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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华中科技大学教授刘刚

团队开展了健康社会决定因素与 2 型

糖尿病患者的预期寿命和未来健康风

险的关联研究。相关成果近日在线发

表于《柳叶刀 - 老龄健康》。

研究发现，在 2 型糖尿病患者中

有利的健康社会决定因素与糖尿病

并发症风险降低和预期寿命延长显

著相关。结果表明，健康社会决定因

素这一上游驱动因素不容忽视。研究

成果为糖尿病并发症的防控提供了

新视角。

研究团队根据经济状况、教育可

及性和质量、医疗可及性和质量、邻

里建成环境、社会支持情况这 5 个维

度构建综合评分，将健康社会决定因

素划分成 3 个不同水平，并进一步量

化健康社会决定因素水平对糖尿病并

发症风险和预期寿命的影响。

研究团队通过大数据分析了约

2.5 万名 2 型糖尿病患者的长期随访

数据。结果表明，这些因素在降低糖

尿病并发症风险和延长预期寿命中扮

演至关重要的角色。具体而言，有利

的健康社会决定因素能使糖尿病并发

症风险显著降低 15%至 50%，同时使

平均预期寿命延长 1.6 至 4.4 年。

研究指出，在 2 型糖尿病患者中

改善健康社会决定因素，可显著降低

糖尿病并发症的发生风险、延长预期

寿命。研究提示，健康社会决定因素

这一上游因素对于糖尿病并发症的防

控至关重要。在政策制定层面，应当

采取积极措施改善健康社会决定因

素，促进健康公平，以减轻糖尿病的

疾病负担。 （李思辉 何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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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Npj 数字医学》

在线发表了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

院唐毅教授团队一项有关计算机

化认知训练的量效关系研究成果。

据悉，该研究首次基于真实世界数

据系统揭示了计算机化认知训练

的量效关系，证实了计算机化认知

训练具有年龄依赖性的量效关系，

为计算机化认知训练的最佳剂量

选择和临床应用提供了循证医学

证据，也为非药物干预的量效研究

提供了新的研究范式。

计算机化认知训练是一种基

于神经可塑性原理改善认知功能

的非药物干预技术。它在认知障碍

疾病病程早期即可应用，无明显不

良反应，并可实现个体化干预。与

药物治疗相似，清晰明确的量效关

系是计算机化认知训练规范应用

的基础。

然而，尽管计算机化认知训练

改善认知功能的疗效已被诸多研

究证实，但是其剂量与疗效间的关

系仍不明确。如何为患者选择最佳

有效干预剂量是目前亟须解决的

问题。

据了解，该研究纳入了 8709名

40岁及以上诊断为主观认知下降、

轻度认知障碍或轻度痴呆的受试

者，每位受试者接受了至少 2 周的

计算机化认知训练。受全基因组测

序技术的启发，该研究将个体在真

实世界中的纵向认知训练数据切

片成以周为单位的数据分析单元。

每周训练频次以天为

单位设置了 1 到 7 天

共 7个剂量组，每天训

练时长以 5 分钟为间

隔设置了 13 个剂量

组。研究观察的结局指

标为每周的认知功能

变化。

研究发现，在全人

群中，训练效果随每周

训练频次和每天训练

时长的增加而增加，直

至达到最大疗效。对于

60 岁以下人群，每周

训练 6 天、每天训练

25~30 分钟疗效最佳；

对于 60 岁及以上人

群，每周训练 6 天、每

天训练 50~55 分钟可

以获得最佳疗效。在

达到最佳剂量前，疗

效随着剂量的增加而

增加，亚组分析结果

提示这种趋势在不同

认知障碍程度的人群

中均存在。

据悉，唐毅为论文

的通讯作者，首都医科

大学宣武医院刘立洋医师、北京大

学汪海波教授为共同第一作者。

（张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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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

研究院联合美国纪念斯隆 - 凯特琳

癌症中心、埃默里大学研究团队发

现，在导致突破性真菌血流感染的近

平滑念珠菌临床菌株中，很多菌株对

抗真菌药物米卡芬净存在一种有别

于经典耐药的表型———异质性耐药，

且肠道定植有异质性耐药菌株的患

者发生突破性真菌血流感染的风险，

显著高于仅有敏感菌株定植的患者。

这一特殊药敏表型在各国菌株中普

遍存在。相关研究成果近日发表于

《自然 - 医学》。

接受器官移植的患者长期处于免

疫缺陷状态，易发生包括侵袭性真菌

感染在内的各种重症感染。目前这类

感染的发生机制尚不明确，难以快速

找到有效的用药方案。

研究团队发现，由于现有临床药

敏检测手段将零异质性耐药菌株全

部鉴定为敏感菌株，会误导抗真菌药

物的选择。为此，团队运用机器学习

模型算法，通过不超过 10 个基因组

特征对异质性耐药表型作出了较准确

的预测。

团队首先分析了 2016 至 2020 年

间在纪念斯隆 -凯特琳癌症中心接受

造血干细胞移植的 952 名患者中发生

的突破性真菌血流感染病例，发现近

半数由近平滑念珠菌造成。这些病人

在移植期间均使用了棘白菌素类药

物———米卡芬净。通过对这些菌株进

行菌落谱型分析，研究人员发现其中

多数对米卡芬净发生了异质性耐药。

通过综合分析 200 多例移植病人的临

床信息、肠道菌群信息和肠道 / 血液

近平滑念珠菌菌株的药敏表型，研究

人员发现 29 名在移植期间出现近平

滑念珠菌肠道定植的患者中，定植有

异质性耐药菌株的患者发生突破性真

菌血流感染的风险显著高于仅有敏感

菌株肠道定植的患者。

为探索临床菌株中出现米卡芬净

异质性耐药的普遍性，该研究在美国、

中国、法国、德国等不同医疗机构共

219 株近平滑念珠菌中均发现了对米

卡芬净异质性耐药的菌株。这预示着

这一具有重要临床意义的药敏表型，

可能在更广泛的地域范围影响棘白

菌素类药物预防和治疗真菌感染的

效力。

该研究构建了一个基于不超过 10

个基因组特征预测异质性耐药表型的

机器学习模型算法，并进行了概念验

证，为未来开发可应用于临床的异质

性耐药快速检测法奠定了基础。

（刁雯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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