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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人体最大的器官，皮肤对人体健康的作用可能超出人

们的传统认知。新的研究观点认为，最早显示人体衰老痕迹的

皮肤，其本身状态的变化很可能就是衰老的一种诱因。

研究已发现，皮肤炎症会引发身体内的一系列连锁反应，

包括炎症性肠病、骨质流失，甚至会增加罹患阿尔茨海默症和

痴呆症的风险。因此，保护皮肤屏障不仅是“形象工程”，或许

还可以意想不到的方式改善人体健康并延长寿命。

筋膜一直是一个被忽略的重要身体

组织。最近，当研究人员对它进行重新

审视时发现，筋膜可能是具有生物活性

的一种重要人体组织——它拥有的神经

末梢数量可能超过皮肤，堪称人体内的

“互联网”。

越来越多学者认为，医学界应对筋

膜高度重视，因为它可能是解决慢性疼

痛和免疫功能障碍的一个关键突破口。

或许，筋膜研究将带来一场医学革命。

被忽视的重要免疫网络

19世纪解剖学家伊拉斯谟 · 威尔

逊曾将筋膜称为“天然绷带”，它们黏

糊糊地覆盖在肌肉、骨骼和器官上，有

时会妨碍解剖学家的观察研究，或阻挡

医生做手术时的视线。那时，这些组织

多被切下来随意一扔，不会有人考虑它

们存在的意义。

解剖中的筋膜，是看上去呈白色的

片状或纤维状结缔组织。它们结实而柔

韧，在它们的保护下，肌肉和器官不会

随便挪位。

大多数研究人员认为，筋膜是由胶

原纤维和弹性蛋白纤维组成的薄片组

织，这些纤维片通常被疏松的网络状筋

膜隔开。筋膜的纤维含量较少，纤维之

间的间隙被粘性物质所填充，各层之间

可相互滑动——它们如同人体组织中的

“润滑剂”，透明质酸和提供缓冲作用的

蛋白聚糖是发挥润滑作用的主要成分。

人体中的筋膜一般有两种：一种是

直接位于皮肤下面的表层筋膜，另一种

则是包裹肌肉和器官并将它们连接起来

的深层筋膜。一些研究人员将内脏筋膜

也包括在内，这种筋膜将体腔划分为不

同的隔室，以容纳不同的器官。有人认

为，筋膜还应该包括体内的间质，即分

布于身体各个器官、肌肉纤维和血管中

充满液体的结缔组织。

现在，还有研究者认为，筋膜还应

包括几乎分布于身体各个部位的薄层结

缔组织——它构成了一个几乎将整个人

体连接在一起的强大网络。如果这种观

点成立，这个由筋膜构成的人体网络就

是一张与炎症疾病、疤痕形成、癌症扩

散均相关的重要免疫系统网。

神经末梢最丰富的新器官

已有研究证明，筋膜拥有丰富的神

经系统，分布于身体不同部位的筋膜神

经起着不同作用：表层筋膜的神经专门

感知压力、温度和运动；深层筋膜神经

可实现空间位置感知、疼痛感知等本体

感知。尽管有人反对，但越来越多的研

究人员据此认为筋膜应被视为一种新的

器官，专门负责身体内部状态沟通。据

研究人员估算，成人体内的筋膜含有大

约2500万个神经末梢，这相当或略多

于身体皮肤神经末梢的数量，可算得上

人体神经末梢最丰富的感觉器官。

一些实验表明，筋膜中的神经网络

与辐射性疼痛有关，这种疼痛难以精确

定位——这与不少慢性疼痛病症所具有

的弥漫性疼痛特征相符，例如纤维肌

痛。有研究表明，纤维肌痛与筋膜炎症

有关。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这种疼

痛是由于肌肉受损，但现在被认为与筋

膜损伤或炎症有关。

如果筋膜炎症持续时间较长，其神

经会对疼痛更加敏感。实验老鼠在背部

深层筋膜发生慢性炎症后，痛觉感受器

对有害刺激作出反应的比率从4%增加

到了15%。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何慢性

下背痛和下腰痛那么难以治愈，目前全

球85%的此类病例被归为“无法确定确

切病因”。

除了神经变化，筋膜层之间疏松网

状结构的炎症会使情况变得更糟。超声

成像显示，慢性下背部疼痛患者的胸腰

段 筋 膜 僵 硬 程 度 比 无 疼 痛 者 严 重

20%——由于筋膜组织各层粘连，不再

呈疏松状态，导致其难以滑动，从而渐

渐变得僵硬。

研究表明，在损伤愈合后，下背部缺

乏运动会让筋膜持续僵硬并导致粘连。这

种情况还会殃及附近的连接区域，特别严

重的还会对深层筋膜和肌肉产生影响。

伸展运动让筋膜更健康

筋膜组织对激素、化学物质和机械

损害相当敏感，许多外来因素会对筋膜

的灵活性产生影响。筋膜的这种动态变

化性质表明，改变生活方式有助于逆转

与筋膜相关的一些病症。例如，伸展运

动就是一种非常有效的干预措施。

研究人员在大鼠组织样本中发现，

伸展运动会导致构成筋膜基质的成纤维

细胞发生变化，它们会膨胀几倍，变得

更长更松弛。

研究发现，伸展运动不仅可缩小炎

症区域，还能促使筋膜产生一系列抗炎

症化学反应。这一发现在医学上具有重

要意义，因为许多现代疾病，从心脏

病、糖尿病到癌症、抑郁症都与慢性

炎症相关。美国哈佛医学院的一项临

床实验也得出相同结论：与未做拉伸运

动的对照组相比，每天做1小时拉伸训

练，可使健康志愿者的免疫系统细胞

因子有明显变化——这表明拉伸运动

可调节炎症水平。接下来，科学家还将

深入研究伸展运动是否有助于减少由长

期压力、肥胖和不良饮食等引发的慢性

炎症。

至于按摩等放松筋膜的物理疗法，

目前尚不清楚它们是否也具有抗炎作

用，还是仅让筋膜产生暂时性变化，例

如局部降低筋膜基质粘性，使筋膜层更

容易滑动。

长期被忽视的筋膜可能是解决慢性疼痛和免疫功能障碍的一个突破口

人体内“互联网”或将带来医学革命

日常生活中，我们的皮肤屏障不经

意间就受到了损害。换季、更换护肤品、

遇热、日晒、情绪紧张，甚至进食辛辣，都

可能使皮肤出现灼热、瘙痒、紧绷等不

适。也许你会通过涂抹润肤霜或一些药

物来缓解不适，并认为虽然这些事让人

心烦和难受，但绝对不会像心血管疾病

那样带来严重的健康问题。

但实际上，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皮

肤受损会引发身体其他部位的连锁反

应，比如炎症、肌肉减少、骨质流失，甚至

可能导致认知能力下降——皮肤状况恶

化得越厉害，人体就越容易过早衰老。

在这一新观点中，皮肤不仅是人体

衰老迹象的“显示屏”，还是衰老的诱

因之一。甚至有初步证据表明，更好地

护理皮肤可降低衰老的影响，改善人体

健康。

炎症性皮肤
影响整个机体健康

皮肤是人体最大的器官，也是最早

出现衰老迹象的器官之一。随着年龄增

长，皮肤会开始长皱纹，尤其是在眼角等

面部肌肉活跃的部位，老年斑也会悄然

出现。美国佐治亚州奥古斯塔大学的温

迪 ·博拉格认为，这些变化看似“皮毛”，

但它的重要性却不容低估——这可能提

示着其他器官的衰老或病变。

皮肤关乎生存。皮肤外层的表皮不

透水，能够确保我们体内的水分不会流

失到空气中。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旧金

山分校的西奥多拉 ·毛萝表示，早在两千

多年前，人们就已从水疱性疾病和严重

烧伤中明白，当皮肤表层大面积受损或

不再发挥有效屏障作用时，人体将面临

严重的死亡风险。

然而，医学界直到最近才意识到，即

使是不太严重的皮肤损伤也会造成严重

影响——炎症性皮肤病会影响到整个机

体的健康。

这方面的大部分证据来自两种皮肤

病：银屑病（又称牛皮癣）和特应性皮炎

（又称特应性湿疹）。银屑病患者的皮肤

会产生过多的新细胞，形成片状、鳞状皮

屑。特应性皮炎患者的部分皮肤会干

燥、皲裂和发痒。这两种疾病都是需要

终身治疗的慢性病。

长达几十年的研究表明，这两种皮

肤病症可能与罹患更加严重的疾病存在

相关性。一项研究对过往19份研究结

果进行荟萃分析后得出结论：特应性皮

炎与心脏病发作、中风、心绞痛和心力衰

竭风险的“小幅但显著”增加有关。其他

一些分析也指出，银屑病患者罹患心血

管疾病的风险似乎高于未患银屑病的

人。此外，皮肤病还与肌少症有关，且关

联性相当强。

现在，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皮肤

病与很多疾病不仅仅相关，而是存在更

为确定的因果关系。美国加州大学旧金

山分校的彼得 · 埃利亚斯说，银屑病和

特应性皮炎都会导致皮肤屏障功能出现

问题——皮肤细胞会为此尝试修复屏

障，从而释放出细胞因子，引发炎症。

根据博拉格的解释，炎症的目的是

激活免疫系统，促进伤口愈合。发炎的

组织会泛红、肿胀和疼痛，此时会有更多

的血液流向那里，这些组织的温度也会

升高。这些都是身体愈合系统开始工作

的迹象。但问题是，有时炎症并没有在

该消退的时候消退。“炎症本是一种短期

反应，但如果持续下去，就会变得有害。”

牛皮癣等慢性皮肤病正是如此。

皮肤屏障受损
影响波及骨骼和大脑

二十多年来，研究人员一直在探究

一种叫做“炎症性衰老”的现象，即人体

衰老进程中一种慢性、低度的炎症状

态。与年轻人相比，老年人血液中的细

胞因子水平持续偏高。这种持续的低水

平炎症与一些老年病，如痴呆症、关节

炎、2型糖尿病和肌少症相关。

根据毛萝研究小组取得的新进展，

人体衰老进程中，血液里出现的炎性细

胞因子与皮肤受损时产生的炎性细胞因

子是一样的。

恢复皮肤屏障可能有助于消除炎

症。几年前，毛萝与埃利亚斯、中国南

方医科大学教授蔄茂强等合作，进行了

一项实验。他们在小鼠皮肤上贴上透明

胶带再剥离，以此破坏小鼠的皮肤屏

障。3小时后，小鼠皮肤中编码细胞因

子的基因表达水平和血液中的细胞因子

水平均有所上升。而当研究小组通过涂

抹甘油或凡士林来恢复小鼠的皮肤屏障

后，小鼠皮肤和血液中的细胞因子水平

下降了。

研究小组认为，这一实验现象的关

键可能在于皮肤最外层的角质层受到了

破坏。角质层由富含角蛋白的死皮细胞

组成，对保持体内水分至关重要。2023

年，蔄茂强领导的研究团队对255名65

岁或以上老人的皮肤和血液进行研究发

现，角质层水含量较少的老人，其血液中

细胞因子水平较高。

皮肤炎症可能会导致炎症性肠病。

2021年，美国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的理

查德 ·盖洛领导了一项研究，调查“为何

皮肤炎症和炎症性肠病经常同时发

生”。研究发现，当小鼠的皮肤因受伤或

感染而发炎时，会释放出一种叫做透明

质酸的化学物质——它进入肠道，就会

引发动物免疫反应。

皮肤损伤还可能导致骨量丢失。南

方医科大学梁文权博士及其同事在2022

年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诱导年轻小鼠

表皮发生早衰，可导致其骨量减少。研

究小组认为，这与表皮角质细胞分泌的

一种名为胱抑素-A的蛋白质减少有

关。这种蛋白质在骨髓中含量丰富，可

调控骨细胞的增殖和分化。当皮肤受

损，胱抑素-A分泌减少时，骨细胞的

行为就会出现异常，骨骼也会变得更加

脆弱。该团队还发现，在小鼠皮肤上涂

抹一种叫做卡泊三醇的化学物质，会刺

激胱抑素-A的分泌，从而有效缓解骨

质疏松症。

皮肤损伤的影响甚至可能波及大

脑。埃利亚斯透露，他们已经有力证明

了阿尔茨海默症和痴呆症与皮肤损伤有

关。许多研究发现，患有炎症性皮肤病

的人更可能出现认知障碍或痴呆症。事

实上，其他研究也表明，炎症在这些疾病

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一定作用。

同时，由疾病或衰老造成的皮肤屏

障功能减弱，会让有害化学物质和微粒

潜入人体内并造成更广泛的损害。毛萝

提到，一项对2018年美国加州山火后皮

肤科诊所预约情况的跟踪研究显示，许

多在火灾空气污染中暴露过的特异性皮

炎患者的病情变得更糟了。

微生物竞争
人体表面的健康争夺

尽管越来越多证据表明，皮肤对人

体健康有影响，但不确定性依然存在。

首先，目前还不清楚身体的这些变

化在多大程度上是由皮肤引起的，而不

是皮肤反被身体的其他器官所影响。

新加坡一家皮肤研究实验室执行主

任雷切尔 ·沃森说，关于皮肤状况与人体

系统健康的因果关系，目前还存在一些

争论。“我们还不能确认，皮肤所出现的

一些可见的变化，真的是由人体系统的

健康问题所致，还是说，由于皮肤是人体

最大的器官，当驻留于皮肤的细胞因子

等发生变化时，影响到了人体健康？”

在毛萝看来，人体不同系统之间存

在许多交叉“对话”，因此很难“非此

即彼”地进行区分。即使在皮肤内部，

似乎也有多种机制在起作用。例如，如

僵尸般存在的衰老细胞，它们随着年龄

的增长而堆积，不仅存在于皮肤，还遍

布全身。“它们不会死，但它们不正

常，事实上，这些衰老细胞会引发严重

的炎症。”

皮肤微生物群对人体健康的重要性

也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支持。与我们身体

的其他部位一样，皮肤也是众多微生物

的家园，包括细菌、真菌和病毒。盖洛坦

言，直到最近，人们才意识到微生物组对

皮肤的影响有多大，以及皮肤对整体健

康的影响有多大。健康的皮肤微生物群

有助于在生命早期建立我们的免疫系

统，增强皮肤的屏障功能，并调节皮肤细

胞的活性。

盖洛带领的研究团队花费数年时间

研究金黄色葡萄球菌。这种具有传染性

的细菌寄生在人类皮肤上，健康的皮肤

能够很好地抵御这种微生物，但特应性

皮炎患者皮肤上的金黄色葡萄球菌数量

往往超出正常人。盖洛认为，机体的免

疫问题是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之一。他

的团队发现，金黄色葡萄球菌感染会加

重皮肤炎症，进而影响身体其他部位。

皮肤上的其他细菌也很重要，如对

人体有保护作用的人葡萄球菌会与金黄

色葡萄球菌竞争，以抑制后者的数量。

但患有特应性皮炎的人，皮肤上的这些

有益细菌数量较少。盖洛说：“患有这种

疾病的人，缺少一部分健康的微生物

群。这意味着金黄色葡萄球菌可以肆意

生长，使特应性皮炎恶化，并加剧炎症。”

认真保湿防晒
有助延缓认知衰退

以上所有研究与讨论都告诉我们：

改善皮肤健康可提升整体健康，降低我

们罹患一系列疾病的风险，尤其是心血

管疾病或痴呆症的风险。这已在皮肤病

患者身上得到证实，比如治疗牛皮癣可

降低心脏病发作的几率。

从理论上讲，这可能适用于所有

人：当我们的皮肤老化并开始发炎时，

皮肤治疗可减少这种影响。然而，迄今

很少有所谓的抗衰老皮肤疗法能够通过

高质量随机对照试验的检验。

2022年，埃利亚斯、蔄茂强和他们

的团队开展了一项研究，通过观察修复

老年人的皮肤能否缓解认知退化，来探

究受损皮肤、炎症和大脑功能之间可能

存在的关联。他们从中国的两个城市中

招募了200名65岁以上的老年人，其中

一半受试者在每年11月至次年5月的寒

冷季节每天涂抹两次护肤霜，另一半则

什么也不涂。结果显示，对照组的老人

皮肤失水越来越多，认知能力也逐渐下

降。而涂抹护肤霜的老人皮肤角质层水

分含量更高，他们的认知能力得分相较

于对照组更趋于稳定。

毛萝强调，这些研究还只是试验性

的，尽管结果“很有价值”，但证据仍

不够充分。沃森指出，不同肤色人群的

皮肤结构存在微妙差异，皮肤老化程度

也不同，因此即便是实验下来最有用的

治疗方法，疗效也可能因人而异。

不过，已有数十年的证据表明，具

有保湿作用的甘油能将水分吸入皮肤，

改善皮肤的屏障功能。最近，人们还开

发出了皮肤“屏障修复”配方，其中含

有一些皮肤外层在干燥时会耗尽的特定

脂质。有证据表明，这些配方的功效优

于传统润肤霜。

除了保湿，防晒对于维护皮肤健康

也很重要。沃森表示，人们既需要一些

阳光来帮助身体合成维生素D，但也要

注意避免晒伤。

展望未来，也许有一天，我们能让

皮肤重现青春。2022年，研究人员发

现，通过接触一些逆转发育的分子，皮

肤细胞的生物钟可倒退30年。不过，

在这一方法正式获批投入应用之前，我

们还是应该多注意舒缓皮肤，让它少受

炎症困扰。

最新研究表明，皮肤炎症会在体内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甚至波及大脑

肤“浅”吗？它与诱发机体衰老深度关联

■本报实习生 刘琦/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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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陵生/编译

皮肤是人体的屏障，也与机体进行着深层互动与交流。

皮肤是人体最大的器官，也是最早出现衰老迹象的器官之一。

科学家已经有力证明了阿尔茨海默症和痴呆症与皮肤损伤有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