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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为什么抓挠被蚊子咬过的

地方能带来片刻愉悦？科学家通过小

鼠实验发现，这能激活一种免疫反应，

有助于保护皮肤免遭感染。这也解释

了为什么挠痒痒会让人感到满足。近

日，相关研究发表于《科学》。

“令人兴奋的是，现在有了抓挠引

起炎症的分子基础。”美国圣路易斯华

盛顿大学医学院的免疫学家 Aaron Ver

Heul 认为，这项工作很“严谨”且“做得

非常好”。

尽管过度抓挠会损伤皮肤，但几乎

所有动物都会挠痒痒。人们普遍认为

抓挠是为了清除寄生虫和刺激物。“但

我们一直相信可能还有其他原因。”

Ver Heul说，毕竟有些虫子在发痒前就

已消失，例如蚊子。

为了找到问题的根源，美国匹兹堡

大学的皮肤免疫学家 Dan Kaplan 和同

事在小鼠耳朵上涂抹了一种合成过敏

原，诱发了一种名为过敏性接触性皮炎

的皮肤炎症。当对照组小鼠抓挠时，它

们的耳朵会肿胀并充斥一种免疫细

胞———中性粒细胞。

然而戴上项圈的小鼠却无法抓挠

自己的耳朵，与对照组相比，它们的耳

朵肿胀程度更轻，中性粒细胞也更少。

此外，缺乏瘙痒感应神经元的生物工程

小鼠也表现出类似的低反应。这一实

验表明，抓挠行为会加剧炎症。

为进一步了解抓挠后会发生什么，

科学家研究了抓挠耳朵的普通小鼠。

他们注意到，在抓挠部位，疼痛感应神

经元会释放出一种强效的神经系统信

使———P 物质，后者激活了关键白细

胞———肥大细胞。这些细胞是引发过敏

症状的核心。它们将中性粒细胞吸引

到抓挠部位，从而引发炎症。

已知过敏原可以直接激活肥大细

胞。新研究发现，肥大细胞也可以通

过抓挠及其引发的一系列操作被间接

激活。

“如果小鼠抓挠并激活第二条途

径，中性粒细胞的炎症反应就会大大增

加。抓挠是炎症发生的关键因素。”

Kaplan说，“这有点出乎意料。”

作者还研究了动物的皮肤微生物

组，即生活在皮肤上的细菌集合。在接

触过敏原一天后，可以实现抓挠的小鼠

耳朵感染金黄色葡萄球菌的可能性要

低于不能抓挠的小鼠。这表明抓挠具

有抗菌作用，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挠

痒痒会让人感到愉悦。

Kaplan 指出，值得注意的是，这项

研究关注的是急性瘙痒，而不是慢性瘙

痒。慢性瘙痒可能会导致皮肤损伤，给

金黄色葡萄球菌更多可乘之机。

深入了解这一机制可能会帮助慢

性瘙痒（包括湿疹和糖尿病）患者。研

究还发现，人体有一组神经负责传递

瘙痒信号，另一组神经通过增加炎症来

响应瘙痒。如果科学家能将它们分离，

就能一次阻断一组神经。当瘙痒令人

痛苦，但伴随的炎症有利于免疫反应

时，这种特异性行为可能是有用的。

“‘痒—抓’的恶性循环是难以打破

的。希望通过识别这样的回路，能够找

到更好的疗法。”Ver Heul说。

（赵宇彤）

相关论文信息：

挠痒痒为何让人愉悦

（上接第 7版）

王拥军介绍，该计划会对参与者

进行为期一年的半脱产培训，旨在培

养 7 种能力。第一是过硬的专业技能，

“临床能力薄弱就发现不了问题，但做

研究就是为了满足临床需求”。第二是

文献跟踪能力，“现在全世界每天发的

脑血管病文章平均约 30 篇，需要快速

掌握跟踪”。第三是临床流行病学和临

床研究方法学，包括如何立项、设计研

究项目、争取经费、最终发表等。基于

此，王拥军还兼任首都医科大学临床

流行病学与临床试验学系主任。第四

是国际交往和沟通能力，“在国际舞台

上能讲明白研究很重要”。此外，还包

括基础研究经验、项目管理和协调能

力，以及对相关法规的掌握程度等。

同时，王拥军在天坛医院实行了

“科研带徒弟计划”，通过一个项目带

一个人，帮助年轻医师在科研上丰满

“羽翼”，早日“单飞”。

“如果没有这些素质，光有伟大的

梦想，那就是眼高手低。做临床研究，

做医师科学家，要‘顶天立地’，既有远

大理想，又能脚踏实地。”王拥军说，没

有医师科学家就没有医学的未来，更

没有患者的未来。

“让中国跟上世界医学的节奏”

此次斩获“威廉·费恩伯格卒中卓

越贡献奖”，王拥军在现场听得最多的

话是“希望和中国合作”“希望有一起

合作的机会”。

随着中国临床研究的崛起，加之

西方国家面临研究成本高昂、研究病例

入组缓慢等困境，王拥军认为，应该抓住

这一时机，让中国成为全球临床研究的

主导国。“我们不能只是全世界科研证据

的使用国，还要成为出口国。”

临床上，为落实《健康中国行

动———心脑血管疾病防治行动实施方

案（2023—2030 年）》，中国卒中学会提

出，到 2030 年使国内所有二级及以上

可收治脑血管病的医疗机构全部开展

静脉溶栓治疗，中国缺血性卒中患者

静脉溶栓比例提升至 80%，动脉取栓

治疗率提升至 30%，再灌注治疗的安

全性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但现在，国内静脉溶栓治疗率还

不到 40%，动脉取栓治疗率只有 7.1%。”

王拥军已布局好接下来的五年工作计

划：第一，继续冲击卒中 2%的复发率，并

于今年完成 CHANCE-4研究；第二，继

续降低卒中致残率，同时于今年完成

TRACE4和 TRACE5研究；第三，为未

来的重大新药提供新靶点。

在获奖当晚的冷餐会上，世界卒

中大会（WSC）的三任主席开玩笑地问

他：“CHANCE 研究、TRACE 系列研

究的编码要编到多少？”他的回答是

“目标没实现，永远有编号”，因为做研

究不是为了研究本身，而是为了解决

问题。

王拥军透露，今年 5 月，他们将和

欧洲签订一项战略协议，以整合中国

和欧洲的研究资源，促进双边医生的

往来和交流学习。另外，在中国科协指

导下，他计划出版新刊物 ，

并于今年 7 月在北京召开中国脑健康

大会。“未来学会、杂志、平台融为一

体，可以吸引全世界更多的科学家关

注中国的研究，并与中国科学家合作

解决世界难题。”

从 1992 年的循证医学到 21 世纪

初的精准医学，再到未来的高清医学，

王拥军说：“我们这一代人的梦就是中

国能跟上世界医学发展的节奏。如果

我们跟不上节奏，中国的患者就得不

到全世界最好的医疗，那就是我们的

失职。所以，我们不仅要紧跟，还要努

力超越。”

王拥军：十年“冷板凳”，咬着牙做“卓越的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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