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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闻 A9

! ! ! !本报讯（记者 左妍）国家食药
监总局近日发布公告，要求修改“茵
栀黄注射液”说明书，第一次明确该
药“新生儿、婴幼儿禁用”。这让不少
家长群炸开了锅：被称为退黄疸“神
药”的茵栀黄到底还能用吗？

昨天，记者从食药监局官网上
获悉，公告列出!条茵栀黄注射液
的不良反应，包括过敏性休克，因
此“应在有抢救条件的医疗机构使
用，使用者应接受过过敏性休克抢
救培训，用药后出现过敏反应或其

他严重不良反应须立即停药并及
时救治”。

市儿童医院主任药师孙华君
告诉记者，市面上的茵栀黄主要有
注射液、口服液、颗粒等类型。这次
食药监总局明确表明新生儿、婴幼
儿禁用的是注射液，而不是口服液
和颗粒。中药复方注射剂相对来说
更容易发生过敏反应，这种反应的
发生是没办法预测的，出于安全考
虑，药监总局才发布禁用公告。然
而，从使用茵栀黄口服液的病例来

看，疗效明确，且副作用不明显。
孙华君告诉记者，茵栀黄注射

液从药理作用来说，退黄疸效果
好，曾在上海爆发甲肝时“立下大
功”。不过经他了解，目前本市几家
儿科专科医院并没使用茵栀黄注
射液，使用较多的是和茵栀黄成分
类似的口服类药物。且不光茵栀
黄，很多中成药注射液因为不良反
应，医生都不会轻易使用。孙华君
介绍，治疗黄疸的方法很多，新生
儿黄疸一般情况下会自愈。

! ! ! !本报讯（记者 董纯蕾）原来，
如梦魇般的恐惧记忆是这样形成
的。原来，创伤后应激障碍（"#$%）、
焦虑症等由恐惧记忆造成的疾病，
未来可以这样治疗。原来，成年人的
大脑皮层还拥有如此丰富的可塑
性，而且很会“勤俭持家过日子”，能
以极其经济的方式不断形成神经元
细胞之间的新连接。北京时间昨天
深夜，国际著名学术期刊《自然·神
经科学》在线发表了中科院上海生
命科学研究院神经科学研究所蒲慕
明研究组的相关研究成果。蒲慕明
院士告诉本报记者，这一系列脑科

学基础研究的发现，不仅富有临床
应用的广阔前景，而且已引起人工
智能研究者的浓厚兴趣。
“在脑区中，与包括恐惧在内的

很多情绪的控制有关的，是杏仁
核。”论文的通讯作者、神经所副研
究员杨扬介绍说，研究组在小鼠实
验中首次揭示了一条在恐惧记忆中
起到关键作用的神经通路———“侧
杏仁核—听觉皮层投射通路”。运用
化学遗传和光遗传技术，选择性抑
制这条通路的神经活动，可大幅降
低小鼠的恐惧反应。杨扬表示，如果
未来科学家在人脑中也能找到对应

的这条“恐惧记忆通路”，并精确调
节其活动性，就可以减轻焦虑症和
"#$%的症状。
中科院上海生科院神经所所长

蒲慕明院士指出，如今很多脑疾病
治疗面临一个巨大的瓶颈问题———
药物治疗效果甚微。“这提示我们采
用生理或物理等非药物干预方式，
比如电刺激和磁刺激。侧杏仁核—
听觉皮层通路的临床应用价值，也
是如此。不过，在此之前，还有大量
临床前实验需要完成。”
研究组还破译了恐惧记忆的存

储密码：在侧杏仁核—听觉皮层通

路中添加突触，突触越多，恐惧程度
越强。使用双色成像技术，研究者还
发现，在成年动物大脑皮层中，超过
&!'的新突触都不是崭新的，而是
遵循部分新增、半新半旧的规律，节
省了空间、细胞能量和所需结构蛋
白数量。
据蒲慕明透露，在由他领衔的

中科院脑科学与智能技术卓越创新
中心，不少人工智能研究者对人脑
的记忆储存机制非常感兴趣，因为
这提示了一种新的计算模型。“一般
来说，现在的人工神经网络连接是
固定不变的，若能借鉴人脑适应环

境学习与记忆的方式，给予这些连
接产生动态改变的可能，其效率必
然会大大增加。”
那么，这些研究成果能否让人类

更聪明、更善于记忆与学习呢？蒲慕
明院士坦言，国际上已有许多专注于
用药物增强突触功能的企业，但这些
研究距离应用尚非常遥远。突触被形
容为脑神经网络的“信使”，人脑内大
约有 ()的 *+次方个突触，这是一个
天文数字。在成年人的大脑皮层中，
神经元细胞不会再有任何增加，只有
突触还在变大、变小、形成、消失，其
应用潜力不言而喻。

寻找人脑中的恐惧记忆通路
上海科学家发布实验成果未来或有助治疗焦虑症

茵栀黄注射液“新生儿婴幼儿禁用”
同类产品的口服液和颗粒仍可使用

! ! ! !本报讯 （记者 施捷 通讯员
朱凡 丁燕敏）宁光院士、王卫庆教
授团队的一项最新研究证实，糖尿
病是可以被“传染”的，传播媒介是
生活方式。上海交大医学院附属瑞
金医院内分泌研究团队开展的糖尿
病研究结果证明，配偶间一些相同
的生活方式会影响糖尿病、肥胖、代
谢综合征和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率。
相关研究成果日前已发表在,-./0!

123 456/327 58 9":%9;:<=<>?杂
志上。

此研究项目对象为@)**年至

@)*@年间AB!)+对中国夫妻，年龄在
B)岁或以上。结果显示，相比配偶为
非糖尿病患者的参与者，配偶罹患
糖尿病的参与者具有较高的几率罹
患糖尿病、肥胖、代谢综合征和心血
管疾病，且这种关联独立于年龄、身
高体重指数、教育、糖尿病家族史、
吸烟、饮酒、身体活动和饮食。
专家据此指出，配偶间一些相

同的生活方式，影响着罹患糖尿病、
肥胖、代谢综合征和心血管疾病的
几率。而改变不良的生活方式，是预
防甚或治疗糖尿病最有效的方法。

生活方式让糖尿病具“传染性”
内分泌研究最新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