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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特约记者孙国根 通
讯员胡欣 王广兆 王懿辉）复旦大
学附属肿瘤医院乳腺外科主任兼复
旦大学肿瘤研究所所长邵志敏教授、
胡欣研究员、狄根红教授领衔的团队，
经多年研究，发现基因“半乳糖结合凝
集素2”是三阴性乳腺癌免疫逃逸的

“帮凶”。该基因有望成为三阴性乳腺
癌免疫治疗新靶点。6月30日，国际
期刊《科学·进展》在线发表了该成果
论文。

三阴性乳腺癌有“最毒乳腺癌”之
称，对三阴性乳腺癌的最新免疫治疗
依然存在受益人群有限、缺乏疗效预
测指标等局限。邵志敏、胡欣和狄根

红成立临床科研团队决心通过构建
“免疫医生”文库和多组学，对三阴性
乳腺癌开展深入研究。

邵志敏介绍，人体里每天都有肿
瘤细胞产生，但人体免疫系统的防御
和保护机制能识别对身体不利的细
胞，随时对其进行摧毁和清除。如果
免疫功能异常，机体就不能识别恶性
细胞，则容易形成肿瘤。

为了有效筛选并甄别肿瘤免疫基
因，为肿瘤精准治疗奠定基础，临床科
研团队以三阴性乳腺癌为切入点，对
2796个疾病相关免疫基因进行基因
编辑，构建了“免疫医生”文库。团队
把三阴性乳腺癌细胞分别种植到免疫

力完整和免疫力重度缺陷的小鼠中，
监测和分析肿瘤生长过程中富集或丢
失的细胞；批量性观察在“肿瘤—免
疫”的交互状态下，这些基因在小鼠体
内究竟是参与了免疫监视，还是免疫
逃逸了。

基于第一轮“免疫医生”的筛选，
研究团队进一步升级，定制开发出更
为精细的“迷你免疫医生”，放到设
计更精妙的多维免疫状态下开展二轮
筛选。通过一轮轮筛选，团队发现同
一基因在不同免疫状态下，对抗肿
瘤的协同或拮抗作用是不同的，有
的甚至截然相反。该发现解释了同
样的免疫治疗在部分患者身上有

效，在另一部分患者身上却无效的
情况——这很可能与患者本身的免
疫状态有关。

在三阴性乳腺癌中是否是有“帮
凶”（关键分子），总在“帮助”肿瘤细胞
伪装，逃避免疫系统中各路免疫细胞
的追杀呢？根据“免疫医生”文库的筛
选结果，并在邵志敏、江一舟教授等已
开展的三阴性乳腺癌多组学研究的基
础上，研究团队最终成功锁定三阴性
乳腺癌介导免疫逃逸的“帮凶”——半
乳糖结合凝集素 2基因（LGALS2）。
原来，LGALS2 基因主要通过调控
等手段，招募更多的与肿瘤相关的
巨噬细胞浸润到肿瘤微环境中，同

时通过这些巨噬细胞的“帮忙”，从
而增加了肿瘤微环境中的免疫抑制
现象。

随后，研究团队进一步开展实验，
发现无论是靶向LGALS2基因的药
物，还是直接靶向LGALS2的中和性
抗体药，都取得了显著的疗效，肿瘤的
生长受到明显抑制，三阴性乳腺癌免
疫微环境中的免疫抑制现象显著逆
转。这些结果均提示，LGALS2作为
三阴性乳腺癌潜在的免疫治疗新靶
点，有望突破目前三阴性乳腺癌免疫
治疗的瓶颈，打开免疫治疗的新局面，
为三阴性乳腺癌患者延长生存提供新
的机会和可能。

找到“帮凶” 防止逃逸

“最毒乳腺癌”免疫治疗或有新突破

据新华社北京7月 5日电 （记
者彭茜）随着深度学习等技术进步，人
工智能在新药研发中扮演着越发重要
的角色。近日，中国学者参与的国际
研究团队利用人工智能发现了“渐冻
症”的潜在治疗靶点，为该疾病的治疗
提供了新思路。

“渐冻症”医学名称为肌萎缩侧索
硬化症，主要临床表现是肌肉逐渐萎
缩无力，患者最后会因呼吸衰竭而死
亡。目前“渐冻症”的治疗原则以减轻
症状为主，已获批用于治疗“渐冻症”
的药物几乎不能逆转患者的任何神经
退行性症状。

在人工智能药物研发公司英矽智
能、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医学
院、哈佛大学附属马萨诸塞综合医院、
中国清华大学等机构合作的研究中，
研究人员利用一人工智能生物靶点发
现平台分析了来自多个公共数据集的
大量中枢神经系统样本转录组数据，

以及大量“渐冻症”患者运动神经元样
本的转录组和蛋白组数据。

人工智能通过分析这些与“渐冻
症”疾病进展有关的大数据，从中确定
了17个高置信度靶点和11个全新治
疗靶点。研究人员随后在模拟“渐冻
症”患者情况的果蝇模型中进行验证，
证实在上述28个靶点中，有18个靶
点可减缓神经退行性症状。

相关论文已于近日发表在国际期
刊《衰老神经科学前沿》杂志上。论文
作者之一、清华大学药学院教授鲁白
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从由人
工智能驱动在海量数据集中发现靶
点，到在小鼠、果蝇等多个模型系统中
进行生物验证，再到通过研究者发起
的试验进行快速临床测试，这代表了
一种新趋势，有望大大降低药物开发
的成本和时间。更重要的是成功率
的提升，特别是针对神经退行性疾病
而言。”

我国学者参与团队发现
18个“渐冻症”治疗新靶点

青海举行
第四届全民健身大会

本报讯 （特约记者吴黎）青海省
第四届全民健身大会启动仪式暨省直
机关组、残疾人组徒步比赛近日在西
宁市举行。

据介绍，本届全民健身大会是该
省最高规格的群众性体育赛事，于今
年 7月至 8月举办，设市州组、校园
组、省直机关组、社会组、残疾人组5
个组别，共设36个大项、269个小项
的比赛。大会由青海省政府主办，青
海省体育局、省残疾人联合会、海南藏
族自治州人民政府承办。

本报讯 （特约记者熊志翔 程
风敏 刘春燕）约 1厘米长的“小尾
巴”，经过 44 年，长成了一个“大足
球”。近日，一名骶尾部巨大肿瘤患者
在重庆大学附属肿瘤医院胃肠肿瘤中
心接受手术，历时6小时，肿瘤被完整
切除。患者术后恢复良好，第二天就
能下地活动。

今年44岁的殷女士，在刚出生时
就被发现尾椎骨有一个形状像一根尾
巴、长约1厘米的肿块。相关检查发
现，“小尾巴”周围皮肤正常，没有红肿
热痛及出血、破溃等症状。由于经济
不宽裕，父母没有让孩子接受进一步
治疗。40多年来，殷女士的这条“尾
巴”逐渐长大，但因为没有其他异常症
状，对生活也没有造成影响，殷女士一
直没有重视。

近一年来，殷女士的“尾巴”逐渐
长成了一个足球大小的包块，突出于

臀部。她坐立难安，到重庆大学附属
肿瘤医院就诊。检查发现，殷女士骶
尾部及臀部有多发囊肿，盆腔内部
及会阴均可见囊性包块，臀部的巨
大包块导致阴道及会阴受压，L4/L5
和 L5/S1 椎间盘向后突出，初步考
虑为“骶尾部巨大囊肿椎管内良性
肿瘤”。

“患者的肿瘤已从臀部深入盆腔，
与周围组织粘连致密。同时，盆腔肿
物位于骶骨尾骨尖部，位置极低，术
中需要抬举子宫，牵拉直肠系膜，手
术视野受限，手术难度大。”重庆大学
附属肿瘤医院胃肠肿瘤中心主任孙
浩教授介绍，不仅如此，患者骶前血
管丰富，前方与直肠粘连致密，易损
伤直肠或者骶前血管，极易造成术中
大出血。

为了手术的顺利开展，孙浩团队
利用三维重建技术，明确了肿瘤位

置及与周围组织的关系，积极评估
手术指征及手术风险，并制订了详
细周密的术中预案和围手术期管理
方案。

术中发现，患者盆腔与会阴部包
块相通，包块与周围直肠、盆壁等粘连
致密。为尽可能保证肿物包膜完整，
同时避免损伤尿道、阴道、直肠等临近
结构，专家每一步操作都谨慎小心。
考虑到肿瘤巨大，肿物去除后会造成
臀部皮肤松弛，治疗团队决定采取两
个S形切口，在完整剥离肿物后，两个
切口完美契合，保证了患者术后伤口
的美观。

最终，手术团队历时6个小时将
肿瘤完整切除。手术过程顺利，术中
出血较少，患者生命体征平稳。术
后，殷女士在胃肠肿瘤中心医护团队
的精心照料下，没有出现并发症，恢
复良好。

“小尾巴”长成“大足球”

骶尾部巨大肿瘤被完整切除
滕皋军当选中国医院协会
医学影像中心分会主委

本报讯 （特约记者程守勤 通讯
员王倩）近日，中国医院协会医学影像中
心分会第三届委员会换届选举大会暨
学科建设论坛在江苏省南京市举行。
中国科学院院士、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
院院长滕皋军教授当选为主任委员。

滕皋军表示，中国医院协会医学
影像中心分会涵盖放射学、介入、超声
及核医学四大专业领域，新一届委员
会将推动四大专业领域协调发展，进
一步加强医学影像学学科建设，推进
大影像医学交叉与技术创新，推动云
计算、大数据、物联网、区块链、5G等
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医学影像服务深度
融合。

山西“云上妇幼”
远程医疗平台上线

本报讯 （特约记者刘翔）日前，
山西省“云上妇幼”远程医疗平台投入
使用。

据悉，“云上妇幼”平台包含了该
省所有市、县级妇幼保健机构，以及省
级危重孕产妇、儿童（新生儿）救治中
心，实现了远程培训、远程指导、远程
教学、远程会诊等功能。

（上接第1版）
三级公立医院医联体建设和对口

支援工作取得积极成效。加强基层卫
生人才队伍建设的相关要求持续落
实，促进了优质医疗资源下沉。接受
其他医院对口帮扶的三级公立县医院
中，大部分医院四级手术量相比2019
年有所增长。

确保疫情防控和日
常诊疗同步

2020 年，在新冠肺炎疫情背景
下，各医院加大防控力度，运行成本增
加，运营压力加大。但总体上三级公
立医院经受住了考验，展现了韧性，为
满足人民群众看病就医需求提供有力
支撑。

《通报》显示，在医疗服务方面，
2020年，三级公立医院医疗服务数量
整体减少，但疑难危重患者救治能力
提升，质量、安全和效率得到有效保

障。2020年，全国三级公立医院手术
患者并发症发生率、Ⅰ类切口手术部
位感染率分别为0.56%和0.1%，均较
2019年有所下降；低风险组病例死亡
率中位数与2019年基本持平。部分
医院积极发挥日间手术优势，缩短患
者术前等待时间和在院时间，提高医
疗服务效率。

在运营效率方面，2020年，全国
20 个 省 份 医 疗 盈 余 为 负 ，占 比
62.5%，较 2019年增加 56.25个百分
点；753家三级公立医院医疗盈余为
负，占比43.5%，较2019年增加25.89
个百分点。全国三级公立医院医疗盈
余率为-0.6%，较2019年下降3.6个
百分点；医院资产负债率为44.09%，
与2019年基本持平。为满足疫情防
控需要，各级政府加大了对公立医院

的投入力度，全国三级公立医院的财
政 补 助 收 入 占 总 收 入 的 比 例 为
13.15%，较 2019年提高 5.21个百分
点，提高的部分主要为疫情防控的专
项补助。其中，财政基本拨款收入增
加2.65%，财政基本拨款收入占医疗
活动费用比重为4.05%，较2019年提
高0.38个百分点。

在跨省异地就医方面，跨省异地
就医患者数量减少，但基本格局并未
改变。2020年，受到疫情防控出行
要求的限制，全国三级公立医院中跨
省异地就医的住院患者有404万例，
较2019年减少184.3万例，跨省异地
就医患者占比为 5.39%，较 2019 年
下降1.35个百分点，省外就医的主要
疾病与2019年基本一致。向外省流
出患者数量减少最多的前 5个省份

是广东、河北、浙江、安徽、江苏，在
减少的全部跨省异地就医患者中约
占40%；流入患者数量下降最多的前
5个省份是北京、上海、四川、湖北、
浙江。

发展不平衡问题仍
然存在

《通报》显示，三级公立医院发展
不平衡问题仍然存在，从绩效考核
数据可以看出，大部分医院在原有
水平上均有不同程度的提升，区域
间的差异在不断缩小，但差距仍然
存在。

在区域间比较来看，东北地区三

级公立医院的信息化水平、人员配备
水平和资金保障水平等相对较弱，如
电子病历系统功能应用水平级别、每
百张病床药师配备人数、紧缺医师配
备人数、人员经费占比等明显低于其
他地区，而资产负债率明显高于其他
地区。西北地区和西南地区的医疗服
务能力还需进一步提升。华东和华北
地区在各指标上明显优于其他地区，
表现为硬件设施更加齐备，人力资源
更加充足，功能定位落实更加有效，工
作开展更加规范等。

《通报》提出，三级公立医院精细
化管理能力仍需进一步提高，体现在
信息化建设、合理用药、可持续发展等
方面。部分地区仍然存在紧缺医师配
备不充足的情况，如内蒙古、甘肃、河
南等省份重症医师占比较低，且明显

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同时，患者就医
体验仍需进一步改善。患者对于就医
环境、标识的清晰程度、就诊的便捷程
度等提出更高要求。与其他年龄人群
相比，60岁以上的老年人对就医过程
中挂号便捷程度、医院空间便利程度、
服务设施配备、出入院手续办理的便
捷程度等不满意的程度相对较高。这
表明，在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战略
背景下，公立医院要进一步提高医疗
服务“适老化”程度，落实便捷老年人
就医的相关举措。

《通报》指出，相关部门责任仍需
进一步落实。在未设立总会计师的三
级公立医院中，有68%的三级公立医
院由于岗位设置和编制问题等，导致
未能按照要求设立总会计师；在设立
总会计师的医院中，约30%的总会计
师未能进入领导班子，总会计师职能
尚未完全发挥。此外，公立医院因积
极承担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所得
到的财政投入有所增长，但与医疗收
入减少的幅度（7.54%）相比，其相应
缺口仍难以有效弥补。

三级公立医院经受住了考验

四川绵阳启动
“明眸”健康工程

本报讯 （通讯员杨甜甜 特约
记者喻文苏）7月2日，由四川省绵阳
市未成年人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办公
室、绵阳富临医院共同举办的“明眸”
健康工程启动仪式暨富临医院眼科全
飞秒开机仪式举行。

据悉，绵阳市承担了四川省“明
眸”健康工程试点，面向全市88万名
未成年人开展“明眸”工程。该市将在
整合现有政策、项目、资金等的基础
上，形成合力，切实推动“明眸”健康工
程实施。

沈阳医学院医养健康
产业学院“上线”

本报讯 （记者阎红 邹欣芮）日
前，沈阳医学院申请的二级学院医养
健康产业学院获批。沈阳医学院聘
任中国老年医学学会医养结合工作
委员会主任徐卫华教授为该学院首
任院长。

据悉，医养健康产业学院今年开
设的养老服务管理专业，是国家新增
设的四年制大学本科专业。该专业将
根据医养健康产业发展需要，培养能
够在政府、社区、老年福利机构、医养
产业机构等领域，胜任业务管理、行政
管理、老年人医养照护与健康促进等
工作的复合型、应用型人才。

近期，为预防夏季儿童流感，安徽省淮北市不少家长带儿童走进
市妇幼保健院，积极接种流感疫苗。图为7月6日，淮北市妇幼保健院
淮海路接种门诊，接种人员正在为儿童注射流感疫苗。 周方玲摄

接种流感疫苗

据新华社哈尔滨 7 月 6 日电
（记者闫睿）记者5日从中国农业科学
院哈尔滨兽医研究所获悉，该所研究
员、中国科学院陈化兰院士团队在
H5N1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研究
方面取得重要进展，系统阐明了目前
在全球肆虐的H5N1禽流感病毒的起
源、进化和时空传播特征，并对我国监
测到的H5N1病毒进行了系统的生物
学研究。

研究发现，目前流行的H5N1病
毒是由H5N8禽流感病毒与H1N1及
H3N8等亚型禽流感病毒重配而来。
2020年10月至2021年8月，该新型
H5N1病毒在西欧、北欧和东欧多国
的家禽和野鸟中流行，并传播至多个
非洲国家，2021年9月起在欧洲引起
禽流感大暴发，并传播到亚洲和北美
洲多个国家。

2021年9月至2022年3月，设立
在哈尔滨兽医研究所的国家禽流感参
考实验室在全国范围内采集了26767
份野鸟和家禽样品，从中分离到13株
H5N1病毒。为探究这些新传入我国
的H5N1病毒的来源，研究人员对全

球233株H5N1亚型代表毒株进行了
系统的遗传演化和时空传播分析，发
现目前全球流行的 H5N1 病毒自
2020年10月首次在欧洲国家出现以
来，在自然界中与多种野鸟源禽流感
病毒进行了复杂的基因片段重配，形
成了16种不同的基因型。我国监测
到4种基因型。

团队介绍，由于疫苗免疫的保护
作用，这些全球流行的H5禽流感病
毒虽由野鸟传入我国，但对我国家禽
未造成实质危害。

陈化兰院士团队通过抗原性分析
发现，我国目前使用的H5-Re14疫
苗毒株与其抗原性匹配良好，证明H5
和H7三价禽流感灭活疫苗可有效阻
断此类H5N1病毒入侵免疫家禽。鉴
于此类H5N1病毒在全球野鸟中广泛
分布，团队成员呼吁高风险国家对家
禽进行H5亚型禽流感疫苗免疫，有
效阻断病毒由野鸟传播进入家禽，从
而降低其对人类健康带来的威胁。

该研究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
项目资助，相关研究结果发表在《新发
病原体与感染》杂志上。

我国科学家团队揭示
H5N1禽流感病毒进化全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