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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所谓疟原虫抗癌疗法在社
会上受到关注。 有关人员称，可以通
过让人感染疟原虫来以毒攻毒治疗

晚期癌症，一些癌症患者参与了临床
试验。

这个话题持续引发热议，支持与
质疑声此起彼伏。所谓疟原虫抗癌疗
法究竟是什么原理？ 是否可靠？ 临床
试验是否安全？ 近日，新华社记者就
此采访了医学专家和相关人士。

疟疾疗法的“前世今生”

根据有关人员的介绍，疟疾疗法
的基本原理是利用疟原虫作为媒介，
“唤醒”免疫系统，攻击肿瘤细胞，并
降低肿瘤细胞的反制作用，同时阻断
肿瘤血管的生成。 他们称，参与临床
试验的首批 10名病人中， 有 5人治
疗效果明显，其中 2人可能被治愈。

事实上，疟疾疗法这个概念并非
新鲜。1917年，奥地利医生朱利叶斯·
瓦格纳·尧雷格发现， 疟原虫感染引
起的发烧能够治疗梅毒引起的麻痹

性痴呆， 并因此获得 1927年诺贝尔
生理学或医学奖。

受此启发，20世纪 80年代初期，
被美国医院解聘并吊销医师资格的

外科医生亨利·海姆利希提出了 “疟
疾疗法”， 声称注射疟原虫可诱发疟
疾高热，由此刺激免疫系统有效对抗
艾滋病、莱姆病和癌症。

亨利的儿子彼得·海姆利希在接
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说，外科医生起
家的父亲在免疫学方面并没有任何

从医背景，也没接受过相关培训。 20
世纪 80年代末至 90年代初，亨利曾
前往墨西哥推广癌症和莱姆病的疟

疾疗法，秘密开展人体试验，后被墨
西哥政府禁止。

后来， 亨利还在埃塞俄比亚、加
蓬等非洲国家开展了疟疾治疗艾滋

病的秘密试验，因媒体的批评报道而
被叫停。

曾被世卫组织谴责

亨利曾因其发明的清除上呼吸

道异物阻塞的海姆利希急救法而名

声大噪。但他后来提出的“疟疾疗法”
引发极大争议，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
“暴行”，招致美国媒体批评，后被美
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否定。美国一
些医学专家认为其缺乏科学依据，临
床试验不可接受。

彼得认为， 其父亲在疟疾疗法
的原理和疗效上一直编造谎言。 为
了弄清真相 ， 彼得和夫人卡伦从
2002年起着手调查亨利的研究， 查
阅和搜集了大量资料。 亨利去世前，
将自己的文件捐赠给美国辛辛那提

大学医学图书馆。 彼得从这些文件
中检索了所有有关疟疾疗法的资料，
并专门建立了一个网站披露父亲的

造假行为。
美国波士顿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医学院和法学院教授乔治·安纳斯在
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没有证据
表明疟疾在治疗艾滋病或癌症方面

能起到作用。

自所谓“疟原虫抗癌疗法 ”受到
关注以来，国内医学界也有很多质疑
的声音。 一些学者对相关研究的理论
基础、临床数据及生物学机制研究提
出了质疑。

临床试验需谨慎

疟原虫治癌的消息对很多癌症

患者及亲属来说如同一针兴奋剂，一
线希望触动无数家庭的神经。 一些患
者因此自愿参与试验。

支持者认为，疟原虫疗法有广谱
性，给了所有癌症研究学者一个有力
依据。 但在许多专家看来，在很多问
题有待解答、人体试验安全性尚不明
确的情况下，临床试验需特别慎重。

彼得告诉记者，除了一些发展中
国家，疟疾疗法未在其他国家开展临
床试验。 医学进步需要扎实的科学依
据，不能仓促地将人体作为试验品。

“在我看来， 亨利的疟疾疗法在
科学上立不住脚，不应该轻率开展人
体临床试验。 在身体已经饱受折磨的
癌症病人身上贸然进行这种试验，是
存在很大问题的。 ”安纳斯对新华社
记者说。

安纳斯表示，研究人员不仅应该
公布相关疗法有效性的证据，同时还
要说清楚对哪些情况没有效果。

专家指出，未经严格论证的成果
发布， 如被过度解读和夸大宣传，容
易误导民众，对公众健康安全问题须
慎之又慎。

据新华社

疟原虫治癌可靠吗

很多人工作日天天熬夜，
想着周末再把觉补回来，而美
国一项新研究发现，周末补觉
很难弥补平时熬夜带来的健

康问题，甚至可能比持续睡眠
不足危害更大。

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博尔

德分校的研究人员近日在美

国《当代生物学 》杂志上发表
论文介绍说， 他们征召了 36
名 18至 39岁的健康志愿者，
并将这些人分为三组。第一组
连续 9晚保证 9小时充足睡

眠；第二组连续 9晚每晚睡眠
5小时； 第三组前 5天每晚睡
眠 5小时，中间 2天不限时睡
眠，最后 2天恢复且每晚睡眠
5小时。

结果显示：第二组和第三
组均出现了夜间进食增多、体
重增加、胰岛素敏感性降低的
情况；第三组在不限时睡眠的
2天中相关指标稍有改善，如

夜间进食减少，但一旦恢复睡
眠不足的作息方式，这些改善
就会立即消失。

研究还发现，第三组的某
些健康检测结果甚至比连续

熬夜组更差。 例如，连续熬夜
组的胰岛素敏感性平均降低

了 13%，第三组的胰岛素敏感
性则降低了 9%至 27%不等 ，
其中肌肉和肝脏的胰岛素敏

感性比其他两组更低。
论文通信作者肯尼思·赖

特说 ，研究表明 ，进食时间以
及生物钟的改变可能对身体

更为不利 ，工作日熬夜 、周末
补觉这种常见行为并不是一

种有效的健康策略。
赖特说，周末补觉或许会

对偶尔熬夜的人有好处，这有
待进一步研究，但目前已知的
是， 有规律的作息非常重要，
人们还是应该尽可能每天睡

足 7小时。 周舟

�44 岁的肖女士努力备孕 1 年后，终于如愿
怀上二胎， 但是 13 岁的女儿却百般不愿意，相
继以“逃学”“离家出走”“跳楼”相威胁。 在女儿
尝试用刀片割手腕后，怀孕 13 周零 5 天的肖女
士不得不含泪到医院终止了妊娠。

黑龙江省东宁市某中学的一名学生， 曾经
获得学校“四小发明”一等奖。有一次，某位同学
欺负了他，他觉得在其他同学面前很没面子，便
产生报复心理。 于是， 他自制了一个 “邮包炸
弹”，将那位同学炸伤。

中国儿童心理品质调查报告显示， 当下中
国儿童自信、求新、同情品质发展较好，但包容
与冷静品质存在短板。如今，80 后、90 后的家庭
中大都只有一个孩子， 一家六口围着一个孩子
转。在中国教育学会原会长顾明远看来，造成孩
子普遍缺乏包容心的主要原因就是家长对孩子

有求必应、百般溺爱，而过度的关注会让孩子以
自我为中心，不从别人的角度考虑问题。虽说父
母爱孩子是理所当然，但不应失了度。如今城市
高层住宅林立，邻里之间不相往来，让不少孩子
陷入“同伴缺失”状态，缺少良性的人际关系也
是儿童不能包容别人的原因之一。

包容，对孩子的性格塑造极为重要。包容品
质越高的人，面对不同的意见、想法和人，越倾
向于以对话、理解、尊重、接受的方式处理，反之
则倾向于故步自封，以排斥、拒绝甚至对抗的方
式处理。缺乏包容心的人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大
都首先考虑自己，很难去考虑他人感受，经常会
因为鸡毛蒜皮的小事与他人发生矛盾、争执；很
容易看到他人的缺点， 并且揪住别人的缺点不
放，影响人际交往。 顾明远建议，从学校和家庭
两方面进行努力，培养孩子的包容心。

第一， 学校应促进不同背景孩子之间的相
互了解，多培养儿童和同伴协作的能力。当儿童
之间发生矛盾时， 教师应向儿童展示正确的处
理方式， 尽量不使用对儿童产生消极影响的语
言，如“你怎么老是这样呢”等，避免给儿童消极
暗示。在儿童不小心对同伴产生伤害行为时，教
师尽量不要表现出对过失方的严厉指责和批

评，应冷静地找出原因，提出解决建议。
第二，家庭教育方面，父母要告诉孩子，不

要用完美标准去要求他人，或者只看他人缺点，
而应学会看他人长处。另外，父母是否宽容对孩
子宽容心的建立影响也很大。 如果孩子缺乏包
容心，家长也要反思与他人交往中，自己的言语
是否在无意中带有成见或评判。 如果父母拥有
宽容的胸襟，能够容纳孩子的不同观点，用行动
鼓励其独立思考，时间久了，他们自然会被熏陶
出豁达处世的心胸，懂得求同存异。 高嘉悦

有的人凌晨一两点还在

刷微博 、追剧 ，有的人吃完晚
饭就犯困。 近日，英国埃克塞
特大学科学家称，他们的一项
新研究发现，什么时候睡觉也
受基因的影响。 携带“早起”基
因者患抑郁症的概率降低

35%。
在这项针对 70万人基因

序列的研究中，科学家们发现
了 327个先前从未发现的新

基因区域，这些区域决定了人
类中有约 15%是勤劳早起的

“百灵鸟”，另有 15%是爱睡懒
觉的夜猫子。 在对上述两类人
群进行试验后 ， 研究人员发

现，这两类人的身体对咖啡因
的处理方式不同。 具体来说：
晨起时的一杯咖啡可能会在

夜猫子体内形成更长久的影

响，使他们到了晚上也同样兴
奋 ；同时 ，一些夜猫子的基因
在视网膜和大脑中检测光线

的部分比较活跃，这就导致此
类人群更容易被光线唤醒，在
大脑中延迟接收到“现在已是
夜间”的信号。 研究人员将“百
灵鸟”的基因图谱与普通人进
行对比后指出，“百灵鸟”对生
活的满意度明显高于夜猫子，
携带 “百灵鸟 ”基因者患精神
分裂症的可能性要降低 11%，
患抑郁症的风险降低 35%。

埃克塞特大学的研究员

山姆·琼斯博士说：“携带夜猫
子基因者如果因工作或生活

所迫必须早起，他们与生物钟
做斗争时的压力就会明显多

于‘百灵鸟’。 这可能会对他们
的心理健康造成负面影响，甚
至导致抑郁症。 ”他表示，这一
发现表明，通过使用阻断基因
的药物可以帮助人们改善生

活作息，抗击抑郁症。 高一

现代人生活节奏快，工作
压力大 ， 平时总会觉得睡眠
不足 ， 很多人一到周末就喜
欢睡懒觉 ， 认为这样可以补
充睡眠 。 这种做法真的有益
于健康吗？ 据法国 《进步报》
报道 ， 欧洲心脏病学会的研
究显示 ， 每晚睡 6至 8小时
最健康 ， 多睡或少睡均对身
体有不良影响。

为了研究睡眠时长和心

血管疾病之间的关系，来自希
腊奥纳西斯心脏外科中心的

研究人员对 11项历史研究进

行了综合分析，研究对象涉及
共计约 100万无心血管疾病

史的成年人。
调查人员对这些人进行

了平均为期 9.3年的跟踪调

查。 与每晚睡眠时间为 6至 8
小时的人相比，睡眠不足 6小
时的人罹患或死于冠心病和

脑中风的风险高出了 11%，而
睡眠超过 8小时的人患病风

险则高出了 33%。
该项研究的负责人伊巴

密浓达·丰塔斯博士指出 ，研
究结果证明过多或过少的睡

眠均对心脏不利。 虽然仍需要
进一步研究以探明原因，但有
一点是大家都明确的———睡

眠会影响葡萄糖代谢和血压

等体征，这些都与心血管疾病
有关联。

丰塔斯博士补充道， 适量
睡眠是健康生活的重要组成部

分。 偶尔晚睡或睡懒觉对健
康的影响微乎其微。 明钰

普通感冒 ， 如果没有严重的并
发症 ， 一般提倡在家观察 、 护理 ，
或适当吃点缓解感冒不适症状的药

物。 但是， 给孩子选择感冒药时需
要注意， 以下五种感冒药不推荐给
他们使用。
1.赛洛唑啉鼻用喷雾剂 / 滴鼻

液。 该药可以收缩鼻黏膜血管， 缓
解因感冒或鼻炎引起的鼻塞症状 ，
但长期使用后停药， 可能会引起鼻
黏膜反跳性舒张， 加重鼻塞， 甚至
引起鼻出血。 3岁以下儿童不推荐使
用该类药， 3~6岁儿童需要在医生严

格指导下使用。
2.利巴韦林口服颗粒。 利巴韦林

的适应证为丙型肝炎和呼吸道合胞

病毒感染。 对于婴幼儿，需要经过专
门的呼吸道病毒检验确诊后，在医生
指导下，才可以使用利巴韦林的喷雾
剂型，不能使用口服剂型。
3.强力枇杷露。 这类药物含罂粟

壳。 罂粟壳是阿片类药物的天然成
分，婴儿服用后，可能对呼吸造成抑
制， 夜间睡觉更加危险，18岁以下的
未成年人都应禁用。
4.阿司匹林。 阿司匹林是解热镇

痛药。 有些老人会长期服用阿司匹林
来预防心血管疾病。 孩子感冒发烧
了， 有些家长可能顺手拿它来退热。
但病毒感染时服用该药，容易引起水
杨酸类药物特有的不良反应，因此该
药禁用于 12岁以下儿童。
5.中药注射剂。 我国历来使用的

传统中药剂型有丸剂、 饮片、 膏剂、
胶、曲、酊剂等，皆为口服给药。 中药
注射剂使用时间不足 70年， 临床资
料有限且安全性存在争议，临床中经
常有过敏性休克的案例。 因此，婴幼
儿应禁用中药注射剂。 李萌

早睡早起
患抑郁症风险低

周末补觉难以偿还睡眠债

每晚睡眠6至8小时最健康

五种感冒药别给孩子吃

欧洲研究称

包容心需要培养

记者从南京市妇幼保健院获悉，
近日， 该院营养科门诊迎来一波就
诊高峰， 日均接诊 110余人次 ， 其
中血糖超标孕妇占多数。 专家表示，
预防高血糖， 孕妇需做到科学控糖，
“会” 吃多动。

一旦血糖过高 ， 对孕妇及胎儿
都会有诸多影响 。 专家表示 ， 高
血糖会增加孕期并发症的危险 ，

导致羊水过多， 容易引起胎膜早破
和早产等。 同时， 还容易引起胎儿
宫内营养失调， 增加巨大儿的发生
率， 胎儿出生后也容易发生低血糖
等。

孕期控制血糖至关重要 ， 关键
还是要 “管住嘴， 迈开腿”。 专家建
议， 首先， 在控制总热量的原则下，
保证营养全面均衡， 规律进餐， 少

量多餐。 注意粗细粮搭配， 不宜餐
后立即食用水果。 其次， 在医生的
专业指导下， 定期进行合理科学运
动。 选择如散步、 打太极拳等较舒
缓不剧烈的运动项目。 最后 ， 定期
测血糖， 密切关注三餐后血糖水平，
做好记录， 供医生参考， 以便做到
早发现、 早预防。

据新华社

专家建议孕妇科学控糖

米开朗琪罗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伟大的

绘画家和雕塑家，他的雕塑作品《大卫》被誉为
世界上最完美的人物雕塑， 广受世人的瞻仰和
褒奖。

一天， 有一个精神萎靡的男子前来拜访米
开朗琪罗。 男子说：“我的人生和事业一直无法
成功，处于极度焦虑和紧张之中，难以自拔。 我
已人到中年，请问剩下的日子还会有转机吗？ ”
米开朗琪罗看了看眼前这个面色憔悴、 眉头紧
锁的男子，说：“我先跟你讲一个故事吧，是关于
我创作的《大卫》。 ”

为了寻找合适的大理石雕刻大卫像， 米开
朗琪罗曾去过很多矿山和大理石厂， 但始终都
没寻到理想的石头。直到有一天，他在佛罗伦萨
大教堂博物馆的庭院中看到了一块“废石”。 这
是某一位知名雕塑家雕坏后丢弃在那里的，一
放就是 25 年。 这块石头无人问津，周边长满了
杂草和荆棘，大家都觉得它无法再用。米开朗琪
罗停下脚步，围着它仔细打量了一番，之后决定
就用这块“废石”当作材料。

“我立即让人把它清理出来，然后花了 4 年
的时间打磨它。 ”米开朗琪罗说，“不管别人怎么
看它，从那一天起，它在我的眼中就是‘大卫’，
我需要做的就是凿去不属于‘大卫’的部分，直
到剩下一个完美的‘大卫’！ ”

4 年后，《大卫》呈现在世人面前，它展现了
一个年轻有力、体态健美、神情坚定、肌肉饱满
的男子形象， 观者似乎能够感觉到它体内血管
的跳动。 这个高大的英雄形象体现了人体神圣
的美感与巨大热情，令世人惊叹不已。米开朗琪
罗成功了。

“你就像囚禁在废石里的‘大卫’。你现在要
做的就是，凿除体内的所有不安、胆怯、焦虑等
负面情绪，以及阻碍你前行的错误观念，直到破
‘石’而出，展现出一个完美的自己。 ”米开朗琪
罗最后对男子说，“我用 4 年时间令那块搁置了
25 年的‘废石’蜕变，你只要静下心来，一定也
能将自己雕琢成另一个‘大卫’！ ”

听完故事，男子茅塞顿开，愉快地走了。 他
终于从被失败覆盖的阴霾中走了出来。 尚九华

米开朗琪罗的劝导

3 月 9 日，小朋友和家长在山东省烟台市牟平区一处荒山参加植树活动。 在植树节到来之际，人们纷纷参
加植树活动，为大自然添新绿。 新华社发

我为春日添新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