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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眼首次看到新颜色
有望用于治疗色盲症

本报讯 一种新型设备让 5 名受试

者看到了一种人类从未见过的强烈的

蓝绿色。未来，该设备有望帮助色盲症

患者获得正常视觉。近日，相关论文发

表于《科学进展》。

人类通过视网膜感知色彩。视网

膜通常包含 3 种感光视锥细胞———S、

M 和 L 型。它们分别吸收蓝光、绿光

和红光光谱范围的光线，随后向大脑

发送信号。当人们观察可见光谱蓝绿

端的光线时，由于不同视锥细胞的光

谱响应范围存在重叠，因此至少会有

两种视锥细胞同时被激活。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Ren Ng

想知道，如果只有一种视锥细胞被激

活，人们会感知到什么颜色。这个灵感

来源于其他研究团队开发的一种名为

Oz 的科研设备，后者使用的激光系统

能够只刺激一种视锥细胞。

Ng 团队与 Oz 设备的研发人员合

作，对该设备进行了升级，使其能够将

光线精准投射到视网膜上约 1000 个

视锥细胞组成的微小方形区域内。Ng

解释说：“刺激单个视锥细胞无法产生

足够的神经信号形成色彩

感知。”

研究人员在 5 位受试

者身上测试了升级后的设

备。在实验过程中，该设备仅

刺激一只眼睛的 M 型视锥

细胞的一小块区域，而另一

只眼睛保持闭合。结果显示，

所有受试者均看到了一种蓝

绿色，比他们以前看过的任

何颜色都要强烈，研究团队将其命名为

olo。“这种色彩难以言表，具有非凡的明

亮度。”同样看到过 olo的 Ng说。

为验证实验结果，参与者进行了

颜色匹配测试。每位受试者都观看了

olo 和第二种颜色，他们可以通过表盘

调整标准可见光谱上的任意色调，直

至两者达到最接近的状态。所有受试

者都认为，第二种颜色调节至强烈的

青绿色，与 olo 最为吻合。

英国伦敦大学学院的 Andrew

Stockman 评价此项研究“颇具趣味

性”，同时具有医学应用潜力。他指出，

该设备未来可能帮助红绿色盲患者获

得正常色彩视觉，因为这种色觉缺陷

有时源于 M 型和 L 型视锥细胞对极

为接近的光谱波长产生相似响应。

Stockman 表示，选择性刺激特定

视锥细胞可能扩大患者的色觉感知范

围，但仍需通过临床试验加以验证。

（李木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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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研究人员呼吁应该向年轻人提

供更多关于预防干眼症的建议。近日，一

项首次进行的研究发现，90%的参与者至

少表现出一种干眼症症状。相关研究论文

发表于《眼表》。

许多人都深受干眼症困扰。当眼睛无法

分泌足够的泪液，或分泌的泪液质量较差、缺

乏足够的脂质或黏液，就会导致泪膜稳定性

差、泪液蒸发过快，从而患上这种疾病。

干眼症有多种风险因素，包括压力和佩

戴隐形眼镜等。患者眼部有异物感、瘙痒或

刺痛、发红、对光敏感以及视力模糊等，且

在女性中更为普遍。而研究显示，在 18 岁

至 25 岁的人群中，主要风险因素是屏幕使

用时间。

该研究由英国阿斯顿大学 Rachel

Casemore领导，共追踪了 50名 18岁至 25岁

的年轻人。研究人员在参与者中观察干眼症

的症状，研究他们的生活方式，并在一年后回

访，了解病情是否有进展。

初步研究显示，56%的参与者患有干眼

症，而 90%的人至少有一种相关症状。约半

数参与者的眼中损失了至少 25%的睑腺，

后者负责产生泪膜的外层脂质层，其功能

是防止泪液蒸发，从而维持泪膜稳定和眼

睛湿润。一年后，研究人员发现参与者的干

眼症病情显著加重。

此外，研究人员发现，参与者的屏幕使用

时长与眼表干燥迹象存在关联———他们平均

每天注视屏幕 8小时。

因此，研究人员得出结论：有关干眼症症

状及进展的证据表明，需要尽早识别潜在的

早期迹象，并识别那些可能发展为干眼症的

个体，以便在病情恶化前加以控制。

干眼症可以通过各种方法来缓解。

Casemore 表示，最简单的方法包括定期休

息，进行眨眼训练以确保睑腺释放油脂并

保持水分。摄入健康均衡的饮食也很重

要，特别是包含欧米伽 -3 脂肪酸的食物，

如富含油脂的鱼类，同时保持规律的睡眠

习惯。

Casemore建议，睡眠模式不规律的人群

应寻求专业指导。隐形眼镜佩戴者需定期检

查以实现最佳佩戴，并遵守更换周期、佩戴时

长、清洁规范及安全建议，如不戴着隐形眼镜

睡觉、洗澡或游泳等。

“令人担忧的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出现

干眼症症状，一些研究人员已将其称为一种

‘生活方式流行病’。”他说，“我们打算继续探

索此次研究发现的潜在泪液和睑板腺油脂生

物标志物，并进一步探索饮食对干眼症的影

响。” （蒲雅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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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科学家发现，与在

较暖季节受孕的人相比，在较

冷季节受孕的人似乎拥有更

高的褐色脂肪组织活性、较高

的能量消耗、较低的体重指数

（BMI），并且内脏器官周围的

脂肪堆积更少。这些发现基于

对逾 500 名参与者的分析，显

示出气候条件对人体生理的

潜在作用。相关研究近日发表

于《自然 -代谢》。

尽管饮食习惯和锻炼是

减脂的关键指标，但暴露于

寒冷和温暖环境对此也有影

响。相比天热的时候，在较冷

温度下身体会通过褐色脂肪

组织活动产生更多热量，而

以白色脂肪组织形式储存的

脂肪较少。但造成褐色脂肪

组织活性个体差异的底层因

素尚未得到很好理解，尤其

是在人体中。

日本仙台东北大学医学

系的米代武司和同事分析了

683名日本健康男女个体（年

龄 3~78 岁）的褐色脂肪组织

密度、活性和产热情况。这些

人的父母在受孕和生产期间

暴露于寒冷（研究中定义为 10

月 17 日至来年 4

月 15 日）或温暖（4

月 16日至 10月 16

日）气候下。

研究发现，受

孕于寒冷季节的人

表现出较高的褐色

脂肪组织活性，与

成年后能量消耗增

加、产热增加、较低

的内脏脂肪积聚和

较低的 BMI 指数

有相关性。研究表

明，人类后代褐色

脂肪活性的决定因

素是受孕前较大的

每日温度变化和较

低的环境温度。

不过，研究者

表示，尚需更多研

究来确定其背后的

机制、对不同人群

的适用性以及其他

饮食、环境变化产生的影响，

包括在婴儿期发生的变化。

（冯维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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