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你与朋友大吵了一架，落败的一方

往往会因为社交失败产生压力。那么，

压力之下，失败者还能睡得着吗？

至少在老鼠身上，答案是肯定的。压

力激活了老鼠的中脑细胞，不仅促进了睡

眠，还缓解了由压力引起的焦虑。

乍一听，好像不太合理。近日，上述

实验结果以论文的形式发表于

杂志。

论文第一作者、帝国理工学院研究

员喻晓告诉记者：“我们研究发现了链接

睡眠与压力的大脑机制。简单说，睡眠

可以帮助缓解压力。”

“睡眠可以作为干预手段，预防或者

治疗由压力引发的精神症。”论文通讯

作者、西京医院麻醉学专业教授董海龙

表示，未来还将与帝国理工学院开展深

入的合作研究，寻找治疗焦虑、抑郁等精

神疾病的靶点。”这也是西京医院首篇

论文。

睡一觉，赶走压力

日常生活中，每个人都曾遭受过一

些较为严重的压力刺激。

有些压力可能源于外部环境带来的

恐惧和惊吓，有些压力可能源于社交上

的冲突，还有些压力可能源于工作和家

庭的负担……这些压力或多或少会引起

焦虑等不适的心理状态，甚至引发身体

的不良反应。

论文共同第一作者、西京医院主

治医师赵广超指出，医学上将这些不

良因素导致负性的身心异常反应统称

为应激。“如何良好地控制应激，让身

心状态得到有效舒缓，对人们的健康

尤为重要。”

在以往研究中，科研人员发现，处于

压力应激后，睡眠会发生改变，比如产生

失眠、多梦等表现。

睡眠作为一种机体恢复健康状态的

重要调节方式，能否对压力应激后异常

情绪的调节起到积极作用？长期以来，这

一直是神经科学和精神病学领域的研究

人员试图解答的问题。

为此，董海龙团队与帝国理工学院教

授 Franks & W isden 团队开展协作攻

关，用转基因小鼠作为实验对象，发现脑

部的神经元对睡眠调控有重要作用。

研究团队通过本文开篇提到的小鼠

社交挫败模型，证实了应激可以持续激

活中脑腹侧被盖区一类特殊的 G A B A

能抑制性神经元。这种神经细胞可以增

加睡眠时间，并使社会压力引发的焦虑

得到有效缓解。

赵广超告诉记者：“这一类特殊的神

经细胞还可以通过抑制下丘脑中一种促

皮质素释放因子（C R F）的释放量，减轻

全身的应激反应。”

换个通俗的说法就是，好好睡上一

觉，可以赶走压力和焦虑。

遇到压力，多睡还是早起

“我挺好的，今晚想去泡个吧！”

一些年轻人在遭遇应激后，比如

失恋了，往往会选择一些自己认同的

解压方式，比如泡吧、喝酒、熬夜等。董

海龙对此非常不认同，他告诉记者：

“此时，机体需要恢复性睡眠，而不是

买醉和熬夜，控制不好会产生焦虑甚

至抑郁。”

他还表示，此项研究的初衷不是为

了揭示某个疾病，而是希望发现重要的

生理现象和机制。

那么，压力产生后，应该

多睡还是早起呢？这也是一个

争论很久的问题。

赵广超从临床上发现，处

理该问题的方式并不唯一。但这篇论文的

研究结果表明，当社交冲突发生时，多睡

可以让机体形成内源性保护。

董海龙和 Franks & W isden 团队

的合作可以追溯到 2016年。双方已经

有两项研究成果分别在 2018年和 2021

年 发 表 于 和

。

算起来这是双方合作发表的第三篇

论文，也延续了之前的研究进展。

喻晓介绍：“

那篇论文研究的神经元跟本次研究相

同，激活或者抑制该神经元对睡眠或

者觉醒有强烈的反应，但当时我们采

取了人为的遗传学干预手段，并不能

模拟真实的生理环境。”

赵广超是

论文的作者，他介绍了当时的实验。“我

们发现了一个特殊的现象，当中脑区域

出现损毁时，小鼠就会出现狂躁症。这

种行为与生理性睡眠和情绪的活动变化

偶联，也让我们意识到脑区对精神有影

响，并引入到最新的研究中。”

期待下一个成果问世

评审专家认为，这是一项很有趣的发

现，从投稿到发表的过程也非常顺利。

喻晓介绍， 编辑部在收到论

文一周内就转交专业的评审专家，并就

论文给出了修改和指导意见。

“我们没有被审稿人‘刁难’，相反在

审稿人指导下，论文的呈现更完整，逻辑

更严谨。”赵广超说，“审稿人还给出了一

些启发性的提示。”

为什么选择投稿 ？董海龙

介绍：“因为前面两篇论文已经投了

专业期刊，所以这次我们直接选择综

合性期刊 ，没想到反馈如此令

人振奋。”

不过，论文在成稿中遭遇了英国和

西安的疫情。赵广超还记得当时团队成

员自发留在实验室，“大家都担心一旦离

开，就进不了实验室”。

据了解，上述系列研究由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海外合作重点项目发起，同时

在推进中也得到了中英双方多项科研经

费的支持。

通过这些年的合作，喻晓也感受到

了国内科研机构的与时俱进。他说：“这

次研究需要用到高精尖的探测技术，我

们得到了北京大学 ID G 麦戈文脑科学

研究所研究员李毓龙团队的支持。”

“科学没有国界。我们的研究团队由

科学的方向和问题引导召集，大家共同

合作攻关人类未知和难解的问题。”董海

龙表示，双方的合作还在延续，说不定下

一篇论文就会发 。

相关论文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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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眠可预防压力引发的精神症
因本报记者 沈春蕾

图片来源：摄图网

本报讯近日，南方医科大学基础医学

院免疫学教研室余潇团队与美国南加州

大学王荣福团队研究发现宿主在致死性

疟原虫 N 67C 感染后的天然免疫调节新

机制。相关研究发表于《尖端科学》。

疟疾是由疟原虫感染并通过蚊媒传

播所导致的传染性疾病。由于疟原虫生命

周期的复杂性，以及过往研究对于宿主抵

抗疟原虫感染免疫应答（尤其在天然免疫

领域）的认识不足，研发有效的疟疾疫苗面

临诸多阻碍。因此，了解宿主在抵抗不同

种株疟原虫时免疫应答的异同，以及在疟

原虫感染后宿主天然免疫信号通路激活

和下游细胞因子产生对疟疾发生发展的

调节机制，对于研发有效的疟疾疫苗具有

重要的科学意义。

该研究证实了小鼠在被致死性约氏

疟原虫 N 67C 感染后，疟原虫 D N A 可活

化 cG A S- ST IN G，并通过髓样分化因子

M yD 88激活 p38信号通路，介导感染后

期 IL- 6 的产生。 IL- 6 继而促 进

C D 11b+ Ly6C hi促炎单核细胞的扩增，

以抑制 T 细胞增殖、T 细胞功能及宿主抗

疟原虫免疫反应。

研究发现了宿主在被致死性疟原虫

N 67C 感染后的天然免疫调节新机制，并

在先前研究基础上进一步拓展了

cG A S- ST IN G 通路在不同种株疟原虫感

染过程中的功能，为抗疟疫苗研发提供了

新的分子机制及作用靶点。 （朱汉斌）

相关论文信息：

揭示宿主感染疟原虫后天然免疫调节新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