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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

细胞衰老与人体胚胎发育、损

伤再生、癌症和衰老等生理病理过

程紧密关联。不过，同样是“年迈”

细胞，却有好有坏，有些在体内作

乱，有些则默默守护健康。但如何

精准识别衰老细胞中的“好细胞”

与“坏细胞”却是个难题。

中国科学院分子细胞科学卓

越创新中心研究员周斌团队日前

在《细胞》上发表一项新研究。通

过开发体内细胞衰老的谱系示踪

系统和功能研究技术，团队系统分

析肝脏损伤和修复过程中不同类

型衰老细胞的特定作用。

实验发现，衰老的巨噬细胞在

肝脏受损时激增，并在肝脏损伤后

分泌炎症因子，从而导致肝纤维

化；而衰老的内皮细胞在肝脏受损

后却仍然在修复过程中发挥重要

作用，限制肝脏的损伤和纤维化。

上述研究为细胞衰老研究和

再生医学研究提供了新思路，也为

肝脏疾病的治疗提供了新的研究

方向和理论依据。 据《科技日报》

衰老细胞优劣
可被识别

本报讯（记者 吴朝香 孙燕
通讯员 陈甜甜 王阳洋 尹丹琼）
今年，国家卫生健康委等 16 个部门

启动为期三年的“体重管理年”活

动，杭州多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都

开出体重管理门诊。近日，记者采

访发现，对于那些走进社区减重门

诊的居民来说，超重伤害身体，困

扰情绪，搅乱了生活的平静。

到杭州市拱墅区文晖街道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减重门诊减重之

前，周萍（化名）身高 1.64 米，体重

72.5公斤。多年来，为了减肥，她几

乎踩了所有的坑，还没什么效果。

程先生也与和体重斗争多年，

身高 1.87 米的他，体重最高时达到

105 公斤。程先生说，这几年，年纪

不算大的他健康问题越来越多，让

他觉得减重很是紧迫。

周萍和程先生都坦言，他们知

道自己为什么胖：饮食不合理，油

腻类食物吃太多，又不爱运动。

上个月开始，程先生和周萍走

进文晖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体

重管理门诊，开始系统减重。

“我们首先要对减重患者进行

评估，了解他的身体状况，排除原

发性、继发性疾病，然后再进行饮

食结构调整和运动指导。”文晖街

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副主任、减重

门诊负责人朱秋静表示。

周萍和程先生的减重管理都

是 21 天为一个周期，朱秋静解释，

21天是习惯养成周期。

让两人意外的是，减重过程并

没以前那么难熬。

“朱医生要求我们一日三餐都

要吃，不能饿。”周萍感到惊喜，而

且可以吃火锅也能吃麻辣烫。

朱秋静给出的原则是：多吃蔬

菜、多摄入优质蛋白、少吃油炸肥

腻 类 食 物 ，主 食 尽 量 吃 粗 粮、杂

粮。没有绝对不能吃的，只是不健

康的要少吃。这就是所说的生活

化减脂，能让人坚持下去，慢慢调

整饮食结构。

周萍和程先生各有一个微信

群，全科医生、营养师、康复师等多

对一指导，一日三餐吃之前可以拍

照发群，询问哪些能多吃，哪些要

少吃，每周到门诊复查一次。

周萍日常喜欢吃面条、馄饨等

碳水，现在她一周吃一次，“馄饨尽

量自己买瘦肉包，少在外面吃。”两

周下来，她觉得这样的减重方式对

自己的饮食习惯没有太大冲击。

在运动上，因为体重基数大，

朱秋静建议程先生暂时不要做太

剧烈的运动，每天可以快走半小

时，或者游泳。

通过多方面的调整，周萍两个

多星期减掉了 3 公斤多，和她同时

开始的程先生则减了5公斤。

不过，医生也强调，体重管理

是一件长期的事，不能一蹴而就，

也不存在一劳永逸。“最关键的是

帮助减重者建立科学健康的饮食

结构和生活习惯，让这些慢慢内

化，而不是需要刻意坚持。”

原来减肥也可以吃饱
“家门口”开出体重管理门诊

近日，澳大利亚研究者发现，

舞蹈可能比其他运动更有助于改

善心理健康，持续至少 6 周的结构

性舞蹈计划会显著改善心理和认

知健康结果。

研究参与者涵盖 7 至 85 岁不

同年龄段，包括健康人群和患有慢

性疾病的人。舞蹈干预类型涉及

多种风格，如戏剧舞蹈、有氧舞蹈、

社交舞，并与多种体育活动比较。

研究者们发现，参与任何类型

的舞蹈通常与其他类型的体育活

动干预效果相当，有时甚至更有

效，能够改善多种心理和认知结

果，包括情绪健康、抑郁、动机、社

会认知和某些记忆方面。

研究人员认为，或许舞蹈可以

成为标准运动的有效替代方案，它

更容易坚持。而且，搭档舞或团体

舞有助于社交互动，而舞蹈的艺术

性则可能改善心理健康。

研究还发现，舞蹈干预的有效

性在焦虑、抑郁、动机和健康相关

的生活质量等领域尤为明显，特别

是在老年人中。 据环球网

舞蹈更有助
改善心理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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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郑佳颖 通讯
员 吴玲珑）近日，在浙江医院举办

的“体医融合 战胜卒中”2024 年世

界卒中日主题宣传暨大型公益义

诊活动上，该院副院长、脑科中心

学科带头人万曙教授指出，卒中可

防可控，如何有效筛查高危因素，

对高危人群实施精准管控，最大限

度降低发病率是当务之急。“三高

（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以及

过高体重、冠心病和房颤等心脏病

相关疾病，都是脑卒中高危因素。

万曙表示，缺血型卒中的发病

率在近期有明显上升趋势，尤其是

脑梗塞在肥胖人群多见，平时运动

少，血液容易发生粘滞，在天冷季

节容易发生。老年人偏爱起早锻

炼，进入秋冬季，早间气温相对较

低，如果没有做好御寒工作，血管

收缩和饮水不足都可能增加卒中

风险。他建议选在阳光初升时进

行锻炼，运动期间也要注重保暖。

“患者往往是在急性脑血管疾

病发生后才来医院。”万曙说，通过

早期识别和筛查高危因素具有重

要意义，对于冠心病、房颤等与卒

中相关疾病的患者在门诊可以得

到很好的控制。医生提醒，居民发

现卒中风险症状，应迅速前往最近

具备紧急救治的医院，尽可能减少

神经功能的损伤，挽救脑细胞。

肥胖人群更易“中风”
寒冷季节晨间运动注意保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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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徐小翔 通讯
员 戴栋宁）“挂一个科，检查、评

估、化验一站式解决。”近日，在宁

波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月湖院区 8 号

楼四楼老年一体化门诊内，刚结束

看诊的殷奶奶连连点赞。

殷奶奶患多种慢性疾病，每次

就诊配药要跑好几个专科，费时费

力。为优化老年人就医流程，提升

老年人就医幸福指数，宁大一院整

合医疗资源，于日前开设老年一体

化门诊，将挂号、门诊、验血、心电

图等老年慢性病患者常见的医疗

服务集中在同一楼层，构建一站式

门诊服务。

该院老年医学科主任姚麒表

示，不少老年人患有多种慢性疾

病，到医院复查需要到不同的科室

就诊，因科室设置等原因，医院的

门诊、验血及检查常常分布在不同

楼层，往往需要患者在各楼层来回

跑，对于老年朋友来说相当不便。

相比传统门诊，老年一体化门

诊服务区域更为集中。老年人在

自助挂号机上完成挂号、签到后，

就可以在门诊的诊疗区、抽血区、

检查区完成诊疗，以及验血、心电

图等相关检查。同时，考虑到老人

可能患有多种疾病，门诊建立协调

机制，如遇到老人因病需要专科会

诊时，接诊医生会启动一键会诊，

由专科医生到门诊为老人提供诊

疗服务。

“一体化门诊”让老人不再折返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