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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治人员多，由此带来的院感防

控压力也随之增大。面对来自不同
医院、不同专业背景的人员，该院加
大了院感防控培训、考核力度。针对
总体年龄大、文化水平相对较低、体
力劳动强度大的保洁人员等，该院还
进一步完善了管理机制和工作流程，
保障进入污染区人员工作安全，避免
职业暴露。

为确保对患者的最佳诊疗，高层
次、密集的专家会诊支持引入其中。
陈效友介绍，自4月22日以来，该院
几乎天天组织院内专家会诊。同时，
对于重型或者非重症但其他合并症比
较危重的患者，该院还启动了市级专
家会诊和国家级专家会诊。

同时，小分子药物也在临床中得
到应用。据悉，从3月31日首次应用
于临床以来，已有超过300名患者应
用了新冠小分子药物，有效地缩短了
病程。“另一个特点是中西医并重。中

医作为新冠肺炎治疗的一个重要组
成部分，取得了不错的效果。”陈效友
表示。

疑难危重病区：“大
咖团”全程护航

采访中，陈效友特别提到，5月12
日起，一支来自中日友好医院的48人
团队进驻北京地坛医院应急六病区，
扛起了收治疑难危重新冠肺炎患者的
重任。截至5月30日7时，该病区共
有患者23名：ICU小组有患者11位，
其中病重的有3人；非ICU小组有患
者12位，都属于高危人群。

中日友好医院医疗队领队郭丽萍
介绍，中西医结合协同治疗新冠肺炎
重症患者是他们的技术优势，在中日
友好医院的统一部署下，医疗队出发
前就进行了集中培训。在全国名中医
张洪春教授的带领下，以《北京市新型

冠状病毒肺炎中医药防治方案（试行
第六版）》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
方案（试行第九版）》为原则，以国医大
师晁恩祥的验方为基础，形成中日友
好医院版中西医结合方案循证研究和
技术路线，并在接管病区后指导临床
应用。此外，晁恩祥、张洪春等中医专
家还通过远程会诊，帮助新冠肺炎重
症患者尽快转阴、尽早康复。

5月18日15时，两位新冠肺炎老
年高危患者接受了晁恩祥、张洪春团
队的联合会诊。其中，一名73岁女性
患者被确诊为新冠肺炎普通型，经抗
病毒药物治疗后，新冠病毒核酸检测
结果却迟迟不能转阴；另一名68岁男
性患者，合并肺动脉高压、风湿性心脏
病、心功能不全等多系统疾病。

为使此次会诊能够顺利进行，当
天早交班后，医疗组副组长李得民、中
医医师李依洁进入隔离病室用视频、
图像记录查房过程和患者舌象、脉象
等体征，查房结束回到医生办公室后，
将这些记录与病历摘要等提前发送给
会诊专家。

会诊中，专家就患者的病情和治
疗后困境进行讨论，最后由晁恩祥开
具处方，并请医疗组根据病情变化制

定增减方案。
此外，依托中日友好医院强大的呼

吸、重症团队，很多合并呼吸、癌症晚
期、心脑血管疾病等高危因素的患者，
也在进入该病区后得到加强监护治
疗，症状逐渐缓解，基础病趋于稳定。

小汤山方舱：宛如一
道明媚阳光

北京小汤山方舱医院自2022年
5月1日起启用。启用前一周内，该方
舱医院完成重建，单栋楼、每栋3层为
1个隔离单元，共9个隔离单元、1200
张床位。

医务人员迅速组成了综合协调、
医疗护理、信息联络、感染控制、医护
团队、医疗专家和感染防控专家7个
工作组，紧锣密鼓、争分夺秒地细化
制度、规范流程，建立隔离单元诊疗
工作、接收登记、医学观察等制度和
流程。

目前，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
安医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
医院 、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
院、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北京回龙观医

院、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等派出的
医疗队日夜奋战在这里。北京佑安医
院全权负责小汤山方舱医院临时党委
工作。

队伍多、专业多，首先要做好院
感防控。为此，小汤山方舱医院隔离
区首次加入了院感监测系统，来自多
家医院的感控专家在摄像头背后，像
鹰眼一样发现和纠正可能造成院感的
环节。

患者多、情况复杂多变，救治力量
必须得力。来自北京地坛医院等的专
家组依靠丰富的临床经验、过硬的专
业素质，确保对患者的诊疗方案、转诊
决策做出快速反应。

舱里的工作并不轻松，“大白”们
当班期间都在来回穿梭忙碌。除了不
定时接收感染者、做面诊、每天两次监
测患者生命体征，做好感染者的诊疗、
护理服务外，还要关注其生活需求，当
好“后勤保障队”。

帮患者进行单元转运，使同样感
染的家人住在一起。病区宽敞明亮，
还有一体化淋浴房，但患者的需求不
止于此，先进的可视化呼叫设备响
起：想洗澡，需要毛巾、沐浴露；天气
太热，希望调整空调温度；手机没电

了，却忘了带充电器；根据不同饮食习
惯等需要订餐……值班组的护士常常
忙成陀螺。

除此以外，这里还有不少“特殊”
的隔离人员，例如即将参加中考、高考
的学生等。对此，方舱的医护人员会
尽量把备考生安排在单独的房间，送
去经严格消杀的台灯，提供相对安静
的学习条件，帮助打印相关复习资料。

入住方舱或隔离点后的人员，生
活中的很多事情都会被按下暂停键。
加之隔离后活动场所受限，原有的生
活规律被打破，很多人可能出现身心
不适。因此，运行指挥部还设立了心
理咨询室和心灵驿站，安排北京回龙
观医院的心理专家进驻，帮助缓解医
务人员及轻型、无症状感染者的心理
压力。

在医患的共同努力下，近日，越来
越多的患者康复出院。5月20日，感
染者小杨出舱了。临行前，她开心地
递给护士一封感谢信。信中写道：“在
难熬的隔离日子里，方舱医院的医护
人员宛如一道明媚的阳光，带给我们
对美好未来的向往，给了我们健康的
希望，感谢所有医护人员的辛苦付出，
爱你们。”

医疗救治 全力应对非常挑战

本报讯 （特约记者孙国根）近
日，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郁金泰教
授联合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阚海东
和陈仁杰教授等，首次通过研究证实
长期暴露于PM2.5会显著加速认知
功能减退，空气污染高暴露的居民脑
内可过早发生阿尔茨海默病病理改
变，从而导致认知障碍的发生。因此，
持续减少空气污染暴露或可大大减轻

痴呆疾病负担，这应在公共卫生政策
决策和阿尔茨海默病的初级预防中予
以考虑。该研究相关论文已发表在最
新一期国际期刊《生物精神病学》上。

该研究共纳入 31573 名中国纵
向健康长寿调查参与者，并对 1131
名中国阿尔茨海默病生物标志和生
活方式研究参与者均进行了阿尔茨
海默病脑脊液核心病理生物样本测

量，并进行认知功能评分。结果发
现，PM2.5 暴露量每立方增加 20微
克，认知功能减退发生风险可增加
10%。生活在PM2.5 较高暴露值地
区的个体，总体认知能力较差，其反
映总体认知功能的量表评分变化率
显著增加，体内反映阿尔茨海默病核
心病理的淀粉样蛋白高负荷的指标
明显异常。

该研究还发现，PM2.5长期暴露
引起的认知功能减退，可能是受反映
阿尔茨海默病核心病理的淀粉样蛋白
异常介导的，中介比例在 17%至
22%。与此类似，暴露于环境中臭氧
和二氧化氮污染的居民有很大可能性
发生认知功能减退，尽管两者并未达
到统计学显著性。

团队进一步研究发现，长期暴露

于PM2.5环境空气污染的居民认知
能力下降的风险比低污染区个体明显
增高，且高暴露的群体脑内可过早发
生阿尔茨海默病病理改变，从而加速
认知减退的进程。

郁金泰指出, 该项目研究为建
立大气污染引起认知功能减退的因
果关联提供了关键的生物学合理性
依据。

长期空气污染加速认知功能减退
可导致过早发生阿尔茨海默病病理改变

5 月 30 日，为迎
接“六一”儿童节，武
汉协和医院心脏大
血管外科的医护人
员 在 病 情允许的情
况下，为住院的 15名
先天性心脏病患儿准
备了一场亲子活动。
图为医护人员身着防
护服为患儿讲解正确
的防护措施，并指导
患儿在口罩外侧用彩
笔绘画。

特约记者涂晓晨
通讯员刘坤维

摄影报道

据新华社北京5月29日电 《参
考消息》29日登载阿根廷布宜诺斯艾
利斯经济新闻网报道。报道摘要如下：

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布罗德
研究所以及美国马萨诸塞大学医学院
的科学家开发了一种机器学习模型，
可以分析来自新冠病毒样本的数百万
个基因组，并预测哪些病毒变体将占
主导地位并可能引发新的浪潮。该模

型被称为PyR0，可以帮助研究人员
确定病毒基因组的哪些部分最不可能
发生突变，从而为可对抗未来变体的
疫苗提供目标。研究结果日前发表在
美国《科学》周刊上。

研究人员使用截至2022年 1月
在流感数据共享全球倡议数据库中的
600万个新冠病毒基因组训练了机器
学习模型。

自新冠大流行开始以来，世界各
地的研究人员一直致力于预测新冠病
毒不同变体的适应性。但以前的模型
无法同时比较所有变体，或者仅处理
几千个基因组就需要数天时间。

相反，PyR0可以在大约1小时内
分析数百万个基因组——所有公开可
用的新冠病毒数据。它将相似的序列
组合在一起，并通过它们共享的突变

群来定义基因组的“组别”。通过聚焦
可能出现在多个变体中的突变，PyR0
比仅关注病毒变体的模型具有更强大
的统计能力。

随后，该模型可以确定哪些突变
将越来越普遍，并估计每种突变导致
病毒传播的速度。它还可根据其基因
组成估计不同变体的病例数量增加的
速度。

通过确定哪些突变对哪些变体的
适应性很重要，该模型还提供了关于
新冠病毒如何传播和发展的生物学观
点。例如，了解关键突变可以帮助科
学家预测新变体是否更具传染性或更
能逃避中和抗体，还可以帮助他们决
定要更详细地研究哪些突变。

机器学习模型助力探寻新冠新变种

世卫组织声明——

非流行国家
已报告257例
猴痘确诊病例

据新华社微特稿 世界卫生组织
5月29日说，截至26日，23个非猴痘
流行国家共计报告257例猴痘确诊病
例以及120例疑似病例，尚未有死亡
报告。

该组织 29日发表声明说，猴痘
对全球公共卫生构成“中等风险”，随
着在猴痘流行国家以及非流行国家
的监测扩大，未来可能出现更多确诊
病例。

声明说，如果猴痘今后发展为人
类病原体并在幼童、免疫力低下者等
群体中传播，猴痘将对公共卫生构成

“高风险”。
世卫组织说，多个非猴痘流行国

家突然同时出现疫情，意味着未检测
到的人际传播可能已存在一段时间。
此外，大多数病例与疾病流行地区没
有旅行联系，并通过“初级医疗机构或
性卫生服务机构”发现。

猴痘是一种病毒性人畜共患病，
主要在非洲西部和中部地区流行，不
易发生人际传播，但接触感染者的破
损皮肤、体液、飞沫等可能感染。其潜
伏期通常为 6至 13天，可能长达 21
天。感染初期症状包括发烧、头痛、肌
肉酸痛、背痛、淋巴结肿大等，之后可
发展为面部和身体大范围皮疹。多数
感染者会在几周内康复，也有病情严
重甚至死亡病例。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世卫组
织数据报道，在通常有猴痘病例报告
的5个非洲国家，去年12月中旬至今
年5月末，已经接到1365个病例和69
例死亡的报告。

据新华社北京5月29日电 《参
考消息》29日刊登西班牙《先锋报》网
站报道《肠道菌群为抗抑郁和抗焦虑
的新疗法打开大门》。报道摘要如下：

过去15年进行的各项研究显示，
心理健康与肠道微生物群之间存在密
切关系。已经发现，某些旨在调节这
一微生物群落的饮食干预和益生菌治
疗可以改善某些精神障碍和疾病如焦
虑和抑郁的症状和严重程度。

心理学家阿曼达·罗德里格斯说：

“这是一个非常有前途的研究方向。”
微生物群及其分泌的分子影响中枢神
经系统、行为和神经系统疾病。饮食
是影响微生物群组成的最大因素。因
此，罗德里格斯通常让她的病人遵循
富含纤维和良好脂肪酸的地中海饮食
法，如果病人处于焦虑和轻度抑郁状
态，她还建议服用益生菌——对健康
有益的微生物。

罗德里格斯说，通过调节微生物
群，可以影响精神疾病的症状。这不

仅对焦虑或抑郁，而且对阿尔茨海默
病、帕金森病、癫痫症等都有效。肠道
微生物群可以成为治疗靶点。

一些实验已经表明，给健康人服
用益生菌发酵乳制品可以改善他们的
情绪，并促使与焦虑相关的大脑区域
发生变化。爱尔兰科克大学微生物研
究员约翰·克赖恩说：“在最近一项实
验中，我们为志愿者提供富含益生菌
的饮食长达数月，并增加他们食用的
纤维和发酵食品的数量。我们发现，

接受这种干预后，他们感觉更好，并且
能够更好地应对压力。”

“如果你正确喂养你的细菌，就可
以避免焦虑和抑郁，”克赖恩说，“我们
尚不完全了解其中的机制，不清楚微
生物群的改变是疾病产生的原因，还
是疾病导致的结果。但我们知道，我
们可以通过饮食和特定细菌的混合物
来治疗疾病并改善其症状。”

“大多数关于肠脑轴心的研究都
是在动物身上进行的，我们有很多证
据表明这两个器官是如何交流的，以
及益生菌对幸福和心理健康的作用，”
克赖恩说，“我们需要更多人类数据来
了解微生物群如何改变行为。这将为
我们设计具有治疗疾病的特定能力、
以肠道为目标并适合每个人的益生菌
打开大门。”

肠道菌群为抗抑郁新疗法打开大门

首批科学家精神
教育基地发布

据新华社北京5月30日电 （记
者温竞华）5月 30日是第六个“全国
科技工作者日”。在中国科协、科技部
30日举办的2022年全国科技工作者
日主场活动上，中国科协、教育部、科
技部等7部门联合发布了首批科学家
精神教育基地名单。

经过初评、终评和公示等程序，中
国科技馆、钱学森故居、袁隆平杂交水
稻科学园、李四光纪念馆、澳门科学馆
等140个单位入选2022年度科学家
精神教育基地，覆盖30个省区市和澳
门特别行政区，建设期至2026年。科
学家精神教育基地电子导览地图也同
步上线，为公众和青少年提供“一站
式”科学家精神教育体验。

甘肃举办
中医馆骨干培训班

本报讯 （特约记者王耀 林丽）
由甘肃省卫生健康委主办、甘肃省第
二人民医院承办的2022年甘肃中医
馆骨干人才培训班近日开班。甘肃省
卫生健康委副主任、甘肃省中医药管
理局局长刘伯荣要求全体学员全面提
升综合医疗技能，满足城乡居民对中
医药服务的需求。

此次培训采用线上理论与线下实
践相结合的培训模式，该省15个市州
的基层中医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以
及村卫生室的中医骨干共 350人参
加。培训内容包括中医药适宜技术的
临床应用、基层常见病的中医药治疗、
中医药康复治疗、国家基本公共卫生
服务中医药健康管理服务项目相关知
识技术、新冠疫情中医药防控以及卫
生应急知识等。

中越研讨
艾滋病防控技术

本报讯 （特约记者叶利民 通
讯员王默睿）近日，云南省卫生健康委
和越南河江省卫生厅以线上线下相结
合的方式，举办中越艾滋病防控技术
策略研讨会。

云南省卫生健康委副主任李勇勤
代表会议主办方发出倡议，加强政府
卫生行政部门之间的沟通协调，巩固
边境传染病联防联控机制，开拓基本
医疗卫生服务合作渠道，筑牢网络信
息平台建设基础。在交流研讨中，中
越双方专家就艾滋病、疟疾、登革热等
传染病联防联控工作在新形势下的合
作路径进行了充分交流。

特殊的
节日

海关总署要求——

加强口岸
卫生检疫

严防猴痘输入

据新华社北京5月30日电 （记
者邹多为）记者 30日从海关总署获
悉，近期，全球多个国家相继报告猴痘
病例，为防止疫情叠加，海关总署对全
国海关口岸卫生检疫相关工作作出部
署，要求持续做好“多病共防”。

根据部署，海关总署及时组织专
家开展风险评估，发布疫情警示通报，
在口岸加强入境卫生检疫工作，包括
严格落实入境人员健康申报、体温监
测、医学巡查、采样检测等各项卫生检
疫措施，加强进境携带、寄递物检疫和
啮齿动物检疫，扎实做好实验室生物
安全管理和检测工作准备等。同时，
还强化多部门联防联控，严防疫情输
入风险。

海关总署还提示出入境人员应提
高风险认识，减少病毒暴露，降低感染
风险。如在猴痘病毒流行地区，避免
与啮齿、灵长动物发生任何接触，避免
直接接触动物的血和肉，食用前需彻
底煮熟，避免密切接触猴痘感染者及
已被污染的物品，及时、正确洗手，到
密集场所应注意佩戴医用口罩。

海关总署表示，出入境旅客应配
合口岸卫生检疫工作，如在出入境途
中出现不适症状，应及时、如实告知交
通工具乘务员，并配合做好自我防护；
如有发热、头痛、肌肉酸痛、背痛、淋巴
结肿大、大范围皮疹等症状的，要及时
向海关申报，以便尽快获得检疫排查
和后续诊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