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夏娃的肋骨>>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夏娃的肋骨>>

13位ISBN编号：9787800738968

10位ISBN编号：7800738965

出版时间：2003-9

出版时间：中信出版社

作者：玛丽安娜·J·莱盖托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夏娃的肋骨>>

内容概要

本书是部具有革命性意义的新书，将向你披露整个医学界是如何忽略了男女两性之间存在的巨大差异
的，包括在诊断、治疗以及疾病防治等各个领域。
从医学诞生的那一天起，研究就集中在男性身上，而女性则被简单地视做男性的缩小版本。
如今，随着女性对自身健康表现出越来越强烈的兴趣，男女两性之间的差别开始受到研究者的重视。
这堪称医学界的重大变化之一。
本书是一个强大的武器，它不仅满足了女性了解自身机体运作的渴望，而且教会了她们如何利用这些
知识来关爱自身和她们所爱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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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玛丽安娜·J·莱盖托是医学界和大众公认的研究性别差异领域最权威的专家之一。
她曾接受过传统的医学训练，职业生涯中的全部研究都得到了美国心脏学会和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
支持。
1997年，莱盖托博士在哥伦比亚大学创立了医学界和企业之间的性别医学联合会。
作为哥伦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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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夏娃的苹果不是有毒的水果，尽管夏娃为之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在医学研究中当把性别作为一个重要的变量时，产生了许多意想不到的新数据，而且也产生了许多新
问题，这些问题的答案对每一个人都将是很有价值的。
在研究男性的同时研究女性并不是为了单纯追求政治上的平等，更不是迎合女权主义，这项工作是明
智的选择，它可以为两性创造更美好的未来，并使他们延年益寿。
幸运的是，科学家们将得到对这一“新科学”及其独特的市场前景感兴趣的商家的支持。
商业企业对为男女两性生产更有效的、性别特异的产品的想法越来越感兴趣，这些性别特异的产品包
括满足月经期或孕妇特殊要求的牙刷，或者是一种对女性特别有效的、没有危险的治疗心律不齐的药
。
简而言之，我们正处在一个新时代——性别特异性医学的时代的开端。
    在这门科学仍然还很年轻的时候，我想和您分享我和我的同事们在研究中得到的一些心得体会。
本书除了向您介绍一些关于男女两性身体差异方面的新信息，还将帮助您了解除了生殖功能之外男女
两性还有什么不同。
读完此书我希望您能有两点收获：第一，您将对自己更有信心，而且向医生讲述您的感觉时您会感到
更轻松自在，甚至，可以减轻或消除您的不适症状。
第二，您可以学到许多重要的关于男女两性差别的信息，而这些信息您的医生可能并不知道。
例如：·中风后女性比男性更容易恢复说话的能力。
对男性心律不齐患者很有效的药，对女性可能是致命的。
·女性心脏病发作时，症状可能更像消化不良而不像心脏功能异常，对该疾病的误诊可能会使她们丧
命。
·哮喘、关节炎、癫痫、偏头痛、糖尿病和抑郁症嘟会在女性月经前加重，但是只要对药物略加调整
就可以防止大部分病人的病情加重。
·吸烟对女性的危害要比对男性的大。
如果吸同样数量的烟，女性患肺癌的几率比男性大20％—72％。
·女性对疼痛的感觉比男性敏感，尤其是压力和电击引起的疼痛。
女性在离痛源很远的部位也常常会感到疼痛，这叫做牵涉性痛。
·男性和女性的性功能障碍可能都与睾丸激素相关。
·并非只有老年妇女才会得骨质疏松症，老年男性的背痛可以提示有见识的医生为他安排骨密度检查
，就像对女性一样。
    在女性中，卵巢类固醇，无论是自身产生的还是通过替代疗法补充的，对情绪有直接的影响。
有严重经前紧张综合征的女性发现口服避孕药可以通过抑制排卵缓解症状。
总的来说，雌激素可以使人产生幸福感。
而黄体酮(在月经周期的后半部分时间，由已经释放的成熟卵子产生的激素)水平的增加和情绪低落有
关。
当女性为了节育或者治疗与月经相关的疾病而服用激素时，这种情况会变得非常明显。
在这些药物中，一些种类的孕激素(人工合成的激素)比另外一些对妇女影响更大。
服用避孕药的妇女在月经的黄体酮期往往会伴随着沮丧和焦虑。
通过使用不同的孕激素能消除或明显地缓解这种状况。
    许多绝经后妇女对黄体酮也同样敏感，这些女性因为有不适反应没有持续进行激素替代补充疗法，
不是对雌激素(雌激素给她们以活力，使她们感觉良好)，而是对处方中特殊的孕激素有不良反应，处
方中的孕激素使她们焦虑和沮丧。
一些女性非常敏感以致对于任何孕激素都无法忍受。
对于这些女性，采用子宫内治疗(激素不被吸收到血液中)是必需的。
有趣的是，孕激素和镇定药与大脑细胞的相同的位点结合。
孕激素与这些位点结合会使镇定药(例如安定)失效，从而更加易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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孕激素可能干扰5—羟色胺介导系统。
可以增加了突触中5—羟色胺的水平的药物(叫做选择性5—羟色胺再吸收抑制剂，氟西汀是其中最有名
的)对于治疗严重的经前紧张是很有效的，美国精神病学会将经前紧张归为精神疾病的一种。
    产后精神抑郁    可能没有什么比产后精神抑郁更能说明激素在稳定情绪方面的重要性的了。
每有1 000个孩子出生，就会有1—2名女性遭遇产后抑郁。
这是因为在分娩的第一天或第二天，体内的雌激素和黄体酮水平急剧下降。
这是一种非常严重的疾病：刚生完小孩后的那段时间比一生中其他时间更容易进精神病医院。
这些有过产后抑郁经历的女性在第二次生育后再次患产后精神抑郁的几率是其他人的3倍。
她们的孩子往往也受她们疾病的影响：他们性格内向，在他们年纪大些的时候也会变得抑郁。
在一些罕见的病例中，产后精神抑郁的病情很严重，母亲会在阵痛中杀掉自己的孩子。
这种病需要特殊的治疗。
除美国外的许多西方国家都把这种疾病看做是一种主要的精神疾病：分娩后进行严重犯罪的妇女被送
去进行精神病治疗而不是监狱，像上面的病例即是如此。
    绝经后抑郁    雌激素缺乏可能是造成绝经后妇女抑郁的一个重要原因。
使用激素替代补充疗法似乎可以防止抑郁。
在绝经后10年，抑郁也会影响其中一些女性。
其他研究表明雌激素在治疗抑郁的过程中增加了选择性5—羟色胺再吸收抑制剂的作用。
    体内缺乏雌激素的老年患者会同时患有抑郁和痴呆。
不能清楚思考可能是抑郁造成的，而不是痴呆造成的；与之相反，30％的进行性痴呆(progressive
dementia)患者有严重的抑郁症症状。
对于年轻患者并非如此。
科学家们对激素替代补充疗法是否可以减少老人患抑郁症的可能性仍有争议，但是三环类抗抑郁剂，
如阿米替林，对他们的疗效要比选择性5—羟色胺再吸收抑制剂好。
年轻女性患者与之相反，选择性5—羟色胺再吸收抑制剂(如氟西汀)的效果比三环类抗抑郁剂要好一些
。
    我在医学院读书的第一年，一位维也纳籍教授用了一个生动形象的、令我终生难忘的比喻开始了他
关于胃肠系统的讲座。
他说我们本质上是一个精致的多纳圈，而胃肠道，从口到肛门贯穿整个身体，仅是我们体内的一个空
腔。
谢天谢地，实际情况证明人体要比这复杂得多。
胃肠系统是一个特殊的器官，它的复杂性和机能令人难以置信。
它不仅可以把食物转化为我们用来维持生命的能量和原料，还具有被一些科学家称之为“第二脑”的
复杂神经元，这些神经元与位于颅腔的“第一”大脑保持着联系，因此，毫不夸张地说，我们对周围
发生的事情的感觉也受胃肠扭动的影响。
像皮肤给我们提供外部保护一样，消化道在身体内部保护我们免受异物和微生物的侵扰。
最后，它以极高的效率将我们体内不需要的物质排出体外，并保证组织所需要的液体和盐类不在这个
过程中流失。
    不幸的是，对男女两性的胃肠系统有什么性别特异的特征，科学家们也知之甚少。
但是，我们了解的一些事实已显示出这是一个很有价值的研究方向。
我们知道食物通过女性的肠道所花费的时间要比通过男性肠道的时间长；月经周期和怀孕时激素水平
的变化会影响胃肠的运动，消化道收缩，推动食物向前移动；女性肝脏分泌的胆汁与男性的胆汁是不
同的，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女性比男性更容易患胆结石；女性过敏性肠综合征(IBS)患者比男性多6倍
。
许多女性忍受着肠胃道失调(例如月经期腹泻和过敏性肠综合征)或者是更严重的、会引起肠内膜发炎
和损伤的疾病(像节段性回肠炎和溃疡性结肠炎)的折磨，这类研究将减轻这些女性的痛苦，尤其是那
些长期得不到治疗的或者被诊断为“功能性”肠道疾病的女性。
当然这种诊断对患者帮助不大，因为医生也不能真正理解并治愈这类病，患者除了忍受外别无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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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身免疫性疾病的一个最重要的特征是，青春期过后和育龄期，妇女的发病率比男性高得多，甚至
在绝经后，妇女的发病率仍比男性略高。
在怀孕期间，一些自身免疫性疾病(例如多发性硬化和类风湿关节炎)会有所好转，而另外一些，像狼
疮则会恶化。
一旦婴儿出生，一些在怀孕时好像休眠的自身免疫性疾病会在这个时候突然醒来，有时会比先前更加
严重。
    激素是引发自身免疫性疾病的诱因吗?    有一些事实能够支持这种观点：激素当然影响自身免疫性疾
病的发生和发展。
许多妇女说她们患的自身免疫性疾病的症状会在月经周期中的某个特殊时期很严重，健康女性体内不
同细胞因子(T4细胞产生的一种化学物质，可以抵御入侵者)的量也会随着月经周期而改变。
类风湿性关节炎和多发性硬化的症状经常会在开始绝经时恶化。
口服避孕药可以帮助缓解这两种疾病，但是它对狼疮却没有效果。
    男女两性的免疫系统存在着许多不同。
在这里我们仅指出了其中的一小部分：女性对感染有更强的抗体反应，能更成功地战胜感染。
相对男性而言，她们很少对移植的器官和组织产生排斥反应。
女性比男性有更多的CD4T细胞。
男女两性产生的细胞因子和化学因子的数量也不同。
实验室中的研究表明性腺激素有助于调节细胞因子和化学因子的水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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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前言《夏娃的肋骨》不仅是一部关于女性健康的书，实际上它还涉及到男女两性的健康问题，并介绍
了一门新的学科——性别特异性医学(gender-specific medicine)。
迄今为止，人们仍普遍认为除了生殖功能不同外，男女两性在生理上基本上是一样的。
但是，过去10年来的研究表明这种看法是不对的。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男女两性之间都存在着惊人的差异。
这种差异不仅表现在正常的生理功能上，还表现在对疾病的不同反应上。
    作为一名受过严格训练的生物医学家，最令人兴奋的事情莫过于产生一种新的想法并找到合适的方
法来甄别它的对错。
直到最近10年，我们一直认为在医学研究中，只需将男性作为研究对象，以男性为研究对象得到的数
据可以不经任何改变而直接应用于女性。
在一定程度上，这也是迫不得已的。
原因之一是以女性，尤其是绝经前的女性为对象进行生物医学研究，对女性本人和胎儿(在研究过程中
女性有可能怀孕)都有一定的危险。
相关研究已经表明，对孕妇的研究将给未出生的孩子带来严重的伤害。
因此，很难招募到足够数量的女性来接受调查，除非她们已经过了生育期。
另外，因为年轻女性体内的激素水平呈周期性变化，所以任何一项以女性为对象的生物医学研究都需
要有更多的样本，才能得出是否存在性别差异的确切结论。
这样，由于以女性为生物医学研究对象不仅危险，而且费用昂贵，甚至很难找到足够的样本，所以这
成为我们长期以来很少对女性进行研究的借口。
但目前，这种状况已经开始并且必须改变了。
    美国科学家和医生们最近都致力于这种改变，这也是女性自身的强烈要求。
这种呼声越来越一致、越来越强烈，它迫使联邦政府和生物医学研究机构详细研究男女两性的差别，
并得到了非常出人意料的结果。
通过对男女两性的比较，我们发现人体的每一个系统——从一根头发到心脏搏动的方式——男女两性
间都存在着明显的、独特的差异，而且这些差异都是与性别直接相关的。
这些新的数据正在改变我们防治疾病的方式。
我们只有对男女两性都有了深入的了解，提出以前从未提出过的新问题，才可以重新认识并完善以男
性为基础的健康和防治疾病模式。
这些问题的答案将是有趣的，而且是完全出人意料的。
    但是，目前我们仍没有解决女性医学研究中存在的种种困难，特别是和她们的家庭生活密切相关的
那些方面。
在贝尔蒙特会议上，我们提出了一项公正的原则：如果女性想分享医学研究带来的益处，她们就必须
承担研究中不可避免的危险。
本着这样的原则，当我们检测新药或新疗法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时，她们就必须承担起一定的风险。
每一个希望自己更健康的女性都应该乐于帮助研究人员收集新的信息、承担起个人的责任，以有助于
产生可信的结果。
    在某种程度上，夏娃送给亚当的礼物——苹果，已成为人类被上帝从和谐、完美的天国驱逐到充满
苦难、悲伤和死亡的现实世界中的一个隐喻。
然而，现实生活恰恰与之相反。
如果我们勇敢地、百折不挠地、巧妙地利用夏娃的礼物来发展新兴的性别特异性医学，未来10年，我
们必将在提升人类生活质量、延长人类寿命的研究中取得令人惊喜的成果。
  《夏娃的肋骨》将为您提供答案。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夏娃的肋骨>>

编辑推荐

　　本书是一个强大的武器，它不仅满足了女性了解自身机体运作的渴望，而且教会了她们如何利用
这些知识来关爱自身和她们所爱的人。
 本书不仅第一次与女性分享这样一个事实——男女两性几乎在每个部分都存在着明显差异，更为我们
提出了一个振聋发聩的建议：我们可以应用性别特异性医学来提高男女两性的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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