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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家最近发现，视网膜年龄
比实际年龄更老的人，在近几年内
过世的概率比其他人要大。这项成
果被发表在《英国眼科杂志》。

不过，科学家要怎样判断一个
人的视网膜有多老呢？

视网膜与死亡概率
当一个人慢慢变老，体内各种

器官的运行状态会有变化，从生机
勃勃到年久失修，眼睛也不例外。
如果分析眼底图像或许就能发现，
不同年龄的人，视网膜的面貌也有
不同。

抱着这样的想法，来自广东省
医学科学院、墨尔本大学等机构的
科学家们，开发了一种深度学习
AI，想让它根据眼底图像中视网膜
的样子，来预测主人的年纪。团队
发现，AI预测的结果和图片主人的
实际年龄十分接近，误差不超过
3.55年。这不仅代表AI训练有效，
还意味着图像里包含的视网膜信
息，能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人类的
实际年龄。也就是说，健康人的视
网膜年龄，跟实际年龄比较吻合。

当然，学习这些健康人的数据，
只是为了做成“标尺”，来衡量其他
人的情况。而科学家更关心那些身
体不太健康的人，尤其是视网膜年
龄比实际年龄更老的人。

训练完毕也验收合格的AI，要
去观察更多人的眼底图，给出年龄
预测。统计结果发现，这个差值越
大，图片主人在图片拍摄后11年里
去世的概率也越高。

具体看来，视网膜年龄与实际
年龄的差值每扩大一年，图片主人
在11年观察期内的死亡概率会增

加2%。或者说，视网膜年龄比实
际年龄老得越多，死亡概率越高，存
活机会越小。其中，视网膜比实际
年龄老3岁以上的人，被科学家称
作“快速衰老者”（fast ager）。

被调查的三万多人里，一共有
1871人在观察期内过世。其中，
321人（17.2%）的死因可以归结于
心血管疾病，1018人（54.4%）是癌
症，余下532人（28.4%）是其他原
因。而这些情况又可以分开讨论。

如果抛开心血管疾病和癌症，
只看其他部分，视网膜年龄与实际
年龄的差值每扩大一年，死亡概率
会升高3%。如果把这个差值按从
小到大排列，那排名后25%的人，
与排名前25%的人相比，“其他原
因”的死亡概率要高出67%。

而单看心血管疾病的案例时，
科学家发现视网膜年龄与实际年龄
的差值，和死亡率之间的关系并不
明显。但团队认为，这不代表视网
膜无法反映心血管的衰老进程，只
是随着医学发展，一些曾经致命的
心血管问题已经可以拯救，令相关
疾病的死亡率下降了。

由此科学家相信，视网膜年龄
与实际年龄的差值，可以作为人体
衰老的生物标志物（biomarker），
也可以用来预测死亡风险。

视网膜为何能显示健康问题
比如，肾脏疾病就常常和眼部

疾病结伴而行。过往已经有研究表
明，慢性肾病和视网膜黄斑病变有
关；还有研究表明，视网膜微血管参
数异常可以用来预测慢性肾病。视
网膜中的栓子，就是可以阻塞血管
的团块，也被科学家证实和慢性肾

病等许多疾病都有关联。
而预测视网膜年龄的AI有个

注意力机制，就是会判断图片上的
哪些区域更有助于自己的预测，然
后把那些部分的权重加大。而研究
团队说，AI在眼底图中更关注的区
域也是视网膜的血管部分。

至于心血管疾病，虽然科学家
这一次没有找到相关死亡率和视
网膜年龄差之间的联系，但如果不
讨论死亡数据，此前就已有不少研
究认为，眼睛是了解心血管疾病的
窗口。

比如，雅典大学的伊利亚斯·乔
治亚斯（Ilias Georgalas）教授介
绍过一个病例。希腊一名77岁男
子的右眼，在大约1小时内出现了
三次短暂的视力模糊，每次持续5
分钟左右。就诊之后，医生说他的
眼压正常且视力良好，但仔细观察
后发现，是一个血凝块阻断了视网
膜一条分支动脉的血液供应。而查
看眼睛，是医生检查患者体内血管
系统的一种简单方法。乔治亚斯教
授说，当其他部位出现血管问题，大
多能从眼睛里看出来。

医生也是从这名男子视网膜的
异常入手，发现他右侧颈动脉的血
流有80%因为粥样硬化而受到了
阻塞，这是中风的危险信号。于是
男子接受手术，去除了堆积在血管
里的斑块。而作为参与治疗的医
生，乔治亚斯教授还与同事合作发
表过一项研究，强调视网膜分支动
脉阻塞的患者，患上严重（甚至致
命）中风的概率很高。

或许未来的某个人，会因为此
种预测获得及时的治疗，让生命更
好地延续。

从视网膜可以看出人能活多久吗
◎栗子

通常人们认为多吃肉不利于预
防心脑血管疾病，而多吃海产品是非
常有益健康的，但在一项流行病学研
究中，韩国学者在11年的跟踪调查后
发现，海产品也分怎么吃，经常吃加
盐腌制的海产品，会显著增加高血压
的风险。

此前流行病学研究发现，经常吃
海产品特别是海鱼，比较有利于预防
心血管疾病，而较多的红肉不利于预
防高血压和冠心病。在专为预防高
血压而设计的DASH膳食模式中，也
强调少吃红肉，增加海产品的摄入
量。现在来看，不可一概而论，海产
品如何制作十分关键，如选择腌制的
海产品，高血压风险可能不降反升。
分析发现，每天摄入1克以上腌制海
产品，就有增加高血压风险的效果，
如每天吃2.6克，会增加风险28%。

《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2018 年
修订版）》显示，高钠、低钾膳食是我
国人群重要的高血压发病危险因素，
且中国人群普遍对钠敏感。专家认
为，与国外高血压患者的首要高危因
素是肉类摄入过多不同，大部分中国
高血压患者首要任务是控钠。

在一项最新研究中，美国俄勒
冈健康与科学大学科学家首次揭示
了阿尔茨海默病和血管性痴呆的新
病因：脱铁性细胞死亡。这一过程
由铁在细胞内的积聚引起，会破坏
参与大脑免疫反应的小胶质细胞。

由斯蒂芬·巴克领导的团队查
验了痴呆症患者死后的脑组织。他

们发现，阿尔茨海默病和血管性痴
呆患者大脑白质内的小胶质细胞出
现了退化。小胶质细胞是大脑中的
常驻细胞，通常作为身体免疫系统
的一部分清除细胞碎片。当髓鞘质
（由脂质、蛋白质组成，包绕在神经
纤维轴突上）受损时，小胶质细胞会
蜂拥而至清除碎片。在新研究中，

科学家发现，清除富含铁的髓鞘的
行为会破坏小胶质细胞。

巴克表示，退化的小胶质细胞
的级联效应似乎是导致阿尔茨海默
病和血管性痴呆认知能力下降的一
种机制，制药公司或许可以利用这
一新发现开发出专注于减少大脑小
胶质细胞变性的化合物。

人的实际年龄（chronological age），是从出生之日开始计算。不过，出生的时间一样久，并不代表身
体一样老。有些人40岁，身体机能可以和20多岁的普通人媲美，也有些人40岁，各个脏器运转起来就像
普通人60岁左右的状态。假如抛开实际年龄，人体的衰老程度还可以通过其他的途径来观察。比如，基
因组里DNA甲基化的水平总体下降，就是机体老化的一种表现。于是，人们常常把DNA甲基化程度当成一
座“衰老时钟”。而现在，眼睛也可以成为观察衰老进程的窗口，甚至能用来评估死亡风险。

阿尔茨海默症新成因揭示
◎刘霞

体内有冠脉支架
能做磁共振检查吗

◎李然

许多植入了冠状动脉支架老年
冠心病患者始终有这样的疑问：植入
了冠状动脉支架，我还能接受磁共振
（MRI）检查吗？MRI检查会不会使
体内的支架发生移位呢？

目前，临床上使用的所有冠状动
脉支架，不论是国产还是进口，均是
采用特种不锈钢、钴铬合金或镊钛合
金等特殊金属作为材质，而上述金属
材质并不具备磁性。各大厂家的冠
状动脉支架产品说明书中也有单独
的“磁共振成像指南”一节，就产品的

“磁安全”进行标记。
由于我国临床常规使用的MRI

设备磁场场强为1.5T或3.0T，因此，
几乎所有已经面市的冠状动脉支架
产品对于MRI扫描均属安全，可在
3.0T(含)以下磁共振设备上进行检
查。2017年发布的《磁共振成像安全
管理中国专家共识》中也明确指出，
所有市面上的冠状动脉支架均可在
3.0T(含)以下磁共振设备上进行安全
的扫描。

如上所述，冠状动脉支架均为非
磁性金属材质所制，而非磁性金属在
磁场中不会受力，也不会有磁场所产
生的热效应，因此，不必担心所谓的

“支架移位”，在植入冠状动脉支架当
时就可以立即接受MRI检查。

对于2007年以前的外周动脉支
架，如下肢动脉支架、肾动脉支架、锁
骨下动脉支架等，可能会存在弱磁
性，通常认为在植入6周后也可以接
受MRI检查。

总结:对于已经应用于临床的冠
状动脉支架，不必刻意追究其是何种
材质，也不必顾虑手术后多久，均可
以立即、安全接受医院3.0T(含)以下
磁共振设备的扫描。

高血压患者吃海鲜
要注意烹饪方法

◎屠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