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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科学家揭示导致血栓的分子机制

据2010年12月6日《参考消息》援引美国《每日

科学》网站20lo年12月4日报道，美国得克萨斯大学

西南医学中心研究人员对抗磷脂抗体综合征(APs)抗

体与培养的内皮细胞之间的直接作用进行了研究，结

果发现引发血栓的抗体识别内皮细胞上一种名为82

一糖蛋I的蛋白质，这种蛋白质与另一种名为阿扑脂

蛋白ER2(ApoER2)的蛋白质相互作用。ApoER2最终

使产生抗血栓形成分子一氧化氮的酶失活。一氧化氮

的减少导致自细胞和血小板聚集在内皮上，引发血栓。

APS息者有导致血栓产生的循环抗体，过去对这

些抗体如何引发血栓一直是个谜。美国科学家对APS

循环抗体引发血栓分子机制的研究结果为易患血栓形

成疾病的人群带来了福音。

药物预防艾滋病获重大进展

据2010年11月25日《参考消息》援引法新社华

盛顿2010年11月23日，一项涉及四大洲的里程碑式

一+一+⋯—p一—P-—P-—+．一—■”+-+一+-+一+-+一+一+·

的研究表明，每天服用一种抗逆转录酶病毒药物特鲁

瓦达(Tmvada)可使性活跃的同性恋男子感染艾滋病

病毒(HIV)的可能性降低44％。这项研究由美国国家

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进行。包括29名变性妇女在

内的2499名年龄在19至67岁的男子参加了这项研

究。这些试验对象与其他男子维持着活跃的性关系，

但是没有感染艾滋病病毒。研究于2007年7月至

2009年12月在巴西、厄瓜多尔、秘鲁、南非、泰国和美

国等国进行。

试验期间，试验对象每天随机选定服用抗艾滋病

药物Truvada或一种安慰剂。试验期间，所有受试者都

接受艾滋病预防、避孕套和其他性传播疾病医疗保健

的咨询服务。结果显示，在近三年的研究中试验对象

共发生了100例HIV感染，其中36例发生在共有1251

人的药物组，64例发生在共有1248人的安慰剂组。这

表明这种药物可以使感染风险降低43．8％。有专家

认为，如果考虑那些血液检查证实每天确实按时服用

了药物的试验者，那么这种药物的预防有效率估计会

在9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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