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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记忆为何难掩旧记忆

睡眠研究揭示大脑新机制

（上接第 8版）

本报讯 大脑是如何做到学了新东

西不忘旧东西的？科学家一直试图解开

这个谜团。一项近日发表于《自然》的研

究发现，至少在小鼠中，大脑会在睡眠的

不同阶段处理新旧记忆，以防两者混淆。

“假设这一发现在其他动物中得到

证实，我敢打赌它也会发生在人类身上。

因为记忆是一个拥有古老进化历程的系

统。”美国纽约大学的系统神经科学家

Gyorgy Buzs佗ki说。

科学家早就知道，在睡眠期间，大脑

会“重播”最近的经历———参与该经历的

神经元会以相同的顺序放电。这种机制

有助于将这些经历固化为记忆，并为长

期存储做准备。

为了研究睡眠期间的大脑功能，研

究团队利用了小鼠的一个奇怪行为，即

在睡眠的某些阶段，小鼠的眼睛会部分

睁开。

研究人员在每只小鼠睡觉时监测它

的一只眼睛。结果发现，在深度睡眠阶

段，小鼠瞳孔会先缩小然后恢复到原本

的大小，并重复这一过程，每个周期持续

约一分钟。神经元记录显示，当其瞳孔

缩小时，大脑的大部分区域正在对经历

进行回放。

据此，研究人员提出：“瞳孔大小是

否与记忆处理有联系？”为了回答这个

问题，他们采用了光遗传学技术。该技

术利用光触发或抑制大脑基因工程神经

元的电活动。

首先，研究人员训练基因改造小鼠

找到隐藏在平台上的甜点。训练结束后，

当小鼠入睡时，研究人员采用光遗传学

技术抑制与经历重放有关的神经元放

电。他们在小鼠瞳孔缩小和放大的睡眠

阶段都进行了这样的操作。

结果发现，在瞳孔缩小的睡眠阶

段抑制神经元放电的小鼠，被唤醒后

会完全忘记甜点的位置。“我们抹去了

小鼠的记忆。”论文作者、美国康奈尔

大学的系统神经科学家唐文博（音）

说，抑制瞳孔放大阶段的神经元放电，

被唤醒后的小鼠依然能直接找到甜点

的位置，这表明它们的新记忆被完整

地保留了。

不过，该团队的其他实验表明，瞳孔

放大阶段有其自身的功能———它有助于

大脑处理已建立的记忆，即小鼠前几天

形成的记忆，而不是当天形成的记忆。

“瞳孔放大状态下，大脑保留旧记

忆；瞳孔缩小状态下，大脑‘吸收’新记

忆。”论文作者、康奈尔大学物理学家

Azahara Oliva说，这两个阶段揭示了大

脑是如何在整合新知识的同时完整保留

旧知识的。

先前建立的记忆被新的记忆扭

曲、覆盖，这种现象被称作大脑的“灾

难性遗忘”。

事实上，“灾难性遗忘”同样影响着

人工神经网络———这些以大脑为模型的

算法，是当今许多人工智能（AI）工具的

基础。

唐文博表示，对大脑如何避免“灾难

性遗忘”的研究可能会启发一些算法的

相关研究，帮助 AI模型避免这个问题。

（徐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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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器官移植供需矛盾突出，截至

去年 10月，我国 17.1万器官衰竭患者等待

移植，其中等待肾脏的有 144695人，肝脏为

22102人，心脏为 3316 人，器官移植供需比

为 18.36。

国外有研究发现，聚焦接受者或等待

名单故事的广播广告能有效促进公众对

器官捐献的支持，其中幸福诉求在化解公

众不信任的难题上效果更佳。国内研究则

剖析出，潜在器官捐献者家属拒绝捐献的

主要原因包括对机构缺乏信任、担心自身

权益受损、未接受器官捐献宣教、学历偏

低、年收入不高等。

因此，强化器官捐献科普宣传势在必

行，借此增进大众尤其是患者家属的信任与

认知，从而提高捐献率。值得一提的是，目前

国内诸多医院纷纷开设微信公众号专项宣

传，成效初显。

器官捐献“稳步前行”

供需矛盾依然突出

在器官捐献体系建设方面，信息化与智能化管理系统的应

用持续深化，相关的器官保存技术也在不断改进。华中科技大学

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器官移植中心基于 5G和 AI技术的器

官获取全流程远程交互系统，将病史信息、伦理程序、获取手术、

器官评估等工作进行全流程数字化管理，实现供体精细评估与数

据高效管理。在器官获取与转运环节，诸多新设备、新技术斩获实

质性突破。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研发的国内首个 AI

智能离体器官转运装置箱专利已成功获批，其具备器官环境实时

监测报警、远程开锁、转运记录回溯等功能，结合减震、抗菌等设

计，确保器官转运安全可控，同时引入机器学习优化交互系统，新

增移植前 HLA匹配、等待者维护、获取器官质量评估等业务板

块。低温含氧机灌注（HOPE）技术在肝脏和心脏移植中展现出延

长保存时间、降低发病率、提高存活率等优势。

国际上，美国一项关于新型便携式低温含氧机械灌注

（HMP-O2）设备的随机对照试验表明，HMP-O2通过限制缺血再

灌注损伤，在肝移植物保存方面安全且非劣效于静态冷藏（SCS），

可以改善受者早期临床功能。

捐献体系与技术日渐成熟

2024年 5月 1日，《人体器官捐献和移植条

例》正式施行。该条例依据民法典完善了器官捐

献的条件和程序，将实践经验固化上升为法规制

度，进一步优化器官捐献的工作机制。

同期，卫健委发布关于《人体器官移植伦理

委员会工作规则》的通知，新增的活体器官捐献

人心理状况评估是一大亮点。此外，供肾保存、免

疫功能检测等相关指南的发布使器官移植临床

工作更为规范和高效。国外也有新指南和书籍发

表，如《从创伤患者获取器官》。

回首 2024年，器官捐献和移植领域在基础

研究、临床应用和法规指南等方面稳步发展。展

望未来，我们期望器官捐献和移植能够跨越新高

度，为更多等待治疗的患者带来希望与新生。

（作者蒋继贫系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

属同济医院器官移植研究所临床部副主任、应小

青系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器

官移植研究所硕士研究生）

完善伦理法规与建立相关指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