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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在
记录、分析记忆如何帮我们勾
勒某人性格特点、帮我们预想
他/她在未来社会情境中可能
的表现方面，伦敦大学与哈佛
大学的研究人员已取得了一定
进展。近日，研究人员将他们发
表在《大脑皮层》期刊上的最新
科研成果作了详细阐述。

科研人员揭示的这些道理
可能不仅对那些失忆症患者，
而且对年轻人以及他们的规
划、社交能力也有所影响。研究
人员还在继续探索现有的科研
结论，他们正试着了解追忆往
事的能力是否与创造力、想象
力有着关联。

这种对未知世界的想象力
或预见力不仅对我们的规划能
力、解决问题的能力至关重要，
而且还有助于我们在社会情境
中作出更好的决策判断，同时
研究人员也希望能找到提升人
类记忆力的新途径。哈佛大学
心理学教授丹尼尔·夏克特称，

“靠过去的经历预测将来可能
发生的事”让人们无需再事事
进行真实的尝试，只要认真考
量与未来情况相似的事件即
可。

为什么有些人可能天生具
有更强的回忆往事或遥想未知
的能力？对于这个问题，人们目
前知之甚少。

许多声称能提高记忆力、
延缓认知衰退的方法，如填字
游戏、脑筋急转弯等重点关注
的都是工作记忆，即我们随时
留存在大脑中的信息。至于工
作记忆除了能提升完成某项具
体任务的能力外，是否还有更
多作用，目前有各种各样的证
据和说法。

科学家发现，人们记忆力
的作用不仅仅是记住过去，它
还被用来预测未来。夏克特的
团队着重研究的是对过往经历
回忆的针对性干预，即人们所
知的情景记忆。他们重点关注
的还有增加细节回忆的能力，
而并非整体记忆力的提升。该
研究的初步试验预计将在今年
夏天完成。

与健忘症患者交谈首先向
研究人员传递出这样一种讯
息：回忆过往经历可能对心理
时间旅行至关重要。健忘症患
者与失忆症患者一样，这两类
人群在制订计划时都显得很费
劲。

2007年，伦敦大学盖茨比
计算神经科学组的研究人员
丹米斯·哈撒比斯与其同事在

《美国国家科学院学报》上发
表的一项研究表明，五名健忘
症患者在想象与描述未来事
件时表现出来的能力都极其
有限。此发现在该领域引起了
轰动，也激发促成了更多的研
究。

之后，科学家的多次研究
都表明在想象未来情景方面，
健康年轻的成年人比记忆力减
退的老年人表现得更出色。

(据《东方早报》)

春季，感冒、肺炎频发。一般
感冒，过几天会自愈，但为什么很
多人的感冒却会发展成肺炎？

春节要预防呼吸道疾病，一
要重视提升自身免疫力；再者，要
注意环境湿度。如果湿度过小，破
坏黏膜纤毛的生理功能，容易造
成痰液黏稠或结成干痂不易排
出，使得贮留的痰液成了病毒和
细菌的滋生地。

其实，禽流感和感冒、肺炎一
样，也是一种“急性呼吸道传染
病”。

用“支持疗法”

提高自身免疫力

据媒体报道，国家卫计委及
安徽省卫生厅4月7日分别通报，4

月6日17时至7日17时，上海新增2

例人感染H7N9禽流感确诊病例，
安徽新增1例。至此，全国共报告21

例确诊病例，其中死亡6人。
禽流感，是由禽甲型流感病

毒某些亚型中的一些毒株引起
的，可引起肺炎和多器官功能障
碍。人类患上禽流感后，早期症状
与其他流感非常相似，主要表现
为发热、流涕、鼻塞、咳嗽、咽痛、
头痛、全身不适等症状。少数患
者，特别是年龄较大、治疗过迟的
患者，病情会迅速发展成进行性
肺炎、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肺出
血、胸腔积液等多种并发症。

南京市中医院主任医师、南
京非典、禽流感防治专家组成员
金小晶说，禽流感之所以凶险，是
因为这种病毒人类以前没接触
过。人体内包括肺黏膜上没有对
付它们的抗体。

为什么发展为重症的多是年
龄较大的人？金小晶说，是因为老
年人免疫功能低下，肺脏的特殊防
御机能减弱。为什么患者中也有青
壮年？是因为青壮年过度劳累、营
养不良等，也会降低免疫力。

那么，该如何预防呢？可采取
预防普通感冒的“支持疗法”———

注意休息，不过度劳累；大量
饮水；多食新鲜蔬果和高蛋白质
的食物，给免疫系统以充分的支
持。

远离烟酒，烟会影响身体对
肺炎的自然抵抗能力，酗酒者免
疫系统活性下降。

居室空气湿度最好在55%-
65%。湿度过小，容易造成痰液黏稠
或结成干痂不易排出。这样，不仅
使得贮留的痰液成了病毒和细菌
的滋生地，进一步加重感染，而且
结成干痂的痰液会固定于支气管
黏膜上皮，破坏黏膜纤毛的生理功
能，不能依靠正常运动来排痰。

为什么“治疗过迟”会发展为
重症？“治疗过迟”，病毒就会在体
内复制，因得不到抑制而蔓延；

“治疗过迟”，让病原微生物得机
从 被 撕 开 的 天 然 防 线 大 肆 侵
入……所以，“一旦出现发热、咳
嗽等急性呼吸道感染症状，尤其
是出现高热、呼吸困难者，应及时
就医！

呼吸道黏膜

是道天然免疫防线

金小晶说，我们呼吸时，随时
都会吸进好多病原微生物；甚至
一些细菌就寄生在我们的呼吸
道，比如，肺炎链球菌就为口腔及
鼻咽部的正常寄生菌群。但我们
为什么不会总是患流感等呼吸道
传染病呢？

原因是我们的“呼吸道”，是
一道天然的防止入侵者侵入的免
疫防线。

首先，它是一道阻隔病原体
的机械屏障：

呼吸道黏膜覆盖着一层纤毛
柱状的上皮细胞和能分泌黏液的
上皮细胞，纤毛不停地摆动，将被
黏液裹住的病原微生物推向鼻
腔，排出体外。

它还是天然免疫的积极参与
者：呼吸道黏膜上有游走的或固
定的吞噬细胞，它们能将病原微
生物吞噬并杀灭；黏膜下层丰富
的淋巴网，则具有着阻留和破坏
病原微生物的功能；呼吸道黏膜
分泌的溶菌酶，能够产生杀菌作
用。

呼吸道黏膜上皮细胞由于受
到某些病毒的隐性感染，常含有
一定量的干扰素，可对病毒发生
干扰作用。

呼吸道被病毒、病菌感染后，
在呼吸道黏膜部位会出现局部抗
体，具有局部免疫作用。局部抗体
性质比较稳定，不易被蛋白分解
酶破坏，且有多种抗菌与抗病毒
的作用，是呼吸道黏膜抵抗病原
微生物侵袭的一道重要防线。

因此，如果呼吸道的排菌自
净功能及机体的抵抗力正常时，
就不会让呼吸道被感染而发病。

防线在免疫力低下时

容易被突破

金小晶说，如果我们的免疫力
降低了，如果侵入呼吸道的是较
厉害的病原微生物，如高致病性

禽流感病毒等，天然防线就会被
突破。

病毒是突破防线的先锋：免
疫力低下时，病毒得机钻进呼吸
道黏膜表面的纤维上皮细胞及淋
巴结内复制、蔓延，引起细胞病
变，造成组织损伤，引起局部病变
或全身毒血症样反应，进一步降
低了机体的免疫力。

病毒对呼吸道黏膜组织的破
坏，将这道天然防线给撕开了缺
口，在呼吸道寄生的病菌和外来
的病原微生物就会大肆乘虚而
入。

病菌侵入肺泡，通过变态反
应使肺泡壁毛细血管通透性增
强，浆液及纤维素渗出，富含蛋白
的渗出物是病菌的“美食”，病菌
迅速繁殖，并通过肺泡间孔或呼
吸细支气管向邻近肺组织蔓延，
波及一个肺段或整个肺叶。

在免疫力低下时，一些致病
菌，如白色念珠菌，也能分离一种
酶，将呼吸道表面的上皮细胞破
坏，将天然防线撕开一个缺口。

呼吸道感染，往往是从最先
受到病原微生物侵袭的上呼吸道
开始的。

上呼吸道包括鼻、鼻咽、喉
部，感染一般来说是普通感冒、咽
炎、喉炎等。

下呼吸道包括气管、支气管、
肺部。其形像一棵倒立的树，树干
是气管，树枝是支气管，树叶梗是
毛细支气管，树叶是肺泡，树叶间
隙就是肺间质了。

下呼吸道感染一般来说是气
管炎、支气管炎、肺炎等。而肺炎，
是指终末气道，肺泡和肺间质的
炎症。

不提升免疫力

势必加重已有病情

在南京市郊工作的王先生，
前几日突然发高烧至39℃，他以为

是感冒了，吃了点退烧药后，继续
奔波上班，并且夜里加班。第三
天，体温就烧到38℃多，出现胸闷，
咳嗽等症状，到医院就诊，经胸透
检查，已出现肺炎症状，必须住院
治疗。

感冒，是一种急性传染性鼻
炎，俗称“伤风”，是由呼吸道病毒
引起的，是病毒经过鼻腔和咽喉
进入到人体内，引起上呼吸道黏
膜发炎了。

当机体抵抗力下降，如受凉、
营养不良、过度疲劳、烟酒过度
时，容易诱发感染。

感冒后，机体会调动免疫系
统来消灭入侵之敌，在人体免疫
系统杀死病毒后，绝大部分感染
会自动痊愈，若无并发症，病程约
为7-10天。

但为什么很多人的感冒，会
合并病菌感染，诱发肺炎、支气管
炎，甚至引起心肌损害及脑膜炎
等严重后果呢？

儿童是因免疫力发展不完
善，老人是因肺功能退化、免疫力
降低，而青壮年则多是没有给自
身免疫力以很好的支持。

如果患者没有给自身免疫系
统以很好的支持，感染又让机体
免疫力继续下降，就会致使病菌
从被撕开的缺口大肆乘虚而入，
导致病毒、病菌合并感染！

呼吸道疾病容易

被忽视

许多人不拿感冒等呼吸道
疾病当回事，感冒后依旧过度劳
累、拼命工作等。如南京的王先
生，依旧奔波劳累地赶到郊区去
上班、依旧加班等，使得呼吸道
疾病被“忽视”。

金小晶说，急性上呼吸道感染
了，人体为了防御入侵的病毒或
细菌，会产热，如体温升高，此时
体内产热不散热，白细胞增多，造
成精神差、食欲不振，同时，体内
的新陈代谢也加剧，以提高机体
的抗病抵御能力，这时如果再进
行过多劳动或跑步等体育锻炼，
就会使体内产热加剧，代谢更旺
盛，这样热上加热，势必造成体温
过高，进而使体内调节功能失常。
而体内的能量物质消耗过多，则
削弱了病人的抵抗力。

有的人是一感冒就自行盲目
用药。盲目用药对病毒性感冒是
徒劳的，因为病毒生存在人体细
胞内，世界上没有药物可以直接
杀死感冒病毒。

现在，还有许多人一感冒就
跑去打抗生素，而抗生素只对病
菌有效，对病毒无效。如此盲目用
药，改变体内菌群平衡，不利于人
体免疫系统发挥正常的作用，还
会导致细菌抗药性，并发病菌感
染后，就无药可治了。

还有人喜欢自行到药店买中
成药。

中医认为，感冒有风寒感冒、
风热感冒、感寒湿滞、表里双感、
气虚感冒等，用药需对症，误用会
加重病情或迁延不愈。

科学的方法是：采用“支持疗
法”，给免疫系统以充分的体力支
持！

(据《扬子晚报》)

春春季季，，感感冒冒、、肺肺炎炎等等呼呼吸吸道道疾疾病病频频发发。。一一般般感感冒冒，，过过几几天天会会自自愈愈，，但但为为什什么么很很多多

人人的的感感冒冒会会发发展展成成肺肺炎炎？？

专专家家说说，，春春季季要要预预防防呼呼吸吸道道疾疾病病，，一一要要重重视视提提升升自自身身免免疫疫力力；；再再者者，，要要注注意意环环境境

湿湿度度。。如如果果湿湿度度过过小小，，破破坏坏黏黏膜膜纤纤毛毛的的生生理理功功能能，，容容易易造造成成痰痰液液黏黏稠稠或或结结成成干干痂痂不不

易易排排出出，，使使得得贮贮留留的的痰痰液液成成了了病病毒毒和和细细菌菌的的滋滋生生地地。。

其其实实，，禽禽流流感感和和感感冒冒、、肺肺炎炎一一样样，，也也是是一一种种““急急性性呼呼吸吸道道传传染染病病””。。专专家家说说，，居室空

气湿度最好在55%-65%，，这这个个湿湿度度最最有有利利于于预预防防呼呼吸吸道道疾疾病病。。

禽流感和感冒、肺炎一样，也是一种“急性呼吸道传染病”

室内湿度55%-65%
最有利于防呼吸道疾病

探索
越来越多的研究显

示，记忆能让人进行一

种心理时间旅行。通过

这种方式，我们不仅能

再现过去的情境，还能

描绘未来。研究人员还

表明，记忆除了能帮我

们存储、回想那些已发

生事件的相关信息，它

的存在还具有更广泛的

意义。

回忆过去

便能“预知”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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