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技最前线】 医学研究与发表

2016年12月   第2卷    第4期212

其中一半的受试者每天给予 2 次、

每次 120 mg 的银杏，而另一半的

受试者则给予安慰剂。结论是：

银杏并没有降低阿兹海默症或者

老年痴呆症的发病率。

3.  鱼油

一些观察性研究发现了血液

中欧米伽 3 脂肪酸的高水平与患

老年痴呆症的风险降低之间的联

系。例如，近来发表在 Journal 

of Alzheimer’s Disease 上的一项

对于 185 名年过八旬及以上的老

年人的研究表明，那些血液中欧

米伽 3 脂肪酸水平较高的人们在

一个 10 分钟的认知测试中的成

绩较好。但是 2012 年 Cochrane 

Library 通过对来源于 3 个临床实

验的数据进行回顾发现：3536 名

超过 60 岁的老年人摄取了鱼油类

补脑药物 6-40 个月，然而他们的

认知功能并没有提高。

所以，到底采取什么样的方

式能提高大脑功能呢？

答案是： 锻炼加合理的饮食。

锻炼身体能够阻止认知功能减退。

多摄入蔬菜，坚果，谷物，橄榄油，

豆类，鱼，禽肉和每天一小杯红酒。

少吃红肉，甜食和油炸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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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A:女性雄激素过多症的生物指标，及对运动会 
反兴奋剂检测的影响

魏婷婷

目前，有关里约奥运会的新

闻成了每天的今日头条，亮点不

断，吐槽也不断，但历届奥运会

赛程的公平、公正问题一直是关

注的焦点，近期 Clinical Chem-

istry 在线刊登的一篇综述，回顾

了前列腺特异性抗原（PSA）在

受激素调节的组织和女性恶性肿

瘤中的表达情况，证实了 PSA可

以作为女性雄激素过多症的标志

物，并通过最新一代的超敏的

PSA 检测方法的研发，发现了将

其运用到运动会兴奋剂药物检测

的潜在价值。

临床上 PSA 是公认的检测

男性前列腺癌的生物标志物，但

PSA 不是前列腺特异性的，该综

述回顾了以往有关 PSA 的研究，

发现很多受激素调节的女性组织

如乳腺、尿道旁腺体及某些恶

性肿瘤也可以产生 PSA，但其作

用常常被忽视。尽管女性血清中

PSA 的含量距男性相差 1000 倍

之多，但是雄激素分泌过多的女

性，PSA 的含量要比健康女性高

的多，曾有报道发现多囊卵巢综

合征（PCOS）、多毛症及一些乳

腺癌的女性患者常有雄激素分泌

过多的表现，她们的血清中可检

测出高浓度的 PSA，原因是因为

PSA受雄激素的调节，雄激素分

泌过多可以促进 PSA 的分泌。这

表明 PSA 不仅是前列腺癌的特异

性指标，也可以作为女性多种临

床疾病的潜在诊断标志物。

为了能检测到更低浓度的

PSA，PSA 的超敏检测试剂盒

在不断地改良，灵敏度不断提

升，检测极限越来越小，最近

Nikolenko 等人研发出了一种灵敏

度非常高的 PSA 试剂盒，利用电

发光技术，检测极限可精确到复

合 PSA 2 fg/ml，游离 PSA 20 fg/

ml，足以检测到女性血清中的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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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k，日本的 Obokata Haruko。探

讨造假的原因，其内因肯定在于

个人，某些人在成长过程中所培

养的品性，使其完全漠视学术道

德规范，轻视学术声誉；而造假

的外因则可能来自于很多方面，

例如国内外日趋激烈的科研环境

带来的考核压力、科研成就带来

的重大经济与学术上的利益等。

这些因素在特定时间内相结合，

就为造假提供了原动力。

阻止造假离不开引导和监管。

引导能从源头上端正个人的态度，

促使大家都遵守学术道德规范，

但潜移默化的过程周期较长；监

管则属于辅助性强制性措施，能

有威慑作用，但由于造假本身的

强隐蔽性，监管往往面临着较大

的挑战。对于一个普通科研工作

者而言，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

造假带来的危害（浪费科研经费、

社会资源、时间等自不必说，其

对个人和无辜人士所带来的恶劣

影响将烙印终生），并在日常工作

中严格遵守学术道德规范，才能

消除造假的可能，保持科研环境

的纯净，并最终由此受益。

科研的路漫漫而长远，我们

需要面对的并非仅仅是科学研究

方面的问题。

量的 PSA，这不但可以帮助鉴别

不同的临床疾病，同时有望用于

运动会女运动员是否服用甾类激

素药物的检测。

如今运动会上常出现服用兴

奋剂类药物的作弊行为，同化激

素（特别是睾酮）是最常用的一

种，而世界反兴奋剂机构（World 

Anti-Doping Agency）常面临的

挑战是需要更新、更敏感的方法

来检测不断出现的新的违禁药物，

测出更低幅度的浓度变化。因此，

鉴于 PSA 受雄激素调节、女性

雄激素过多时 PSA 会分泌升高，

PSA 有望成为检测女性运动员是

否外服雄激素类药物的辅助诊断

指标，并且新一代的超敏 PSA 检

测试剂盒也会起到革命性的促进

作用，希望检测手段的推陈出新

能使运动会更加地公正、公平、

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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