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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大家都曾看過新聞報導，狗兒可以利

用嗅覺偵測出罹患某些癌症的患者。而這種

不可思議的現象，竟然發生在一位蘇格蘭的

護士身上，她能聞出罹患巴金森病的患者。

2015 年，這位可以聞出巴金森病的護士引

起了科學家的注意，經過三年的合作，研究

人員確定了這種神奇的現象與患者皮膚上的

分子及發出的氣味有關。未來希望透過這種

特殊分子的檢測，可早期發現巴金森病。

巴金森病竟然聞得出來？

根據 BBC 的新聞報導 ，這是一名 68 歲退

休護士 Joy Milne 的發現。Joy 的丈夫於 2015

年因巴金森病去世，享年 65 歲。據她表示，

早在先生 45 歲確診為巴金森病的前十年，

她就已經聞到他身上散發出一股特殊的麝香

味。Joy 原本以為是先生忘了洗澡或刷牙，

常常提醒他，卻讓先生感到沮喪。

這原本只是家庭生活的小插曲，直到她加

入一個巴金森病協會後，聞到其他病友也會

散發出相同的特殊氣味，她才發現這種味道

似乎和巴金森病有某種關聯性。當時，這項

發現也引起了科學家的興趣，最早接觸她的

是愛丁堡大學生物科學學院。

為了證實這名護士真的可以聞出患者的味

道，科學家提供這位護士 12 件沒有任何標

記的上衣，其中 6 件來自巴金森病患者，其

餘 6 件是沒有患病者的衣服以作為對照組。

結果，她不但辨識出巴金森病患者的衣

服，還指出一名未曾受巴金森病診斷的受試

者；這位受試者在衣服測試後沒多久，也被

診斷出罹患巴金森病。Joy 利用嗅覺偵測巴

金森病的成功率竟高達百分之百！

她的嗅覺果真異於常人？

能夠聞出巴金森病的護士，究竟是特異功

能？還是一般人其實也聞得出來呢？首先來

了解一下人類是如何聞到味道的。

人類的鼻腔黏膜上分佈著很多嗅神經細

胞，嗅神經細胞上面有嗅覺受體，負責與氣

味分子結合。人類的嗅覺受體約有 350 種，

分佈在鼻腔的四個部位。不同部位的受體與

氣味分子結合後，會引起鈣離子和氯離子等

在細胞膜內外流動，產生動作電位，通過一

系列電位傳遞，最終將信號傳到腦部的嗅覺

中樞，就形成了嗅覺。

Joy 能聞出巴金森病的可能性有以下幾種：

第一，她的嗅覺原本就比普通人靈敏，可能

是嗅覺受體數量較多、捕捉氣味分子的能力

更強，或是嗅覺神經元數量更多；第二種可

能是，她的嗅覺與普通人並無差異，但是鼻

腔內的嗅覺受體類型對於巴金森病相關的幾

種氣體分子更敏感。另外還有一種可能是，

她的嗅覺受體類型和嗅覺靈敏度與一般人無

異，只是她長期與罹患巴金森病的丈夫生活

在一起，而嗅覺神經通過學習、記憶，對某

幾種氣體分子更加敏感。

一位退休護士在先生因巴金森病辭世之後，竟在其他病患身上聞到相同的

味道。與科學家合作研究後發現，巴金森患者皮膚上確實有 10 種氣味分

子的濃度比一般人高。這項研究將有助於提早發現巴金森。 編譯 ／ 姜欣慧

身上的特殊氣味透露出患病訊息

「聞」出巴金森病？

能聞出巴金森病的護士 Joy Milne。

Joy Milne 與英國曼徹斯特大學的化學分析專家合作，找出
巴金森病患者身上的特殊氣味分子。

Joy Milne 的先生 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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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皮脂中的特殊氣味分子

三年前，這名退休護士開始與英國曼徹斯

特大學的化學分析專家合作，科學家針對 64

名受試者（43 例巴金森病患者，21 例對照

組）的後背皮脂進行採樣，再利用質譜儀分

析其中的揮發性化合物，比較兩組樣本間的

物質差異。該研究團隊發現，巴金森病患者

的身上真的帶有一些不同的分子，也就是這

位護士聞到氣味的由來。這篇研究報告發表

於《ACS Central Science》期刊上。2

這項研究指出，在巴金森病患者的皮膚上

確實發現 10 種獨特的分子，特別是紫蘇醛、

馬尿酸、二十烷，這些分子的濃度高於一般

人身上的濃度。這些分子存在於皮脂中，巴

金森病患者通常會分泌比一般人更多皮脂，

所以患者通常也更容易發生脂漏性皮膚炎。

Joy Milne 也確認了這些分子的組成，與她

在患者身上聞到的味道非常相似。研究人員

依據篩選出來的揮發性化合物建構出判別巴

金森病的模型，結果發現，透過這些分子來

辨別巴金森病患者的準確率可達 90%，而對

照組的判斷準確率只有 67%。。

新研究有助於及早檢測巴金森病

研究人員希望這些被發現的揮發性生物標

記分子，能應用於巴金森病的早期檢測，例

如：用棉花棒擦拭患者皮膚，來測試是否帶

有這些分子標記。如果能在症狀出現之前更

早做出診斷，就能更有效地治療，以延緩或

甚至預防疾病的發展。

Joy Milne 目前是曼徹斯特大學的名譽講

師，仍然與研究人員繼續合作，希望透過她

的鼻子，更進一步了解巴金森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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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森病患者身上的氣味可能透露著患病的徵兆，親密的家人也許可以提早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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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人平均每 5 人就有 1 人有睡

眠障礙，有些人甚至長期倚賴助

眠藥物（安眠藥）才能入睡。

目前食藥署核可之助眠藥物有兩大類：苯

二酚類（簡稱 BZDs）與非苯二酚類（簡稱

non-BZDs）。BZDs 多用於抗焦慮、情緒安

定、鎮靜與肌肉鬆弛等。入睡困難者可選用

短效型；淺眠或早醒可用中效型；若白天合

併有焦慮症，則適合長效型。雖然 BZDs 安

全性高，但若長期使用，仍有可能發生認知

行為損傷、記憶力減退、心理依賴等副作

瘋傳1. 

瘋傳2. 

如何避免頸椎退化被誤診為巴金森病？

長期服用助眠藥物會導致失憶、失智？

多年前，家人因全身疼痛、

肢體僵硬、步履搖晃就醫，被

診斷為巴金森病，但服用左旋

多巴藥物仍無法改善。幾經轉

診，才發現原來是「頸椎退化」。醫師表示，

由於所有神經訊號都必須穿過頸椎傳達至肢

體，以依照大腦「指示」完成動作；因此一

旦頸椎退化嚴重，就可能導致神經傳導障

您是不是經常接觸到網路、媒體的各種食安知識？

身為患者或家有長者，想必更常關注一些健康、醫藥訊息，

但是，您知道這些被「瘋傳」的訊息都正確嗎？

「瘋傳言・正解版」請醫師為您關注這些傳聞，提供醫師正解。

礙，而出現跟巴金森病類似的肢體症狀，造

成診斷的困難。

頸椎退化的症狀包括頭痛、頭暈、耳鳴、

肩頸僵硬疼痛、四肢及關節的酸麻痛無力、

步態不穩等。做法上，可安排頸椎 X 光或核

磁共振影像檢查；也可以經由「頸椎硬脊膜

外腔」注射藥物，若症狀立即緩解，多半能

鑑別為頸椎退化而非巴金森病。

正

正 用。non-BZDs 藥效快、助睡效果佳，相較

於 BZDs，這類藥物比較不會影響白天的工

作，但也因此出現濫用現象。因此健保署對

於 non-BZDs 類藥物給付條件相當嚴格。

衛福部提醒大家，治療睡眠障礙需同時考

慮生理、心理、環境等因素，有失眠問題的

朋友務必就醫由醫師評估，並嚴守醫師開立

的劑量，若自行加量使用，很容易產生依賴

性。長期使用是否可能提高失憶、失智的風

險，需要更多臨床實證的研究來確認。

整理／編輯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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