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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民意通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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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知名医学期刊《柳叶刀》16日刊
载的一篇论文警告，今后25年内全球可能
有超过3900万人的死亡直接关联细菌对
抗生素产生耐药性，其中老年人面临的威
胁最大。

研究人员认为，尽快采取预防感染、
接种疫苗、减少滥用抗生素、研发新药等
措施有望避免最坏的情况发生。

这项研究基于全球204个国家和地区
各年龄段共5.2亿人的数据，包括就诊记
录、死亡记录和抗生素使用情况。由多国
研究人员参与的全球抗生素耐药性研究
项目在这些数据基础上，评估了22种病原
体、84种病原体与药物的组合以及11种
感染综合征，如脑膜炎等，得出上述结论。

研究人员发现，1990年至2021年间，

全球每年有超过100万人死因直接关联
抗生素耐药性，与抗生素耐药性间接关联
的死亡人数年均达471万。如不采取措
施，照目前趋势推算，今后几十年抗生素
耐药性相关死亡人数将稳步增加，预计
2025年至2050年间，共有超过3900万人
的死亡直接归因于抗生素耐药性，间接关
联的达1.69亿人。

从年龄上看，1990年至2021年间，全
球5岁以下儿童因抗生素耐药性死亡的人
数下降了50%，而70岁及以上老人的死
亡人数增加逾80%。人口老龄化和老年
人更易感染等原因导致老人面临的风险
上升。研究人员预计，未来几十年仍将延
续这些趋势。到2050年，5岁以下儿童的
抗生素耐药性死亡人数预计将减少一半，

而70岁及以上人口的死亡人数将翻一番
多。

另外，抗生素耐药性问题存在巨大的
地区差异，其中中低收入国家和地区面临
的风险尤其大，撒哈拉以南非洲和南亚的
抗生素耐药性相关死亡率尤其高，特别是
耐多药结核病。

研究团队对未来不同场景的建模显
示，如果全球共同努力，改善对严重感染
者的护理、帮助更多人获得抗生素药物
等，预计2025年至2050年间可避免9200
万人丧命。

抗生素是具有杀菌或抑菌活性的药
物，可治疗由细菌、真菌等所致的感染性
疾病，是临床应用范围广、品种繁多的一
大类药品。 据新华社

抗生素耐药今后25年或致死3900万人
人口老龄化和老年人更易感染等原因导致老人面临威胁最大

日本政府17日发布的数据显示，日本
年满百岁的老人超过9.5万人，连续54年
增加。

根据厚生劳动省数据，截至15日，日
本百岁老人共有 95119 人，比一年前多
2980人。

依据最新数据，日本每10万人中大约
76人年满百岁。百岁老人中，绝大多数是

女性，占比约88%，达83958人。目前，日
本在世最高龄男性和女性分别为110岁和
116岁。

日本1963年开始这项统计时，仅153
人年满百岁。随着医疗和护理水平提高，
日本百岁老人人数1981年突破1000人，
1998年超过1万人，2022年突破9万人。

从人口比例上看，岛根县连续12年成

为百岁老人比例最高的地区，每10万人中
约有160人；其后是高知县和鹿儿岛县。

厚生劳动省数据显示，2023年，日本
女性平均预期寿命为 87.14 岁，男性为
81.09岁。不过，伴随长寿而来的是日本社
会老龄化日益严重。根据日本政府7月发
布的数据，日本65岁以上人口占比逼近
30%。 据新华社

日本百岁老人共有95119名
比一年前多2980人，连续54年增加

2024年新西兰“年度鸟类”大赛
16日公布评选结果，新西兰独有、世
界上最稀有的企鹅物种之一黄眼企
鹅“拔得头筹”，这是该鸟第二次当
选“年度鸟类”。

“年度鸟类”大赛是新西兰环保
组织“森林与鸟类”举办的年度评
选，旨在提高人们对新西兰鸟类的
认识。该组织每年从新西兰鸟类中
选择几十种作为候选鸟，把它们的
图片、习性介绍、濒危程度等列在评
选页面上，以供网友投票。

今年的评选活动于9月2日开
始，为期两周，收到了5万多张有效
选票。黄眼企鹅在74种候选鸟类
中以综合得票数最高夺冠。

“森林与鸟类”组织说：“这种
‘衣着考究’的飞鸟，其毛利名字意
为‘吵闹者’，虽然叫声尖锐，但非
常害羞。”该组织首席执行官尼古
拉·托基说，白喉等疾病以及狗和
猫、白鼬和雪貂等外来捕食者的威
胁使黄眼企鹅濒临灭绝。

黄眼企鹅有强大的鳍肢和尖喙，
栖息于新西兰南岛南部、拥有“新西
兰野生动物之都”美誉的达尼丁。

据新华社

黄眼企鹅再次当选
新西兰“年度鸟类”

日本共同通讯社日前发布的一项调查
显示，日本近八成地方长官支持修改现行
法规、不再要求夫妻婚后统一姓氏。

依照共同社说法，日本民间呼吁废除
夫妻统一姓氏法规的呼声增多，相关问题
将成为执政党自由民主党9月27日新总裁
选举的辩论议题之一。

日本现行民法规定，夫妻婚后必须同
姓。实际情况中，通常是女性在婚后放弃

自己的姓氏，改从夫姓。主张予以修改者
认为，夫妻同姓抹煞个性，婚后改姓不利于
体现个人婚前职业成就、影响职业发展。
反对者则认为，夫妻用不同姓氏不利于家
庭团结。

共同社于今年7月至8月对全日本地
方长官就该问题的态度展开调查。调查对
象包括47个都道府县长官和1741个市区
町村长官，其中1667人作答。答复者中，

78%支持修改现行法规，允许夫妻婚后保
持各自姓氏。

76%的支持者在调查提供的多项解
释中选择：保持各自姓氏不是强制要求，
夫妻双方仍可选择统一姓氏。至于反对
原因的多项选择，64%认为夫妻保留各自
姓氏影响家庭团结；39%认为“家庭中夫
妻同姓很正常”。

据新华社

日本近八成地方长官支持婚后不改姓新闻延伸

立陶宛研究人员参加的一项
国际研究显示，慢波睡眠有助于
清除大脑代谢废物和与阿尔茨海
默病相关的蛋白质，对预防阿尔
茨海默病能起重要作用。

人的正常睡眠可分为快波
睡眠和慢波睡眠，其中慢波睡眠
是人体得到最充分休息的睡眠
阶段，也称深度睡眠，其时间长
短被认为是睡眠质量高低的决
定因素。

新研究发现，在阿尔茨海默
病的临床前阶段，即当个体尚未
表现出认知症状、但病理水平已
经增加并且患阿尔茨海默病的风
险更高时，慢波睡眠质量较低与
Tau蛋白异常积累及大脑皮层厚
度降低有关，这是神经元受损的
标志。这些变化在大脑的颞区尤
其明显。

研究人员表示，这项研究强调
了慢波睡眠在早期、临床前阶段的
重要性，并表明睡眠干预，例如使
用神经调节方法增强慢波睡眠，有
可能作为一种预防策略，以维持和
改善认知、延缓认知衰老进程。

参与该研究的立陶宛神经学
家劳拉·斯坦科维丘特表示，慢波
睡眠在记忆巩固过程中发挥着独
特的影响力，因此优质的夜间休
息对于记忆功能尤其重要，建议
健康成年人每天最好睡7至9小
时。 据新华社

慢波睡眠有助于
预防阿尔茨海默病

日本一个研究团队利用果蝇
实验分析了10种非必需氨基酸
摄入量对个体寿命的影响，发现
缺乏酪氨酸反而能使雌性果蝇寿
命延长。这项研究成果有助于加
深理解营养素对生理的影响。

日本理化学研究所日前发布
公报介绍，组成蛋白质的氨基酸可
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必需氨基酸，
即人体不能合成或合成速度远不
能适应机体需要，需从食物中摄取
的氨基酸。另一类是非必需氨基
酸，人体自身可以合成或通过转化
其他氨基酸获取它们。非必需氨
基酸摄入不足一般不会诱发营养
不良，所以相关研究较少。

为探索非必需氨基酸摄入不
足的生理影响，研究人员用果蝇
进行了实验。研究团队用数十种
原料合成人工饲料，让每批饲料
只缺乏一种非必需氨基酸，然后
用这些饲料喂养具有生殖能力的
雌性果蝇成虫。

结果显示，如果饲料中缺乏
半胱氨酸或天冬酰胺，则被实验
果蝇的寿命会缩短；如果缺乏丙
氨酸、甘氨酸、谷氨酸等，果蝇寿
命几乎不受影响；而如果缺乏酪
氨酸，果蝇寿命反而会延长。

公报说，蛋白质是维持机体
健康的重要营养物质，但过量摄
入可能不利于健康，因此限制某
些非必需氨基酸的摄入或许有助
于延长寿命且副作用较小。

据新华社

缺乏酪氨酸反而
延长雌性果蝇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