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胰岛素抵抗
易导致Ⅱ型糖尿病

平均每多睡一个小时

胰岛素抵抗 水平下降 2.9%

空腹血糖 水平下降 0.24%

睡眠充足已被证实与低
肥胖风险相关，但针对睡眠
与Ⅱ型糖尿病的相关性研究
很少

对儿童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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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天 下

连两岁的孩子都知道，一旦冰淇淋从冰箱里
拿出来，你最好立刻把它吃掉，否则它就会化成水
了。但最近日本一组科学家利用了一位厨师的意
外发现，成功发明出一种不会融化的冰淇淋。

这种冰淇淋的出现要感谢一位来自福岛的厨
师，他发现当地出产的草莓会令奶油固化。金泽
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了使奶油固化的原因——多
酚。之后，不会融化的冰淇淋就这样诞生了。

（据《北京日报》作者：赵鹏）

■成人肥胖或是线粒体故障所致

澳大利亚科学家最新发现，成人肥胖可能是
细胞内线粒体的基因表达出现了问题。

线粒体是细胞中提供能量的细胞器，被称作
细胞的“能量工厂”，有着自己的遗传物质。

西澳大利亚大学等机构研究人员日前在美国
《科学进展》杂志上发表报告说，他们通过小鼠实
验发现，如果线粒体中PTCD1基因表达受损，线
粒体形态就会发生变化，无法正常将脂肪和碳水
化合物转化成能量，进而引发成年人肥胖，患脂肪
肝、心脏肥大等疾病。

研究人员说，实验表明，线粒体基因表达出
现问题对能量代谢有着长期影响，了解其中机制
可更有针对性地开发治疗肥胖、脂肪肝等疾病的
药物。

■晚上总做噩梦可能是睡多了

英国牛津大学一项研究显示，晚上睡眠时间
超过9小时可能容易做噩梦。

研究人员借助在线调查，分析了846人两周
内做噩梦的频率，并了解噩梦引起的郁闷程度、睡
眠时长及日常生活中的忧虑、猜疑、幻觉、摄入酒
精量和压力情况。结果显示，睡眠时间超过9小
时与做噩梦的频率相关，但不影响噩梦的可怕程
度。研究人员认为，这一关联可能是因为睡眠时
间长意味着快速眼动睡眠期较长，噩梦多发生在
这一阶段。

研究人员还发现，做噩梦的频率和可怕程度
还与生活中的忧虑、幻觉和猜疑存在关联。但是，
酒精摄入或运动与噩梦没有关联。先前研究显
示，这两者也会延长快速眼动睡眠期。

（本组稿件均据新华社）

■不会融化的冰淇淋

老年教育设施稀缺，供需矛盾突出

老人上学，激情需要释放空间
“银发族”期待怎样的老年教育？

睡眠少的儿童

美国《儿科》杂志8月15
日发表的一项新研究显示：

睡眠时间少的儿童罹
患Ⅱ型糖尿病的风险更高

这项由英国伦敦大学圣乔治
学院领衔的研究指出

睡眠太多或不足均已
被证实与肥胖病和Ⅱ型糖
尿病相关

研究人员分析了4500多名9岁到10岁英国
儿童的相关数据，包括身高体重数据、血液检测结
果和问卷调查表中的睡眠数据

研究结果显示
睡眠时间越长，患糖尿病风险越低

中国新一代远洋综合科
考船“科学”号，正在西太平
洋对此前人类从未探索过的
卡罗琳海山进行科学考察。

“科学”号搭载的“发现”号遥
控无人潜水器在本航次已下
潜 6 次，取得了丰富生物样
品，其中包括一些非常罕见
的深海生物。

憨态可掬的罕见章鱼

“发现”号 21 日在卡罗
琳海山北侧、水深 1200 米
左右的地方采集到一只憨
态可掬的“深海小飞象”，它
的两个鳍如大象的两个耳
朵在水中摇曳，非常萌。

“深海小飞象”是一种
人们了解不多的特殊章鱼，
是烟灰蛸属章鱼。它们广
泛分布于温带、热带和寒带
海域的大陆架，生活水深在
100米至7000米。

本航次中，“发现”号还采集
到多只寄居蟹。其中，一只寄居
蟹所寄居物体的外围是手套状
的海葵，像是在“手套”中间钻了
一个窟窿。科考队员介绍，这只
寄居蟹先在一个贝壳里寄生，海
葵再附着在贝壳上面，贝壳逐渐
被腐蚀，寄居蟹就直接寄居在海
葵中了，看上去像是寄居蟹“打
洞”钻进了海葵中。

偕老同穴是什么？拗口的名字寓意永恒的
爱情，其实它是一种海绵。“发现”号在本航次中
采集到了多个偕老同穴海绵，它们拥有非常精致
的白色网状身体，有的表面还有刺，在西方也被称
作“维纳斯的花篮”。在一些地方，其标本被作为结
婚礼物，祝福新人白头偕老。

五条长长的“尾巴”像蠕
虫弯曲蠕动，又像蛇蜿蜒前
行，这就是海蛇尾，这五个

“尾巴”其实是海蛇尾的腕。
在受到攻击或感到有危险
时，海蛇尾很容易将部分腕
甚至整个腕断掉，以此吸引
天敌的注意力，然后
乘机逃走，而它
失去的腕可
以再生。

“科学”号上的深海稀客

深海小飞象

偕老同穴 象征永恒爱情的海绵

主要负责“美”

外形似一把精美的
扇子，身体像树木一样，
有一根主干，旁生出很
多枝杈，枝杈呈现的花
纹又好像是能工巧匠的
雕刻之作。

这是“发现”号采
集到的一个柱星螅，它
是 水 螅 虫 类 的 珊 瑚 。
它虽然不是珠宝级的
珊瑚，但是深海珊瑚的
重要一员，为其他鱼类
和无脊椎动物提供栖
息地。它对人类的主
要用途就是观赏，主要
负责“美”。
（本组文图均据新华社）

柱星螅

寄居蟹
海葵海葵““手套手套””
当当““房子房子””

海蛇尾 “断腕”求自保

对成年人而言

易患糖尿病

制图 文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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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已进入老龄化社会，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超过2亿。老年人不仅关心衣食住行、医疗健
康等生活保障方面，也对文化、科技、娱乐等新知识、新事物很关注。有些老人希望退休后能重
新“上学”，培养兴趣爱好、结交同龄朋友、丰富晚年生活，老年教育成为新的消费热点。但是，目
前我国城乡社区老年教育形式少、质量低，供给能力远不能满足老年群体的需求。如何大力发
展老年教育，帮助“银发族”实现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让他们拥有更加多彩的晚年生活？

“老年大学让我爱上了画山水画，退休生
活也变得丰富多彩了。”72 岁的柴中鹏在北
京东城区老年大学已有10年学龄，每周雷打
不动去上绘画课。然而，在东城区，不少老人
等了三五年也入不了学。

“周一到周五、早上到晚上，4 间教室课
程排得满满的还是不够。”北京东城区老年大
学教师段浚川说，目前位于地坛附近的东城
区老年大学有2000多名学生，却仅有4间教
室。10年来，老年大学搬了两三次家，校舍
紧张的问题仍未得到解决。

每学期开始前，东城区老年大学都会贴
出报名公告，在报名前夜，甚至有老人半夜来
排队，只为一个宝贵的名额。

半夜排队对很多老人来讲已经吃不消，还
有些老年大学报名需要电脑“秒杀”，让老人更
头疼。天津市老年大学自去年开始网上报名，
南开区居民初秀兰折腾了一晚上也没登录上
去，无奈之下只能请儿子帮忙，“名额放出来很
快就被抢光了，跟去医院抢专家号似的”。

据统计，我国现有老年大学、老年学校等
教育机构 6 万多所，每年可供学习人次约
700万，但与2亿多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
相比，仍然是杯水车薪。这些老年大学大部
分是20世纪80年代起为解决机关单位离退
休职工学习问题而办的，很难适应现在大众
化、普惠性老年教育的需要。

中国人民大学老年学研究所副所长姜向
群说：“退休人员快速增加，参加学习的热情
十分高涨。但老年大学办学场地及设施严重
稀缺，资金投入不够，供需矛盾突出。”

半夜排队，入学报名靠“秒杀”

“老年大学学费虽然不高，但我
学国画，买颜料、纸张，装裱，算下来
一个月也需要不少钱。子女总说我

‘把钱花在了没用的地方’。”黑龙江
省鹤岗市老年大学学员王洁说。

眼下，家庭对老年教育的支持
力度远小于对未成年子女的教育，
很多人希望家中老人退休后帮忙在
家照看小孩，不太鼓励老人重新走
进课堂。社会认识也存在偏差，认
为老年教育可有可无。

姜向群认为，在基本的生活需
求得到满足之后，老人同样有社交
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的需求。
老年人学习新的知识和技能，适应新
的生活，有利于老年人重新融入社
会，实现老有所乐、老有所为。

老年教育的发展不仅需要家庭
的支持，也需要社会的投入。我国
幼儿教育、小学教育、中学教育、大
学教育再到职业教育、成年人教育
都纳入了国民教育体系，而老年教

育没有纳入。各地经济社会发展规
划缺少老年教育的内容，财政预算
也缺少相关投入。

“办好老年教育，有多方面积极
意义，但目前社会还未充分认识
到。”李志宏认为，政府在这一领域
投入不足，引导不够，应在国家经济
社会发展规划中，加大对老年教育
的预算投入，强化政策落实，并形成
有效的监督机制。
（据《人民日报》作者：吴科 林丽鹂）

老年教育，也应舍得“砸”钱

短评▶▶
老年教育和义务教育、高等教

育、职业教育等一样，都属于“终身
学习”的范畴。俗话说，活到老，学
到老。为了消除社会对老年教育
的偏见，欧洲出现的第一所老年大
学被命名为“第三年龄大学”。随
着“银发浪潮”加速到来，“第三年
龄”教育需求变得庞大而迫切。

一些老年人“赖”在老年大学
10 多年不肯毕业的背后，是对精
神空巢的逃离与恐惧。给老年人
一个葱郁的精神家园，早已成为

全社会的共识。
国务院办公厅去年10月就印

发了《老年教育发展规划（2016—
2020）》，推进老年教育事业的发
展。现在要做的是加快政策措施
落地的步伐，起码要跟上老年人需
求增长的速度。

作为公共文化服务的提供者，
政府应该搭起架子、兜住底子，尽
可能使社会文化资源多向老年人
倾斜一些。作为教育系统的神经
末梢，相关部门应敏锐感知需求水

温的变化，扶持自学组织，让小环
境自成气候。当然，公共决策部门
也应“开门办教育”，主动引入更多
社会资本与社会力量，共同做大老
年教育这一产业蛋糕，为老年人提
供更加丰富和优质的精神食粮。

人生的第一粒扣子要扣好，人
生教育的“第三年龄”也该畅通无
阻。推进老年教育，充盈老年人的
精神生活，我们有责任让夕阳花更
红艳。

（据《光明日报》作者：莫洁）

老年大学“一座难求”该咋破

更丰富——

全国老龄办政策研究部副主任
李志宏介绍，国内缺乏退前教育，老
年人退休后，一时半会儿生活习惯
难以调整，心理上对长期赋闲状态
准备不足。日本、美国、德国等国家
的退前教育非常发达，而国内在这
个领域基本上是空白。

目前，国内老年大学教学内容
以书法、绘画、摄影、戏曲、烹饪等为
主，不少老人希望开设心理学、营养
学等课程，但在老年大学里几乎找
不到。

更现代——

很 多人想当然地认为，老年人
都喜欢唱歌、跳舞。“其实我更想学
摄影摄像、制作电子相册、手机理
财。”初秀兰说，随着互联网的普及，

“银发族”对手机、电脑等科技产品
的兴趣越来越浓。

现在，老年教学普遍缺乏多媒
体、网络等现代教学手段，教学方式
比较陈旧刻板。李志宏建议开展对
现有老年教育课程的数字化改造，
开发适合老年人远程学习的数字化
资源。

更便捷——

“上岁数本来就不愿意跑太远
的路，胳膊腿都不好使了，阴天下雨
更不想出门，要是能在家门口就近
学习就好了。”天津市武清区南马房
村村民周炳泉说，很多老人像她一
样不愿意到数十公里外的市中心上
课，但街道社区承载的老年文化服
务职能尚不健全，不能实现让老人
走出家门就能学习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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