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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本报记者 李晨阳

本报讯 英国研究人

员近日发表于《营养学前

沿》的研究发现，可可能

在血压升高并造成健康

风险前降低血压，进而减

缓动脉硬化。这为其在临

床实践中的潜在应用铺

平了道路。

据了解，黄烷醇是一

种在可可中发现的化合

物，萨里大学首次开展了

黄烷醇在临床环境外降

血压和减缓动脉硬化的

研究。

“高血压和动脉硬化

会增加人们患心脏病和

中风的风险。因此，研究

治疗此类疾病的创新方法至关重

要。”萨里大学心血管医学教授

C hristian H eiss说，“在考虑将可可

引入临床实践之前，我们需要测试此

前实验室环境中报告的研究是否可

以安全地转移到现实环境中，融入个

人日常生活。”

在几天时间里，11 名健康参与

者每隔一天服用 6粒可可黄烷醇胶

囊或 6粒含有红糖的安慰剂胶囊。研

究人员为参与者提供上臂血压监护

仪和一个用于测量动脉硬化程度的

脉搏波传导速度（PW V）指夹。

参与者在服用胶囊前测量血压

和 PW V，在摄入胶囊 3个小时内每

隔 30分钟测量一次血压和 PW V，然

后在后续 9个小时中每小时测量血

压和 PW V。研究人员发现，参与者

的血压和动脉硬化度只有在血压升

高的情况下才会降低，而在早上血压

低的情况下则没有产生任何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在服用可可胶

囊 8 小时后再次发现了上述影响。

研究人员认为，这第二个峰值的产

生可能是由于肠道细菌对可可黄烷

醇的代谢。

“可可黄烷醇对我们的心血管系

统，特别是血管功能和血压的积极影

响是不可否认的。”H eiss说，医生经

常担心某些降压片会把血压降得太

低。而他们的发现表明，可可黄烷醇

只有在血压升高时才会发挥降血压

功能。 （徐锐）

相 关 论 文 信 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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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相似的事情，为什么有的人更

倾向于保存美好的回忆，有的人更容

易保留糟糕的感受？

在最近发表于《自然》杂志的一篇

论文中，科学家发现，一种小分子可以

给我们的记忆打上“情绪钢印”，决定你

日后回忆起它，会感到快乐还是难过。

“更有趣的是，我们似乎可以操纵

这个‘分子开关’，决定向大脑‘写入’

积极还是消极的记忆。”论文共同第一

作者李浩说，“患有焦虑、抑郁或者创

伤后应激障碍（PT SD）的人，总是更倾

向于记住不好的感受，希望我们的发

现能够提供新的治疗方案。”

致敬经典巴甫洛夫方法

34岁的李浩是个北京出生长大的

小伙子，像很多年轻人一样，他喜欢踢

球、攀岩、看动画片和撸猫。

在山东大学获得学士学位后，李浩

前往美国深造。这篇论文是他在索尔

克研究所研究员 K ay T ye 实验室做

博士后时的研究工作。

目前，李浩已经拿到了美国西北大

学的 offer，预计在 2023 年开启自己的

独立实验室。

“几乎一切生物行为的动机，都可

以归结为两大类：寻求奖励或者逃避

惩罚。如果神经系统在动机的处理上

出现了失调，就会导致焦虑、抑郁、成

瘾等问题。”李浩向记者解释。

早在 19世纪 90年代，俄国著名生

物学家巴甫洛夫就用一系列经典的条

件反射实验，展现了生物在面对“奖

惩”时的生理反应。

他的实验方法几乎家喻户晓：让狗

看到食物，并且测量它的唾液分泌。之

后，每次给食物，都同时提供一个响铃

的声音。不久后，即使没有食物，狗也

会在铃声响起时自动分泌唾液。

在最新的这篇论文中，李浩等人也

采用了经典的“巴甫洛夫条件反射实

验法”。在奖励行为模型里，他们会先

给小鼠听一段音频，然后给它们喝一

点糖水；在惩罚行为模型里，则先给小

鼠听另一段音频，然后对它们的足部

做一次电击。

像巴甫洛夫的狗一样，在听到一种

声音时，小鼠很快就能预测之后会出

现好的还是不好的事情，同时做出相

应反应。接下来的实验，就交给更加先

进的现代生物学技术了。

张锋团队协助设计“基因魔剪”

研究人员发现，小鼠的大脑会根据

奖励或惩罚调控一种小分子多肽———

神经紧张素（neurotensin）的释放。

在奖励学习中，神经紧张素会加强

释放到杏仁核之底侧核，促使这里的

神经元对奖励刺激产生反应，从而增

强奖励学习。

而在惩罚学习里，神经紧张素的释

放会被抑制，从而促使杏仁核之底侧

核对惩罚刺激产生反应，并且增强惩

罚学习的效率。为了进一步了解神经

紧张素是怎样工作的，他们运用“基因

编辑魔剪”———C R ISPR - C as9 系统，

敲除了杏仁核特定神经元中编码神经

紧张素的基因。

被敲除基因后的小鼠，很难再把糖

水的甜美和相应音频联系在一起，但

它们对负面信息的反应变得更加强

烈：当与足部电击相关的声音响起时，

会更快地被“吓跑”或者“惊呆”。

这说明，大脑的默认状态就是倾向

于恐惧的，而神经紧张素的存在，能帮

助打开与积极学习有关的神经元。“从

进化的角度看，这是有道理的，因为它

有助于人们避免潜在的危险情况。”

T ye说，“那些善于发现最糟糕情况的

人，可能会对这个结果比较有共鸣。”

值得一提的是，T ye曾和著名华人

科学家、B road 研究所教授张锋在同一

个实验室工作。她在斯坦福大学 K arl

D eisseroth 实验室做博士后时，张锋也

在这里读博士。在这项研究中，张锋团

队协助设计了实验用的 C R ISPR 系

统———这也是 C R ISPR 首次被用于分

离特定的神经递质功能。

相关论文信息：

小分子给记忆打上“情绪钢印”

本报讯 日本理化学研究所 Piero

C arninci、G iovanni Pascarella等研究人

员合作发现，重复元件的重组产生人类基

因组中的体细胞复杂性。这一研究成果近

日在线发表于《细胞》。

研究人员将重复元件的短和长 D N A

读数测序与一个新的生物信息学管道结

合起来，进而发现 A lu 和 L1元件的体细

胞重组在人类基因组中是广泛存在的。

这些分析发现了组织特异性的非平行

同源重组特征；此外，研究人员发现中心粒

和癌症相关基因富含可能作为重组热点的

逆转录元件。研究人员比较了人类诱导的

多能干细胞和分化的神经元的重组概况，

发现神经元特异性的重复元件重组伴随着

细胞命运决定期间的染色质变化。

最后，研究人员报告了体细胞重组图

谱在帕金森病和阿尔茨海默病中的改变，

并表明在神经变性中逆转录元件重组和

基因组不稳定性之间存在联系。这项工作

强调了重复元件的体细胞重组对健康和

疾病的基因组多样性的重要贡献。（柯讯）

相关论文信息：

重复元件重组产生人类基因组体细胞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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