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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科技日报消息 6月 12日发表在
《大脑》杂志上的新研究表明，正常人类
大脑温度的变化比人们以前认为的要大
得多。在口腔温度通常低于 37℃的健康
人中，平均大脑温度为 38.5℃，而大脑深
层区域经常超过 40℃，特别是白天时女
性的大脑。研究表明，脑部温度的日常循
环与生存密切相关。这些发现可提高对
脑损伤的认识、预后和治疗。

这项新研究由英国剑桥医学研究理
事会（MRC）分子生物学实验室的研究人
员领导，他们制作出了第一张健康人类大
脑温度的4D图。这张图推翻了之前的几

个假设，显示了大脑温度随大脑区域、年
龄、性别和一天中时间的变化而变化。重
要的是，这些发现还挑战了一个普遍认同
的观点：人类的大脑和体温是一样的。

为了研究健康的大脑，研究人员招募
了40名年龄在20-40岁的志愿者，在一天
的上午、下午和深夜对其进行大脑扫描。
他们还为参与者提供了一个戴在手腕上
的活动监测器，这样就可以考虑到每个
人的生物钟和生活方式差异。无论是

“夜猫子”还是“早起的百灵鸟”，只要知
道每一次测量大脑温度的生物学时间，
就可以在分析中考虑到每个志愿者的生
物钟的差异。

在健康受试者中，大脑平均温度为
38.5℃，比舌下测量的温度高出2℃多。研
究还发现，大脑温度的变化取决于一天中
的时间、大脑区域、性别和月经周期、年龄。

虽然大脑表面通常较冷，但大脑深层
结构的温度往往高于40℃；观察到的最高
大脑温度为 40.9℃。在所有个体中，大脑
温度一致显示出，一天中随时间变化的幅
度接近1℃，最高的大脑温度在下午，最低
的在夜间。

平均而言，女性的大脑温度比男性高
0.4℃左右。这种性别差异很可能是由月
经周期造成的，因为大多数女性在其周期
的排卵后阶段接受扫描，她们的大脑温度
比排卵前阶段高约0.4℃。

结果还显示，在参与者的20岁差异范
围内，大脑温度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上升，
最明显的是大脑深层区域，平均上升
0.6℃。研究人员提出，大脑的降温能力可
能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恶化，需要进一步
研究这是否和与年龄相关的大脑疾病的
发展有关。

打破认知！大脑温度与体温不同
健康人脑部深层温度超40℃

医保目录调整关系着每一名参保人。国
家医保局日前印发《2022年国家基本医疗保
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调整工作方
案》及相关文件征求意见，这意味着今年医保
目录调整工作即将正式启动。

哪些药品有望纳入医保报销？谈判药品
协议到期后如何续约？这些都能在工作方案
中找到“答案”。

更多罕见病用药、儿童药品等有望进医保

根据工作方案，目录外6类药品可以申报
参加2022年医保目录调整，包括2017年1月1
日至2022年6月30日期间，经国家药监部门批
准的新通用名药品、适应症或功能主治发生重
大变化的药品；新冠肺炎相关治疗药品等。

与去年相比，2022年医保目录调整新增
了儿童药品、仿制药品等。其中，儿童药品范
围应在国家卫健委等部门印发的三批鼓励研

发申报儿童药品清单中，仿
制药品应在两批鼓励仿制
药品目录中。

“更多儿童用药进医
保，能够减轻患者用药负

担。”中华医学会儿科分会常委邹丽萍认为，这
也将对医药市场起到引导作用，鼓励更多企业
专注儿童用药研发，为患者带来福音。

在 2021年国家医保目录调整中，曾经每
针70万元用于治疗脊髓性肌萎缩症的诺西那
生钠注射液经医保谈判后，以3万余元被纳入
医保，罕见病患者用药引发更多关注。

截至目前，国内共有 60余种罕见病用药
获批上市，其中40余种进入国家医保目录，涉
及25种疾病。

工作方案明确，2022年 6月 30日前经国
家药监部门批准上市的罕见病治疗药品可以
申报今年的医保谈判，申报药品的说明书适应
症中要包含有《第一批罕见病目录》所收录罕
见病。

分类对谈判协议到期药品进行续约

在医保目录动态调整过程中，药品谈判的

“灵魂砍价”备受关注。医保部门与医药企业
就药品支付标准进行磋商，并根据结果直接决
定该药品是否能进医保、以什么价格进医保。
2021年，经谈判进医保的目录外独家药品有
67个，平均降价61.71%。

根据《基本医疗保险用药管理暂行办法》，
原则上谈判药品协议有效期为 2年。协议期
满后，对协议期内医保基金实际支出与谈判前
企业提交的预算影响进行分析对比，按差异程
度降价，并续签协议。

《谈判药品续约规则（征求意见稿）》提出
了纳入常规目录管理、简易续约和重新谈判三
种谈判药品续约规则，并对三种续约方式进行
详细规定。

根据往年续约结果可以发现，经过谈判
续约成功的药品在价格上往往更具优势。
如 2019 年 27 个经过谈判成功续约的药品，
价格平均降幅 26.4%；2020年 14种独家药品
按规则进行了续约或再次谈判，平均降价
14.95%。

充分发挥医保基金的杠杆作用

国家医保局成立以来，连续4次开展医保

目录准入谈判，累计将250种药品通过谈判新
增进入目录，价格平均降幅超过50%。通过谈
判降价和医保报销，2021年累计为患者减负
约1500亿元。

在坚持动态调整医保目录的基础上，医保
目录调整也在进行更多尝试与探索。

此次工作方案首次提出，拟纳入医保目录
的非独家药品，采用竞价等方式同步确定医保
支付标准。

《非独家药品竞价规则（征求意见稿）》
提出，企业报价不能高于申报截止到日前 2
年内有效的省级最低中标价和申报时提交
的市场零售价格，并将报价与医保支付意愿
进行对比；对于通过竞价纳入医保的非独家
药品，取各企业报价中最低者，作为该种药
品支付标准。

有专家表示，这将更加充分发挥医保基金
杠杆作用，对药品使用结构和市场价格机制产
生积极影响，进一步减轻患者用药负担。

此外，今年的工作方案明确将独家药品的
认定时间定为 2022年 6月 30日，这将更好实
现新药审批与进医保的“无缝衔接”，鼓励新药
研发创制。 □新华社记者 彭韵佳

——2022年国家医保目录调整“划重点”

哪些药品有望进医保
谈判药品如何续约

暴晒、高温！吃冰棍儿、喝冷饮是
正确的解暑方式？不，下面这些才是正
确防暑方法。

1、出行躲避烈日暴晒，做好遮阳防护
夏日外出尽量避开高温时段，最

好不要在中午前后在烈日下行走或劳
动，因为这个时间段的阳光最强烈，发
生中暑的可能性较高；如果此时必须
外出，一定要做好防护工作，如打遮阳
伞、戴遮阳帽、戴太阳镜，有条件的最
好涂抹防晒霜，以防晒伤。衣服尽量
选用棉、麻、丝类的浅色、透气性好的
衣服，应少穿化纤品类服装，以免大量
出汗时不能及时散热，引起中暑。

2、及时饮水，适当补充电解质
准备充足的水饮，及时饮用，不要

等口渴了才喝水，因为口渴表示身体
已经缺水了，每次喝水控制在 150-
200ml，要喝温开水，不要喝冰水。根
据气温的高低，一般人员每天喝 1.5至
2升水，高温作业人员，每天喝 3-5升
水。出汗较多时可适当补充一些盐水，
弥补人体因出汗而失去的盐分。另外，
夏季人体容易缺钾，使人感到倦怠疲
乏，含钾茶水是极好的消暑饮品。

3、用水冲洗，及
时散热

多洗澡或多用
湿毛巾擦拭皮肤，
当 过 于 炎 热 的 时
候，应该冲淋头部
及颈部，让水分蒸
发帮助散热。

4、合理饮食，保
证营养

夏天多食含水
量高的蔬果，如生
菜、黄瓜、西红柿等；
新鲜水果，如桃子、
杏、西瓜、甜瓜等水分含量为 80％至
90％，都可以用来补充水分；乳制品既
能补水，又能满足身体的营养之需。此
外，在高温环境中工作的人群，应适当
补充含有钾、镁等元素的饮品。

5、合理安排作息时间，保持充足
睡眠

夏天日长夜短，气温高，人体新陈
代谢旺盛，消耗也大，容易感到疲劳。
充足的睡眠，可使大脑和身体各系统都
得到放松，既利于工作和学习，也是预

防中暑的措施。最佳就寝时间是 22时
至23时，最佳起床时间是5时30分至6
时 30分。睡眠时注意不要躺在空调的
出风口和电风扇下，以免患上空调病和
热伤风。

6、配备防暑药品
在户外活动或进行高温作业的人

群，随身携带十滴水、人丹、藿香正气
水或藿香正气丸等防暑药品，或放置
在就近工作场所，随时使用，以防发生
中暑。 □钟疾

高温天气6大防暑方式

平时生活中，抽出几分钟稍微动动
手脚就可以养生，以下是几个养生“小
动作”：

吞咽唾液 晨起舌舔唇、齿，使口
中唾液充盈，然后含而咽之，如此反复
吞咽三次即可。

捶背通络 捶背手法应力度均匀，
轻拍轻叩。每次捶背时间 10至 20分
钟，每分钟60至80下，每日1至2次。

揉膝搓足 长期处于坐位时，两手
掌心分别捂在左右膝盖上，利用手心的
温热对膝盖进行温敷，并用手指点按抓
揉膝盖。最后用手搓双脚的涌泉穴，直
到足心有热感为止。

闭目养神 工作间隙可闭上双眼，
最好能摩擦两掌生热，趁热用双手捂住
双眼，或者进行适温热敷。

甩手踮脚 全身放松，胳膊像挂在
肩上，肩带动手臂靠惯性和弹力甩动，
同时抬起脚后跟再落下，如此反复，让
脚跟有节奏地轻震地面，每天早晚各做
15分钟。

按摩鼻子 两手大拇指的指背中
间一节，相互擦热后摩擦鼻尖，用两手
指摩擦鼻子两旁（迎香穴），再用手指从
上向下刮鼻梁，3个动作连续做。

双手握拳 将双手紧握成拳，全身
同时稍稍用力，然后放开，重复50至60

次，每天早晚各做一组。
转动脖子 坐在椅上，先抬头，尽

量后仰，再把下颏俯至胸前，使颈背肌
肉放松和拉紧，然后头向左右两旁侧倾
10至15次，再将腰背贴靠椅背，两手在
颈后抱拢片刻。

张嘴闭嘴 将嘴巴轻松地、最大限
度地一张一合，带动面部肌肉，进行有
节奏的运动。每组张合 50次，约 1分
钟，每天早晚各做一组。

极目远眺 尽眼力所及眺望远方，
最好是在绿色植物较多的环境中登高
望远。目视前方，可结合转动眼球，缓
解眼睛疲劳。

“小动作”益健康

以色列特拉维夫大
学开展的一项新研究，
为艾滋病治疗提供了一
种新的独特方法，有望
开发成相关疫苗或促成
一次性治疗艾滋病。这
项技术利用了B型白细
胞，这些白细胞能在患
者体内进行基因改造，
并分泌针对艾滋病病毒
（HIV）的中和抗体。该
研究发表在最近的《自
然》杂志上。

在过去的 20年里，
科学家尝试将艾滋病从
致命转变为慢性治疗，
许多患者的生活由此而
得到了改善。然而，找
到可为患者提供永久治
愈的方法，还有很长的
路要走。

B细胞是一种白细
胞，负责产生针对病毒、
细菌等的抗体。B细胞
在骨髓中形成，当它们
成熟时，会进入血液和
淋巴系统，并从那里进
入身体的不同部位。

到目前为止，只有
少数科学家能够在体外
设计B细胞。在本研究
中，特拉维夫大学阿迪·
巴泽尔实验室首次开发
出一次性注射治疗艾滋
病的新方法。他们通过
基因工程在体内对B细
胞进行改造，让这些细
胞产生所需的抗体。基
因工程是用源自病毒的
病毒载体完成的，病毒
载体经过工程改造，不

会造成损害，而只是将编码抗体的基因带入体内
的B细胞。

研究人员已能准确地将编码抗体基因引入B
细胞基因组中的所需位点。所有接受过治疗的模
型动物都有反应，血液中含有大量所需的抗体，并
确保实际上能有效中和实验室培养皿中的HIV
病毒。

研究人员称，他们结合了CRISPR将基因引
入所需位点的能力，以及病毒载体将所需基因带
到所需细胞的能力，从而改造了患者体内的B细
胞。研究人员使用了腺相关病毒（AAV）家族的两
种病毒载体，一种载体去编码所需的抗体，另一种
载体去编码CRISPR系统。当CRISPR切入B细
胞基因组中的所需位点时，它会指导基因的引入：
编码仅针对HIV病毒的抗体基因。

研究人员预期，在未来几年内，将能以这种方
式生产治疗艾滋病、其它传染病和某些由病毒引
起的癌症（如宫颈癌、头颈癌）的药物。 □张梦然

创新治疗的重大意义
当工程B细胞遇到病毒时，病毒会刺激并“鼓

励”它们分裂，所以科学家正在利用疾病的真正原
因来对抗它。现在开发的这种创新治疗方法，可
通过一次性注射击败病毒，极大可能改善患者的
病情。更重要的是，如果病毒发生变化，B细胞也
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去对抗它，可以说，这是创造了
有史以来第一种可在体内进化并在长久“军备竞
赛”中击败病毒的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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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店员工为顾客挑选药品药店员工为顾客挑选药品。。

基
因
疗
法
使
B
细
胞
产
生
所
需
抗
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