育
不良或附睾与睾丸不连接。

后天性输精管道梗阻指由于
炎症、损伤、肿瘤等引起的输精管
道梗阻。后天性输精管道梗阻的
主要诱因为感染，其主要病菌有结
核杆菌与淋球菌，另外，非特异性
的大肠杆菌、金葡菌等都可侵入输
精管道的黏膜下层，引起管壁结缔
组织增生，从而使输精管道狭窄或

闭锁，造成梗阻性不育。次要诱因
是损伤，这也是常见的引起男性输
精管道梗阻的因素之一。

精索静脉高位结扎术、疝修
补术、隐睾松解固定术等都可能
损伤输精管、精索内神经、血管及
附睾，从而造成继发性损害。另
外，输精管造影也可造成梗阻。
因此，泌尿生殖系感染的男性患
者应积极早期诊治，预防并发症
的发生。

市计生科研所不孕不育诊治中心提醒：

男性不育，或是输精管道梗阻

大脑常被形容为人体的最高
司令部，负责指挥全身各系统及
器官的正常运转。但很多人不知
道的是，肠道也有自己独立的神
经系统，它的某些功能几乎可与
大脑媲美。《电子神经学杂志》最
新发表的研究显示，肠道与大脑
关系密切，甚至很多脑病的发生
都与肠道有关。

肠道与大脑间有条“高速
公路”

由澳大利亚弗林德斯大学尼
克·斯宾塞教授等人进行的新研
究，从神经学角度详细阐述了胃
肠消化系统是如何影响大脑的，
其原理被称为“脑肠互动理论”。
他们发现，人的肠壁布满一种特
殊神经元，其靠近脊髓，可直达大
脑，肠道就是通过这些神经元与
大脑进行交流的。斯宾塞教授
说：“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很多
脑部疾病实际是先从肠道开始
的，比如帕金森病。”至今为止，诸
如心脏、肝脏、膀胱等其他脏器都
没发现与大脑的类似关联。

美国医学家埃默伦·迈耶在
《第二大脑》一书中指出，肠道内
神经系统监测着从食管到肛门的
整个消化道，无需从中枢神经系
统得到指令即可独立运作，故被
称为“第二大脑”。首都医科大学
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中西医结合中
心主任医师高利说，肠道和大脑
的交流其实是多方位的，涉及神
经系统、免疫系统、内分泌系统
等，负责传递信息的主要是五羟
色胺、多巴胺、谷氨酸、去甲肾上
腺素等双方共通的神经递质或激
素。连接两者的这条“高速公路”
被称为“肠脑轴”，可双向协调、相
互制约。比如，帕金森病患者在
若干年前就可能有便秘、腹胀等
胃肠道症状；人在压力大时，则会
出现胃痛、消化功能紊乱。

最近十几年，大量动物实验
和临床研究发现，肠道菌群在脑
肠互动中扮演重要角色。清华大
学附属北京清华长庚医院消化科
副主任、主任医师蒋绚说，自2009
年起，微生物作为独立的一环纳
入肠脑轴体系。特别是肠道微生

物菌群，在其中起着重要的媒介
作用。肠道菌群分为有益菌、中
性菌和有害菌，共计超过100万亿
个，比人体自身的真核细胞还多
10倍以上。肠道微生物菌群可通
过肠脑轴影响机体的生理功能及
大脑功能，进而引发多种与神经
精神相关的疾病。

不少脑病要查消化道

临床中，很多看起来是脑部
问题的患者，都需要进行胃肠镜
等消化系统检查，其原因就是脑
肠之间的相互影响。高利说，胃
肠道可能引发的脑部相关疾病主
要包括以下几种。

脑血管病。肠道菌群紊乱
后，其代谢产物变化就会经肠脑
轴传至大脑。如果引起的是脂质
代谢紊乱，日积月累可致脑动脉
硬化、脑梗死等。高利说，他曾治
疗过几个十几岁的脑梗小患者，
孩子的血压、血糖等指标都不高，
免疫系统也正常，最终确诊问题
就出在胃肠道疾病上。

帕金森病。帕金森病的主要
体征是手脚颤抖、动作迟缓、肌强
直、姿势步态异常，还可伴有焦
虑、抑郁、认知功能下降等精神神

经症状。目前医学认为，帕金森
病是因为特定脑区中多巴胺的分
泌量减少，使控制动作的神经信
号出现异常所致。

阿尔茨海默病。《微生物与感
染》杂志2019年刊发的一项研究
显示，如果肠道发生生理性变化，
肠道及血脑屏障的通透性都会增
加，有害菌代谢产物穿过血脑屏
障，损害神经功能的风险就会增
加。《解剖学杂志》上刊登的一篇
论文指出，当肠道菌群失衡，免疫
系统受到影响时，可促发与阿尔茨
海默病患者相类似的大脑炎症反
应。同时，肠道内也可发现与脑相
关部位病理变化一样的物质，如
老年斑、神经元纤维缠结等。

抑郁症。蒋绚说，肠道菌群对
抑郁症的发生有着重要影响。发
表在《自然·微生物学》上的一项比
利时学家的研究发现，与正常参试
者相比，患有抑郁症的参试者的微
生物组中，缺少两种肠道微生物，
即粪球菌属和小类杆菌属。当年
龄、性别或抗抑郁药等因素影响微
生物组时，这一研究结果仍然成
立。有专家分析认为，肠道微生物
可能通过改变代谢来调控肠脑轴，
进而“传播”抑郁表型。

呵护肠道全身受益

“不但机体的生理活动与胃
肠道功能密切相关，患者的治疗
康复走势同样与其密不可分。因
此，改善胃肠道功能是防治多种
脑病的核心内容之一。”高利说，

“临床遇到脑血管狭窄或闭塞的
患者时，如果不能放支架且药物
治疗效果不佳，我们会考虑从调
理肠胃入手，经常能收获不错的
疗效。”若从预防的角度出发，专
家认为，人人都应呵护肠道，其益
处可惠及大脑甚至全身。生活
中，要适当多吃富含膳食纤维的
水果、蔬菜等食物，坚持摄入发酵
乳制品，不要乱服益生菌或益生
元补充剂，合理使用抗生素。

专家表示，判断肠道是否健
康的标志之一是排便情况。若排
便规律、大便通畅，且性状没有异
常改变，可基本判定肠道功能无
异常；否则，则应首先通过调整饮
食、规律作息、增加运动等进行改
善，便秘者还可每天进行顺时针
腹部按摩，以促进肠道蠕动和排
便。晚上睡前用热水泡脚也是不
错的选择，有助于加快血液循环
和新陈代谢。 （李珍玉）

本报讯 美国加州大学旧金山
分校流行病学专家团队发现，高血
压、糖尿病和吸烟是中年后思维能
力、认知功能下降的三项高风险因
素。

研究人员收集了近 2700 名平
均年龄为50岁的参试者数据，在研
究开始时和5年后，分别测试他们
的记忆力和思维能力。其中，高血
压患者占31%，糖尿病患者占11%，
肥胖症患者占43%，高脂血症患者
占9%，目前吸烟者占15%。5年后，
5%的参试者神经系统功能衰退。
在考虑了年龄、种族、教育程度等影
响因素后发现，吸烟者和高血压患
者大脑加速衰退的可能性分别高出
了65%和87%，糖尿病患者该风险
高出近 1.5倍。同时具备两个风险
因素的人，大脑加速衰退的可能性
增加了77%，三项全中者风险则会
增加近两倍。

研究人员表示，绝大多数阿尔
茨海默病相关的公共卫生预防工
作集中在老年人身上，但还需综合
考量一个人一生中的认知表现。
有一个或多个心血管疾病风险因
素的中年人，应注意及早采取健康
的生活方式。 （生命）

本报讯 人们常说“笑一笑，
十年少”，笑的健康益处数不胜
数。近日，瑞士巴塞尔大学开展
的一项新研究发现，相较于笑容
程度，笑容的频度与心理健康关
联性更高，多笑比大笑更延年益
寿。

为探究日常生活中的笑与
压力感受及负面情绪之间的关

系，巴塞尔大学心理学系临床心
理学和流行病学研究小组的研
究员西娅·詹德·谢伦伯格博士
和伊莎贝尔·柯林斯博士，在校
内招募了 41名平均年龄 22岁的
心理系学生（其中女性 33 人）。
在为期14天的追踪随访中，参试
者每日随机接收到8次手机语音
提问，回答“刚才为啥会笑”“是

礼貌性地一笑、哈哈一声笑还是
笑到流眼泪”等问题，并就当日
遭遇的压力事件和身体反应（如
头痛、失眠、坐立不安等）进行描
述。结果发现，人们每天平均笑
18次，笑意通常来源于与他人的
正面互动和自我愉悦体验。感
受到笑意的程度和频度因年龄、
性别及一天中的不同时段而有

所差异，例如女性通常比男性更
爱笑；一天中时不时就笑一笑，
比一次性捧腹大笑更有助于减
轻压力，改善情绪。

上述研究提醒我们，展现“正
能量”能带给别人快乐，也会带给
自己健康。无论是开怀大笑还是
微微一笑，记得常把笑容挂在嘴
边。 （生报）

新华社北京 8月 17日电（记者
彭茜）戴口罩目前被认为是预防新
冠病毒传播的有效方法。一项近日
发表在美国《科学进展》杂志上的新
研究展示了戴口罩可有效阻挡病毒
通过飞沫传播的影像证据，其中无
呼吸阀的N95口罩防护效果最佳。

来自美国杜克大学的研究人员
通过激光影像分析发现，阻挡飞沫
效果最佳的口罩是一线医务人员常
用的无呼吸阀N95口罩。此外，外
科口罩和聚丙烯医用防护口罩也显
示出很好效果。手工制作的棉口罩
也可有效阻挡日常说话产生的飞沫
喷出，但头巾和围脖并不能很好地
阻挡飞沫。

研究人员利用激光发射器、柱
面透镜、手机摄像头和纸盒组成一
个简易测试装置。测试者分别不戴
口罩和戴不同材质口罩对着纸盒中
激光束形成的截面说同一句话，说
话产生并透过口罩（戴口罩的情况
下）喷出的飞沫会在激光照射下呈
现为闪烁的光点，并被手机摄像头
记录下来。研究人员随后对这些小
光点数量进行计算和分析。影像显
示，戴N95口罩后被记录下的光点
最少，也就是说，喷出的飞沫最少。

研究人员马丁·菲舍尔说，开发
这套低成本简易测试装置的目的是
希望其他研究者可利用这些极易获
得的部件测试各种口罩材料等，寻
找防护效果最佳的口罩。

研究人员说，该研究也表明，除
了打喷嚏和咳嗽，人们即便日常说
话也会有飞沫喷出，导致病毒随之
传播。在当前的新冠疫情中，有效
疫苗和治疗新冠的药物尚未问世，
而戴口罩已经被证明是一种简单易
行且有效的防护方法。如果人人佩
戴口罩，99%的飞沫传播可被阻挡。

新研究证实戴口罩
可有效阻挡病毒
通过飞沫传播

中年“变笨”
找到三大诱因

多笑比大笑更延年益寿

肠道不好 大脑得病

多吃膳食纤维含量较高的水果、蔬菜等食物有益肠道健康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