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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噬细胞是免疫系统的重要组成成
分，在识别吞噬病原体、抵抗感染、器官
生成、组织重塑、代谢适应等方面发挥重
要作用。

近日，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
究院研究员李汉杰团队与复旦大学代谢
与整合生物学研究院研究员王冠琳团队
合作，系统回顾了近年来人体巨噬细胞
多样性、发育和功能的最新研究进展，提
出综合单细胞转录组学、空间转录组学、
类器官共培养系统，以及基于人工智能
的计算工具等方法研究人体组织驻留巨
噬细胞的组合策略。相关研究成果发表
在《免疫学趋势》上。文章指出，这一策
略将为包括癌症在内的巨噬细胞相关疾
病治疗提供新思路。

身体的“清洁队”

巨噬细胞的功能与其所驻留的组织
相适应，并受到所处微环境影响。巨噬
细胞既是身体中的“清洁队”，通过吞噬
细胞残骸和废物来清除病原体和有害物
质，也是免疫系统的“哨兵”，通过释放细
胞因子等信号来告知其他免疫细胞有外
来入侵物质，准备应战。同时，巨噬细胞
还可以感知周围环境变化，根据器官需
求来维持身体稳态。

李汉杰介绍，小鼠等啮齿类动物模
型是研究组织驻留巨噬细胞起源、分化、
多样性和功能的强有力工具。但小鼠与
人在解剖结构、组织功能复杂性、先天与
适应性免疫系统发育激活等方面存在显
著差异。在过去20年里，研究人员在小
鼠巨噬细胞研究中取得显著进展，但还
需要进一步探索人体巨噬细胞的起源、

发育等过程，以便开发靶向巨噬细胞治
疗人体疾病的新方法。

长期以来，组织内巨噬细胞的分类
与命名主要基于它们所处的位置。比如
巨噬细胞出现在肺部，就是肺泡巨噬细
胞。它们可以吞噬进入肺泡的各种尘埃
粒子和微生物，依靠呼吸道的纤毛运动
与黏液一起排出体外，是机体抵御外来
微生物侵袭肺部的第一道防线。如果巨
噬细胞出现在神经组织里，就叫小胶质
细胞。它们是中枢神经系统（CNS）最重
要的一道免疫防线，主要负责清除损坏
的神经、斑块和感染性物质。

研究团队此前发现，在发育早期，来
自某些器官的巨噬细胞转录组相似度较
高，而另外一些组织器官的巨噬细胞转
录组差异较大。“位于CNS外的一群巨
噬细胞，现在被命名为类小胶质细胞，与
CNS中的传统小胶质细胞拥有相似的转
录组。这挑战了小胶质细胞仅在CNS
中分化的传统观念。”王冠琳说。

癌症治疗研究的重要方向

目前，针对巨噬细胞研究的热点，集
中在巨噬细胞的极化与功能调控、巨噬
细胞与微环境相互作用等方面。在肿瘤
微环境中，巨噬细胞存在M1和M2两种
截然不同的状态。M1型巨噬细胞可以
诱导肿瘤组织内的炎症反应，是“好的”
巨噬细胞；而M2型巨噬细胞则与之相
反，可起到抑制肿瘤免疫的作用。

近年来，CAR-T细胞疗法为肿瘤
治疗带来巨大进展。然而，该方法在实
体瘤中的应用受到肿瘤特异性抗原缺
乏、T细胞转运和浸润效率低下等诸多

限制。与T细胞不同，巨噬细胞可以不
受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体的限制，吞噬
和杀伤肿瘤细胞。此外，巨噬细胞表现
出的表型和功能可塑性，使其能够在免
疫抑制性微环境中生存。作为抗原提
呈细胞，巨噬细胞也可通过提呈抗原激
活T细胞，激活适应性免疫反应，增强
抗肿瘤效应。在安全性方面，巨噬细胞
发生移植物抗宿主病的风险较低。因
此，将嵌合抗原受体（CAR）修饰的巨噬
细胞用于治疗实体瘤被国内外科研人员
寄予厚望。

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中国
医学科学院血液学研究所）教授程涛、王
建祥与中山大学教授李昕等，开发了一
种高效的单层细胞培养系统，可在3周
内从单个人多能干细胞生成约6000个
巨噬细胞，在此基础上构建的人多能干
细胞来源的CAR-巨噬细胞，具有稳定
CAR表达和有效体外抗肿瘤活性。

浙江大学研究员张进团队设计了功
能增强型的第二代诱导多能干细胞来源
的工程化CAR-巨噬细胞，阐明了其抗
原依赖性极化和激活以及通过“胞葬”作
用杀伤肿瘤的机制，为巨噬细胞应用于
实体肿瘤治疗提供了理论基础。

与此同时，用巨噬细胞治疗实体肿
瘤依然面临诸多难题，如巨噬细胞在肿
瘤微环境中易被极化为促癌的M2状
态，病人自体成熟巨噬细胞的基因编辑
效率极低且制备周期长，用于治疗的巨
噬细胞数量难以满足临床需求等。此
外，如何赋予具有非特异性免疫功能的
巨噬细胞靶向性抗肿瘤的能力继而增强
其治疗效果，也是巨噬细胞抗实体肿瘤

研究必须解决的问题。

探索更多功能实现临床应用

目前，人体巨噬细胞研究面临许多
挑战，如样品可及性、功能检测可能性、
遗传修饰复杂性、遗传异质性等。“单细
胞转录组学、空间转录组学、类器官共
培养系统和基于人工智能的计算工具
等技术和分析手段的进步，为研究人体
巨噬细胞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李
汉杰说，这也使得巨噬细胞在人体组织
中的多样性、发育起源和功能等被逐渐
发现。

深度分析临床样本中的巨噬细胞，
有助于理解人体巨噬细胞在疾病中的角
色，巨噬细胞的异质性、丰度、表型、功能
状态和基因表达模式，已被证明与某些
疾病的进展相关联。王冠琳介绍，准确
理解疾病状态下巨噬细胞亚型的特征表
达模式，有利于疾病诊断、预后等，进一
步结合功能实验，有助于发现潜在治疗
靶点。

使用类器官—巨噬细胞共培养系
统可以有效帮助研究人员了解巨噬细
胞如何影响器官发育、体内平衡和疾
病发展。如共同培养人脑类器官和诱
导巨噬细胞的研究表明，小胶质细胞
可以通过提供特定代谢物来调节神经
元分化。

随着巨噬细胞研究的深入，其在疾
病诊断和治疗中的临床应用前景也将更
加广阔。例如，通过检测巨噬细胞相关
的生物标志物，可以实现对某些疾病的
早期诊断；通过调节巨噬细胞的功能，可
以实现对疾病的精准治疗。

还记得几年前温碧霞的同学聚会照
片吗？站在同学中的她让人产生了隔代
人的既视感。你可能会说，人家是明星，
普通人怎么比得了？今天，就给大家分
享三个把同辈人熬成“长辈”的面部保养
方法。

打造完美“侧颜杀”

侧颜一定要立体清晰，尤其强调下颌
线清晰，大胆表现出你优越骨相的美感，
刀刻般的下颌缘没有一丝赘肉。简单说
来，脸与脖子的界限得清晰，当脸与脖子
融为一体的时候，什么侧脸的折叠度、层
次感、立体度、光与影的美感荡然无存。

下颌线不清晰就会使我们整个面部
看起来重心往下沉，“老气”的既视感随
之而来。天生丽质的那些小脸美女，稍
微胖一点，就出现了大妈感，反向验证了
下颌线的魅力所在。

你有没有发现身边总有那么几个
人，好像吃了长生不老丸，都四五十岁了
看起来还是30+的模样。因为这类人大
部分先天下颌骨发育得很好，下颌线就
会相对清晰，也就显得年轻。下面，送你
一个变美方案：

拉伸放松颈阔肌 下颌线模糊有一
部分原因是颈阔肌的过度收缩，把下半
张脸往脖子方向拉近了。你可能低估了
这块肌肉的覆盖面积。从下面部一直到
锁骨都有它的存在，当它过度紧张的时
候，波及的范围似乎有些广泛。鉴于其
对外貌轮廓产生的重要影响，我们需要
采取一些方法来放松颈阔肌，达到清晰
下颌线的目的。

可以从每日颈阔肌的拉伸运动开
始，再配合上肌肉放松手法，或者使用按
摩仪器，能同时改善面颈部的淋巴循环，
减轻水肿。长期坚持下来，对颈部及下
颌缘的线条都是有利的。

打肉毒素 对于颈阔肌紧张程度比
较严重，或者无法坚持按摩的妹子，这里
分享一个可以偷懒的办法就是打肉毒素
将这块肌肉放松，不仅脸颊能向上复位，

同时还能给颈部除皱纹呢！你会惊喜地
发现不仅脸变小了，颈纹都浅了呢！经
过长年累月的放松，在面部肌肉与颈阔
肌的“拔河”比赛中，面部的上扬状态正
是它赢过了岁月的彰显。

向“大肉脸”说拜拜

当小骨架遇到大肉脸是灾难性的，
就像小孩穿大人衣服一样，根本看不到
优越的骨相。如果你去观察那些60多
岁依然美丽的明星、85岁的超模奶奶，
你会发现保持体态和面形轻盈是很重要
的，面部轻盈本身也能抗老。

当面部负担过重的时候，在重力影
响下每天往下拉拽脸颊，韧带被拉扯得
逐渐失去弹性，最终出现了松弛。双下
巴处多余的脂肪，伴随着松弛和堆积，会
使得下巴与脖子失去分界线，正如立体
的三维颈部影像转化成了一张二维平面
图，再配上长年体态不好引起的含胸驼
背，给人一种蹉跎之感。下面，送你变美
方案：

控制体脂率 面部轻盈感的重点就
是控制脂肪的容量，减肥是始终绕不开
的话题。首先合理控制饮食习惯和结
构，保证身体的健康；其次增加运动改变
体脂率，适度运动可以通过减少自由基
损伤及影响端粒酶活性起到一定的抗衰
作用。

利用光电美容仪 我们可以利用超
声及射频等光电仪器将面部的脂肪重新

“打包压实”，或者溶解消失。对于特别
顽固的脂肪，我们还可选择手术方式实
现脂肪的“乾坤大魔移”。

重塑面部“紧实感”

好多姐妹都有这样的经历，每次乘
坐电梯时看到镜中的自己觉得好沧桑。
在“社死”顶光灯照射下，面部出现的“三
八线（泪沟、鼻唇沟、颏颊沟）”就是衰老
的证据。

而就有这么一类人，天生肉质瓷实、
饱满且润而不垮，这正是大家向往的年

轻状态。同时拥有婴儿肥和紧致感。那
是一种骨、肉和皮紧密相连的生理状态，
脂肪受到来自360度方向的立体环绕式
束缚，紧得不留一点缝隙。而失去紧实
感则会出现面部囊袋与沟壑的交错，膨
出与凹陷的交替。

缺乏紧实感，是因为负责连接我们
骨、肉和皮的胶原纤维太少或者太弱了，
以至于层层之间易出现间隙而分离。缺
乏纤维连接也可以简单理解为缺乏胶原
蛋白，从而失去了桥梁和粘连的作用。
下面，送你一个变美方案：

减少胶原蛋白流失 如何获得更多
的胶原蛋白？通过食补的方式究竟靠谱
吗？答案是食补胶原远远不够，我们吃
的大部分蛋白质被胃肠道吸收用来维持
正常的生命代谢了，能够有效到达面部
及皮肤的少之又少。所以，想增加胶原
蛋白是相对困难的，但我们日常可以通
过最简单的方法来减少胶原蛋白流失。

1.防晒，紫外线照射会促进皮肤胶

原蛋白的分解，加快皮肤的老化；
2.少吃烧烤、油炸、高糖食物，这些

食物会糖化我们皮肤中健康的胶原蛋
白，让皮肤看起来暗沉；

3.避免过度减肥，随着脂肪的减少，
胶原蛋白也会流失；

4.避免熬夜，夜间10点到2点是皮
肤自我修复的黄金时间；

5.多吃含有维生素C、E和花青素等
具有还原作用，能抵抗自由基的蔬果，为
我们的胶原蛋白提供一定的保护作用。

医美注入胶原蛋白 出了留住自身
的胶原蛋白，还有主动增加面部胶原的
方法吗？当然有，想要皮肤紧实，可以通
过超声、射频之类的光电仪器加热收紧
现有的胶原韧带，也可以直接注射动物
胶原蛋白到面部各层次，还可以注射或
者植入一些人工合成的再生材料刺激我
们人体细胞再生出胶原。轻盈而紧实，
精致而小巧，玲珑而剔透，同龄人都要甘
拜下风！

把同龄人都熬成“长辈”？不是不可能

毁颜值的三个习惯 你家娃有吗？

本版据人民网本版据人民网

老话说：“一日之计在于晨。”天
亮了，人醒了，美好的一天开始了。
大街上车水马龙，来来往往……日复
一日，相信大家都司空见惯了。不过
对于某些特殊的人群，早晨却是个危
险的时刻。

这些危险疾病清晨高发

心源性猝死、急性心肌梗死和脑梗
死等都是非常凶险的疾病，发病急骤防
不胜防。相关流行病学统计显示：约有
40%心肌梗死和29%心脏性猝死发生
在清晨时段，该时段脑卒中的发生率是
其他时段的3至4倍。

另有大众健身人群运动猝死的调
查研究，显示我国运动猝死最易发生的
时段也是早晨。

四个原因是始作俑者

血液浓缩 一般来说，夜间睡眠停
止进食喝水，但是新陈代谢仍在进行
中。经过一整晚的消耗后，身体处于相
对缺水的状态。血液浓缩，黏稠度增
高，因而比其他时候更容易形成血栓。
一旦血栓堵塞血管，就有可能引发心脏
病、脑梗死等。

血压晨峰 即使是正常血压，也不
是一成不变的，只是总体稳定在一个合
理的范围之内。临床研究发现，血压每
天会有两个相对较高的时段，分别是：
早上 6:00-10:00，下午 4:00-6:00。
清晨恰好处于第一个血压高峰期，如果
此时血压激增，非常容易引发心脑血管
疾病。

心率加快 睡眠状态下人的整个身
心都得到了放松，心脏的跳动相对白天

要更缓慢。晨起敲响了“生物钟”，心肌
迫切地需要大量的氧气供给身体运
行。另外，早晨血液中的血小板活性升
高，抗凝血功能减弱。这给血栓的生成
提供了良好条件，心血管病患者容易发
生斑块脱落，导致出现心梗或脑梗。

生活习惯 很多人在早晨起床后有
排便的习惯，特别是用力排便时会增加
颅内压和血压。如果恰好又是便秘的
人，那么很容易导致脑出血、脑梗死等
情况的发生。再者，清晨时分交感神经
正处于兴奋状态，运动会加大这种兴
奋，容易引发心脑血管病。

晨起后养成四个好习惯

别急着起床 特别是老年人群，早
晨切忌“猛起”。醒来后可以先静卧几
分钟，让心跳速度缓慢上升，逐渐适应
白天的节奏，然后慢慢坐起。

醒后喝杯温水 这是非常好的习
惯。一夜睡眠滴水未进，喝水能够很
好地补充血容量，对肠胃也起到了一
定的润泽清洗作用，而且还有利于改
善便秘。当然，喝水要缓慢一点，不能
太着急。

晨练别太早 晨练尽量选择10点
以后，太阳升起，气温回暖。运动前补
足水分，运动强度不宜过大，避免大量
出汗。

早餐不要吃得太油太咸 喝杯牛奶
或米粥，再加一个鸡蛋和少许果蔬。

当然，好习惯的养成并非一朝一
夕，需要不断地敦促自己。更不要忘了
积极控制心脑血管疾病的高危因素，如
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高尿酸等，应
当遵医嘱合理用药。

脑血管病 为何“偏爱”早晨发作？

在睡眠中轻松学习是每个人的梦
想。睡眠的作用之一就是巩固白天的
记忆。

虽然每个人都要睡觉，但这一生理
现象仍然被神秘的面纱所笼罩。尽管
困难重重，神经科学家仍在继续耕耘。
近几十年来，这个领域取得了令人难以
置信的进步，其中一个特别难以研究的
话题就是睡眠对记忆所起到的作用。

在睡眠期间大脑会转向巩
固模式

人们在醒着的时候，大脑已经准备
好创造或“编码”新的记忆。然而，在睡
眠期间，大脑会转向巩固模式。

当你在白天学习新知识时，大脑会
形成记忆痕迹。最初，这些痕迹特别容
易受到干扰。换句话说，它很容易被忘
掉。然后，在睡眠期间，记忆痕迹被巩
固稳定下来。

在细胞层面上，记忆是通过改变代
表记忆的网络中突触连接的强度形成
的。在睡眠期间，突触（脑细胞之间的
连接）被重塑，产生永久性的变化，巩固
记忆痕迹，帮助创造长期记忆。

虽然研究人员仍在解析精准的过
程，但在睡眠过程中，海马体（与记忆有
关的重要大脑区域）回放记忆。这有助
于记忆痕迹及其相关的神经元网络做
出永久性的变化。

在学习新知识后不久就去
睡觉有助于记忆

陈述性记忆被定义为记住事件和
事实，如朋友的名字和昨晚吃了什
么。研究表明，在学习新知识后不久
就去睡觉，有助于大脑更有效地巩固
陈述性记忆。

美国圣母大学的心理学家要求参
与者学习配对的单词。结果显示，那些
在学习任务结束后不久就睡觉的人在
24小时后的测试中的成绩要优于那些
任务结束后很久才睡觉的人。德国吕
贝克大学的神经内分泌学家要求高中
生学习新的词汇，也得到了类似的结
果：那些在学习后几个小时就睡觉的学
生保留了更好的记忆。

打盹有助于巩固记忆吗？

睡眠对健康至关重要，而不仅仅是
记忆。专家们一致认为，普通人每晚
需要睡7~9小时，尽管个体之间的差异
很大。

当谈及睡眠与记忆时，白天打个盹
很有帮助。德国杜塞尔多夫大学的实
验心理学家发现，即使是打盹几分钟也
足以提高人们在陈述性记忆中的表
现。德国图宾根大学的神经生物学家
发现，在巩固记忆方面，90分钟的打盹
比40分钟的打盹更有效。

虽然这方面的研究结果并不总是
一致的，但总的来说，打盹对一些人巩
固记忆有帮助。例如，伊朗克尔曼沙赫
医科大学的睡眠医学家对22项研究进
行的系统综述得出结论，白天打盹对提
高健康成年人在陈述性记忆中的表现
有效。

因此，虽然一整晚的睡眠对巩固记
忆更有效，但偶尔的战术性打盹也有助
于记忆信息。

给予人们提示有助于睡眠
巩固记忆

研究表明，在睡眠期间发生的巩固
过程优先考虑与未来更相关的记忆。
这在逻辑上是说得通的，因为大脑无法
记住一天中发生的每一件小事，因此它
必须选择能储存什么信息。

例如，德国吕贝克大学的神经内分
泌学家要求参与者学习配对的单词。
他们告诉一些参与者第二天将会举行
一次测试，结果显示，在测试前睡觉的
人比不睡觉的人表现要好，但前提是他
们知道要有测试。也就是说，给予人们
提示有助于巩固记忆。

嗅觉对记忆所起到的作用

纽约大学医学院的生理学家发现，
嗅觉与大脑中对记忆和情感起到重要
作用的部位紧密相关。很多人有过这
样的体验：当闻到某种气味时，会立即
唤起一种记忆或情感，一些科学家因
此考察了气味是否有助于巩固和改善
记忆。

德国弗赖堡大学的心理学家在现
实环境中检测了这种关系。研究人员
要求54名学生在家里学习新词汇时，在
身边放置有玫瑰香味的枝条。一周后，
他们参加了学校举行的考试。结果显
示，在学习、睡眠和考试期间闻了玫瑰
香味的学生表现更好。具体来说，他们
记住新词汇的成功率提高了30%。由
于闻香味这种技术相当容易，因此值得
尝试。

音乐所起到的作用

除了嗅觉，研究人员还考察了其他
类型的刺激，包括声音，是否有助于在
睡眠期间巩固记忆。

例如，美国贝勒大学的心理学家考
察了听古典音乐是否有助于巩固记
忆。之所以选择古典音乐，是为了不干
扰学习。如果人们在学习时听抒情音
乐，歌声可能会干扰他们的认知过程。
研究人员在微观经济学讲座上播放了
带有独特旋律的古典音乐。那天晚上，
在慢波睡眠期间，研究人员要么给学生
播放同样的音乐，要么播放白噪音。结
果显示，那些在睡觉时听古典音乐的学
生在测试中的表现要优于听白噪音的
学生。有趣的是，这种效应在女性中更
明显。

如何提高睡眠质量

虽然睡眠领域仍然有很多谜团没
有解开，但有一件事是明确的：睡眠对
于巩固记忆和其他许多重要活动至关
重要。

为提高睡眠质量以巩固记忆，可以
采用以下方法：

1.把睡觉当做头等重要的事情来
安排；

2.养成良好的睡眠习惯，每天都在
同一时间入睡和起床；

3.塑造合适的睡眠环境，把卧室的
温度和光线调暗，就寝前2个小时远离
电子设备；

4.对于学生来说，最好的方法是清
醒的时候采用有效的学习策略，然后晚
上睡个好觉。

如何利用睡眠提高记忆力？巨噬细胞：对抗实体肿瘤的“希望之星”？

有个漂亮的宝贝是每个家长的共同心
愿，但是下面这些颜值的隐形杀手您知道
几个？

躺着喝奶 婴儿躺着喝奶的姿势由于奶
瓶的压迫会导致上颌骨的发育受限，下颌前
伸吸吮引起下颌骨的生长过度，长此以往容
易形成“兜齿”，影响颌面部的生长。

长期吃手或奶嘴 孩子吃手吃奶嘴时，手
指会撬动上前牙向前，同时压迫下前牙向后，
可导致上颌骨过度发育，同时抑制下颌发育，

从而颊部肌肉向内收缩，造成上牙弓狭窄，最
终导致下颌后下旋转，发育受限。建议2岁以
内去除这些习惯，否则容易形成“小龅牙”。

长期口呼吸 口呼吸会导致舌体下降，
腭盖高拱，上牙弓狭窄，下颌发育受限，后
下旋转，造成“腺样体面容”。这种不良习
惯常常由于鼻炎和腺样体、扁桃体肥大等
原因引发，所以当孩子有气道阻塞问题时，
要积极治疗，配合相关肌肉训练恢复正常
的呼吸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