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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抗肿瘤新药

广受好评

近期， 上海研制出抗肿瘤中药新

药———枫苓合剂的消息见报后， 读者反响

强烈。 据服过该药的患者反映，其疗效令人

满意。

2010年 1月，经医院检查，林天宏右侧

肝脏出现了 6.5cm×6.0cm大小的肿瘤。 随

后， 他开始服用枫苓合剂。 服完两个疗程

后，B 超显示，其肝部肿瘤明显缩小。 林先

生开心极了，他的病友见此情况，也纷纷服

用枫苓合剂。

枫苓合剂可以治疗肝、肺、胃、胰腺、食

道、贲门、直肠、鼻咽、乳腺、膀胱、前列腺、

宫颈、卵巢、肾等部位的肿瘤，且疗效很好。

为了让广大患者能尽快用上此药，安

阳市春草大药房（海鑫购物广场南侧）已成

立枫苓合剂专家咨询服务处。

专家预约热线：0372-5065712

给孩子 3 7 ℃的母爱

□鹤壁爱民医院 王红梅

在现代社会里， 一些家长宁愿用配方

奶粉喂养婴儿而放弃母乳喂养。 因此，医生

有责任让父母们认识母乳喂养的好处，掌

握母乳喂养的方法。

母乳喂养有以下优点：

1. 母乳营养全面， 有利于婴儿生长发

育。 不仅如此，母体还会随着婴儿的生长调

整乳汁的成分，与婴儿的生长需求相符。

2.母乳含有免疫成分，能降低婴儿患感

染性疾病的发生率。

3.母乳为直接喂哺，无感染变质的可能

性，且方便经济，泌乳量会随婴儿生长而增

加。

4.哺乳可增进母子感情，还可发现婴儿

的微细变化。

5.母亲产后立即哺乳，可促进产后恢复

并有避孕效果，减少乳母患肿瘤的机会。

母乳是婴儿的最佳食品， 母乳喂养婴

儿可使婴儿获得必需的营养和精神上的满

足。

永远不会存在和母乳完全一致的代乳

品。 用乳汁喂养婴儿是每个母亲的天职，给

孩子 37℃的母爱有着其他任何喂养方式无

法比拟的优点。

细说卡介苗

□市传染病医院结核科主任 叶鹏

卡介苗是法国医学家卡麦特和他的助

手兽医学家介兰发明的一种减毒但又能使

人体对其产生免疫力的活牛型结核分支杆

菌， 它是一种用来预防儿童结核病的预防

接种疫苗， 接种后可使人体产生对结核病

的特殊抵抗力。目前，世界上多数国家已将

卡介苗列为计划免疫必须接种的疫苗之

一，我国也将卡介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

接种卡介苗在预防结核病， 特别是在

可能危及儿童生命的严重类型结核病，如

结核性脑膜炎、 粟粒性结核病等方面具有

明显作用。 卡介苗接种的主要对象是新生

儿。卡介苗接种被称为“出生第一针”。如果

婴儿在出生时没有接种，那么，在其 1 岁以

内一定要到当地结核病防治机构或其他的

卡介苗接种站去补种。

接种卡介苗后， 接种部位会出现红肿

硬结，中间逐渐软化形成白色小脓包，脓包

结痂脱落后，会留下一个小疤痕。 有极少部

分人可能会出现局部脓肿或溃烂长期不

愈、 接种处附近淋巴结明显肿大甚至破溃

等异常反应，极个别人可能出现瘢痕疙瘩、

骨髓炎和全身性卡介苗感染等并发症，这

时，一定要及时就医。

走在路上看见一张熟悉的面孔，是否会

改变我们的思考方式？ 上班途中发现新事

物，是否会影响我们记住了什么？《科学》杂

志近期发表文章称， 纽约大学的研究者发

现，回忆起旧的东西或发现新的事物，会影

响你接下来处理信息的方式。

最新研究表明，记忆系统能基于新近发

生的事情而建立信息处理的倾向性———偏

向形成新的记忆，或者偏向回忆起过去的记

忆。 举个例子，当你第一次走进某家餐馆时，

你的记忆系统能记住这个新环境的细节，也

可以让你回忆起之前和朋友一起吃过饭的

与之类似的餐馆。 该研究发现，你走进餐馆

之前的行为，决定了哪个过程更容易发生。

过去研究揭示了，记住新事物和回想旧

事物都依赖同一个大脑区域，即海马体。 其

实，这两个过程是在两个完全不相容的神经

网络过程中发生的。 也就是说，我们要弄明

白的是，大脑是如何做到在同一个区域内完

成两个互相矛盾的过程的。

矛盾的核心在于编码（形成新的记忆）

和记忆检索（回想过去），这两种信息处理方

式之间的不同。 具体说来，编码依赖于模组

分离，一个降低记忆重合度、让类似的事件

区分开来的过程； 而检索依赖于模组完成，

通过重新激活相关的记忆痕迹来增加记忆

重合度的过程。

考虑到这一点，研究人员想到了一个可

能的合理解释———海马体能根据当前的环

境情况，有选择地偏向到其中一种模式。

为了验证这个想法，研究人员进行了一

项实验，让参与者的大脑在记住新事物和检

索旧事物间快速切换。 研究人员猜测，处理

新事物会使记忆系统倾向于“模组分离”，而

回忆旧事物将激活“模组完成”。

研究人员向参与实验者展示的对象分

为三类：新事物（即第一次让参与者看的图

像）、新事物的重复，以及相似事物。 参与者

被要求辨别哪个是新的（第一次展示的），哪

个是旧的（与之前展示的完全相同的），或者

是相似的（后来展示的，但与第一次的图像

有区别）。 相似的事物是这次研究的重点，因

为它同时包含了一部分旧信息和一部分新

信息。 这样，参与者或者会注意到新的细节，

或者将其误认为是之前的旧事物。

研究者发现，参与者能否注意到新细节

并将之准确标记为“相似”的事物，取决于上

一个事物是什么。 具体说来，如果参与者在

刚才的试验里遇到了一个新的事物，那么他

们就更容易将相似的事物标记为“相似”，而

不会把它错认为是旧事物。

相应地，在另一项对比实验中，研究人

员证明，同样的方式也可以影响新记忆的形

成。

研究者测试了参与者如何在类似记忆

间形成关联，并发现参与者在刚刚回忆起一

个不相关的旧事物后（而不是注意到一件新

的事物），更容易形成这种关联。 这表明大脑

在处理旧事物后， 更可能回忆起相关的记

忆， 并将其与当前正在进行的过程联系起

来。

该研究的通讯作者、纽约大学心理学副

教授莉拉·迪维奇表示， 人们都有过走在路

上，突然看到一张意想不到的熟悉面孔的经

历，已开展有许多研究来考察人们是如何识

别这样的意外事件的。

然而，以前未曾发现的是，只要一看到

这张面孔，就会对你的接下来的思想状态产

生强大的影响。

该研究的发起人纽约大学的凯瑟琳·邓

肯博士补充说，人们周围熟悉的人、熟悉的

地方、 熟悉的东西都可能成为记忆的暗示。

这就是为什么同一个建筑有时候能引发怀

旧情绪，有时则让人视而不见。 研究表明，其

中一个因素或许是你最近曾经回忆了其他

的，甚至是完全不相关的事物，或者是你最

近形成了新的记忆。 （据果壳网）

如果你对自己的身高或胖瘦不满意的话，

可以从父母身上找到答案。 英国近日一项研

究发现，父亲通常影响孩子的身高，而母亲则

决定了孩子的胖瘦程度。

英国研究人员从 1999年就开始观察遗传

因素和外界环境对胎儿和孩子早年成长情况

的影响。 英国德文暨艾克斯特皇家医院和半

岛医学院的专家们集中研究了 1000 个家庭里

的父亲对孩子遗传情况的影响。

研究结果显示，父亲越高，他的孩子在出

生时就越长；至于孩子的胖瘦主要由母亲的肥

胖指数决定。

从遗传学的角度来讲，父母会把自己的哪

些“精华”部分传给孩子呢？

肤色：它遵循父母“中和”色的自然法则。

比如父母皮肤较黑， 绝不会有肌肤白嫩的子

女；若一方白、一方黑，那么，子女一般会取“中

间”肤色，也有更偏向一方的情况发生。

下颚：是显性遗传，“像”得让你无可奈何。

比如父母任何一方有突出的下巴，子女们毫无

例外地长着酷似的下巴，“像”得出奇。

双眼皮：绝对性遗传。有趣的是，父亲的双

眼皮，大多会留给子女，有些孩子出生时是单

眼皮，长大后又“补”上像父亲那样的双眼皮。

另外，大眼睛、大耳垂、高鼻梁、长睫毛，都是孩

子最能从父母那里得到的特征性遗传。

1� 绝对遗传

肥胖：父母双方肥胖，会使子女有 53%的

机会成为大胖子；如果父母有一方肥胖，孩子

肥胖的概率便下降到 40%。

秃头：造物主似乎偏袒女性，让秃头只传

给男子。 比如父亲是秃头，遗传给儿子的概率

有 50%， 就连母亲的父亲， 也会将自己秃头

25%的概率留给外孙。 这种传男不传女的性别

遗传倾向，让男士们无可奈何。

青春痘：这个让少男少女耿耿于怀的容颜

症，也与遗传有关。 因为父母双方若患过青春

痘，子女们的患病率将比无青春痘家庭史者高

出 20倍。

2� 有半数以上概率的遗传

回忆过去能影响思考与判断

声音：通常男孩的声音大小、高低像父亲，

女孩的像母亲。 不过，由于这种遗传所带来的

音质不够好，大多数可以通过后天的发音训练

而改变。 这可使某些声音条件并不优越的人，

通过科学、刻苦的练习，圆一个嗓音甜美的梦。

腿型： 子女如果有酷似父母那脂肪堆积的

双腿， 完全可以通过充分的锻炼而塑造成为修

长健美的腿。 不过那双腿若因遗传而显得过长

或太短时，就没有办法了。

（据《扬子晚报》）

英国研究人员揭开遗传密码

父亲影响孩子身高

母亲决定孩子胖瘦

少白头：属于一种遗传概率较低的隐性遗

传。 如果父母一方或双方均有少白头的情况，

也不必过分担心会将少白头遗传给自己的子

女。

3� 概率不高的遗传

4� 后天可塑的遗传

为什么同一个东西有时能引

发怀旧情绪，有时却让人视而不见

呢？ 最新研究表明，记忆系统能基

于新近发生的事情而建立信息处

理的倾向性———偏向形成新的记

忆，或者偏向回忆起过去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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