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月 21 日是世界睡眠日，今年的

主题是“良好睡眠，健康同行”。

“睡眠是一种高度保守的生命现

象，与生物进化、物种繁衍和个体生存

发展等密切相关，睡眠脑功能在正常

生命活动及重大疾病发生中都发挥重

要作用。”近日，在 2022 世界睡眠日新

闻发布会上，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

学第六医院院长陆林在接受《医学科

学报》采访时表示，随着社会快速发展

导致精神压力增加，睡眠—觉醒障碍

发生率逐年升高。

不容忽视的“慢性杀手”

睡眠—觉醒障碍与很多精神疾

病，如焦虑障碍、抑郁障碍、精神分裂

症密切相关，它还可以导致脑信息处

理异常，比如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下

降、决策异常等。此外，它还与常见慢

性疾病如高血压、心肌梗死、痴呆、肥

胖、免疫功能失调有重要关系。

“可以说，睡眠—觉醒障碍已经成

为现代社会不容忽视的‘慢性杀手’。”

陆林说。

据了解，最常见的两种睡眠障碍

类型为失眠障碍和睡眠呼吸障碍。在

我国 60 岁以上的老年人群中，睡眠障

碍的发生率约为 35.9% , 我国青少年

睡眠障碍发生率为 26%。

国际相关机构统计显示，睡眠问

题可造成美国、英国、加拿大、德国和

日本五个国家每年 6800 亿美元的经

济损失，2019—2020 年澳大利亚因睡

眠问题造成的医疗费用为 354 亿美

元，其中睡眠呼吸障碍约 131 亿美元、

失眠障碍约 133 亿美元、不宁腿综合

征约 90 亿美元。

陆林提供的一项调查数据显示，

在疫情前后针对成年人的随访中，失

眠发生率从 25.4% 增加到 32.2% 。通

过对 5 万余名居民进行线上调查发

现，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我国大众的

心理问题普遍较为突出，其中失眠的

发生率高达 29.2%。

与诸多疾病息息相关

采访中，陆林表示，人处于睡眠

时，能有效清除脑内代谢产物，有助于

稳态调节。如果缺觉，补觉不能弥补熬

夜带来的代谢损伤。

陆林团队还首次从微生物—肠—

脑轴角度揭示了睡眠剥夺导致认知受

损的机制，发现急性睡眠剥夺所致的

肠道菌群紊乱通过诱发中枢神经炎

症，进而导致认知受损的发生。但随着

睡眠恢复，这种影响具有不同程度的

可逆性，这为日后防治睡眠不足导致

的认知障碍提供了理论基础。

研究还显示，人在清醒状态下，神

经元中 D N A 损伤的积聚会增加睡眠

压力，在睡眠期间，细胞内能有效地进

行 D N A 修复。

此前，多项研究证实睡眠障碍与

时长同 2 型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精神

疾病等慢性疾病的发生、发展都有重

要关系。

一项来自美国加州大学的研究者

通过对 300 万名孕妇进行为期 6 年的

观察后发现，孕期睡眠障碍会显著增

加早产的风险，其中孕妇伴失眠障碍

出现早产的风险提高 30% ，伴睡眠呼

吸障碍早产风险提高 50%。

为此，《自然》杂志专门发表评论，

呼吁全社会关注孕妇这一特殊人群的

睡眠问题，并建议研发更多适用于孕

期妇女等特殊人群的睡眠干预手段。

陆林团队还发现，睡眠中食物相

关词语的暴露可显著增加清醒后对暴

露食物的偏爱及选择，而在清醒状态

下进行同样的操作则对食物的偏爱与

选择无影响。这提示睡眠过程中靶向

记忆激活可以改变个体的决策，为在

睡眠无意识状态下干预人类的决策行

为提供新的科学依据。

此外，还有研究显示，睡眠与环境

温度、光线都会有一定关系。

应作为一门独立学科

早在 2013 年，《自然》杂志便发表

文章提出，为了研究睡眠的本质，亟须

开展一个多学科共同参与的“人类睡

眠计划”，以最行之有效的方式改善人

们的健康状况，提高生命质量。

但是，目前我国从事睡眠诊疗的

医务工作者多是呼吸科、口腔科、耳鼻

喉科、精神科等学科的医生，并无睡眠

医学专业背景，对睡眠疾病的识别存

在一定的偏向性。

同时，陆林还建议通过各种手段

提升全民睡眠健康素养，加快安全有

效药物的研发，充分利用人工智能设

备助力睡眠健康管理等，共同遏制睡

眠障碍增长的趋势。

“更为重要的是，应将睡眠医学作

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体系，这才是保障

睡眠医学蓬勃发展的必要途径，通过

搭建规范化、标准化、整合多维度指标

的睡眠相关数据库及研究平台，并建

立集预测、诊疗和康复的多模态单共

病一体化的信息挖掘方法，开创睡眠

医学研究的新模式促进睡眠医学与多

学科交叉。”陆林期望。

本报讯 北京大学教授张泽民、研

究员任仙文联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

京世纪坛医院教授彭吉润，基于结直

肠癌肝转移临床患者肿瘤转移灶，对免

疫细胞特征进行了深入刻画。近日，相

关研究发表于《癌细胞》。

“目前，肿瘤微环境特征与癌症免

疫疗法已经建立起密切联系，然而不同

肿瘤之间微环境的异同及其影响因素

仍在早期探索阶段。”张泽民告诉记

者，这些问题在单一癌种单一器官类型

中难以回答，而该团队研究的结直肠癌

肝转移标本能为此提供思路。

由于临床样本的稀缺性和取样的复

杂性，课题组历时 5年，收集了超过 17例

结直肠癌患者的 100余例配对临床样本，

并进行单细胞转录组测序实验。同时，研

究者对实验室已建立的原发肝癌和原发

结直肠癌患者的单细胞转录的数据进行

回顾性分析，并与该研究中新产生的结直

肠癌肝转移数据进行系统比较。

基于珍贵的临床数据，结合实验室

开创的特殊生物信息学分析方法

PhenoA ligner，研究者首次对肿瘤转移

灶中免疫细胞表型进行归类，揭示了肿

瘤内在因素与器官类型因素对肿瘤转

移灶浸润的免疫细胞的影响。

研究者首先揭示了免疫细胞表型

的不同影响因素。其中，肥大细胞的表

型主要受肿瘤内在特征影响，而树突状

细胞与自然杀伤细胞则主要受器官类

型微环境的影响，其他细胞类型则受多

种因素影响。

研究者对单细胞数据所揭示的多

种细胞亚型进行解析。对于 T 细胞亚

型，该团队之前的研究工作所强调的

肿瘤中富集的耗竭性 T 细胞、I型辅助

性 T 细胞以及调节性 T 细胞均主要受

肿瘤本身的影响，该影响进一步被报道

通过 T 细胞受体进行关联。对于髓系

细胞亚群，团队之前所强调的高表达

SPP1（骨桥蛋白）的巨噬细胞也主要受

肿瘤内在因素影响。同时，该研究揭示

了该类细胞的促转移表型，强调了针对

该类细胞设计药物靶点的重要性。此

外，研究者在肿瘤转移灶发现两种状态

的树突状细胞，分别受肿瘤本身和器官

类型的影响较大，揭示了不同树突状细

胞在肿瘤中的不同作用。 （崔雪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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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林在做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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