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习贯彻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

评论·新闻2
HEALTH NEWS

2022年1月10日 星期一

电话：（010）64622983

■编辑/李阳和

□徐长顺

坚持人民至上，是党领导人
民进行伟大奋斗积累的宝贵历史
经验之一。党从成立时起，就把
保障人民健康与争取民族独立、
人民解放的事业紧紧联系在一
起，领导人民绘就了一幅人民至
上、生命至上的时代画卷。

早在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
上，保护劳动者健康和福利就被
写入党的纲领。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后，毛泽东同志坚持把医疗卫
生工作的重点放在农村，多次强调要
把大量的人力、物力投到农村，解决
广大农村缺医少药的问题。改革开
放以来，新时期卫生工作方针的确
定，为我国卫生事业发展指明了方
向。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始
终心系人民健康，不断深化医药卫生
体制改革，最大限度地促进人人享有
平等的健康权。特别是新冠肺炎疫
情发生后，党坚持把人民群众的生命
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举国动

员，打响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
战、阻击战。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
精神，就是要把“坚持人民至上”贯穿
到各级医疗卫生机构为患者服务的
生动实践中去。各级党委、领导要始
终把以患者为中心的理念根植心中，
坚持把一切有利于患者作为把方向、
做决策、保落实的根本出发点，真正
形成高度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
动自觉。要进一步转变观念，增强服
务意识，引导医务人员把以患者为中
心的思想贯穿到每项工作和每个环

节中。要不断优化患者就医流程，充
分运用信息化手段，大力推进智慧化
医疗，切实解决患者就诊过程的实际
困难。要最大限度地降低医疗成本，
多从患者角度去思考，切实减轻患者
负担。

坚持人民至上，要求医疗卫生机
构严把医疗质量关，尤其要注重基础
质量和环节质量，健全完善医疗质量
检查考评制度，强化首诊负责制，不断
增强门急诊应变能力。要通过组建专
家诊疗组、推进多学科协作、建立诊疗
中心等，建立健全全过程、全方面、多

层次、可持续的医疗质量服务体
系，切实增强患者的获得感。

坚持人民至上，还要大力加
强人文医院建设，坚持把人文理
念渗透到医疗机构高质量发展的
方方面面。要坚持紧跟时代步
伐、紧贴百姓需求，改革和改善并
举，有效改善医院服务品质和患
者就医体验，持续打造有温度的
医疗。

（作者系北京市医院管理中
心二级巡视员）

坚持人民至上，切实做到以患者为中心

（上接第1版）
西安本轮疫情发生后，国家卫生

健康委、国家疾控局第一时间派出工
作组，指导西安疫情防控工作。国务
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陕西工作组流
调溯源组组长，国家卫生健康委疾控
局副局长、一级巡视员雷正龙介绍，国
家工作组抵达西安后，派出核酸检测、
流调、医疗救治工作队帮助处置疫情，
指导当地落实社区防控和集中隔离等
措施；国家专家和地方干部下沉到基
层，靠前指挥、一线调度，使“最先一公
里”和“最后一公里”有效衔接。流调
队伍和卫生监督专业队伍联合发挥作
用，前者的作用是把风险人群找到，后
者的作用是确保把风险人群管好管

住，国家专家与地方专家协同作战、融
为一体。

尽快实现“社会面清零”

2021年12月23日，西安全市小
区单位实行封闭式管理；12月27日，
西安进一步提升防控等级，实行最严
格的社会面管控措施。按下“暂停
键”，是为了尽快以核酸筛查的方式
筛查出社会层面的风险点。

雷正龙表示，西安实行严格管控
措施，是建立在充分根据疫情形势做
出研判这一基础上的，目的就是防止
疫情外溢和内部扩散。经专家评判，

本次疫情与2021年12月4日境外航
班输入病例关联。到 12月下旬，西
安已有10个区、27个街道出现病例，
有些病例来源不明；多个街道、小区
出现聚集性疫情，说明已经发生社区
传播并出现逐步扩散的趋势，而且面
临着发生更大范围、更大规模疫情的
风险。同时，几个省份已经报告发现
西安外溢病例。

“在疫情防控过程中，防控措施
随着疫情形势的变化而调整。德尔
塔毒株传播速度快，要求我们工作的
速度更快，要跑在病毒前面。”雷正龙
说，西安一些重点地区开展多频次核
酸筛查，开展“敲门行动”摸清底数，
目的就是尽快把社会层面的传染源
找到。在疫情快速上升期，针对疫情
已经发生一定规模的社区传播和存
在外溢病例的情况，国家工作组在已
划定 300多个封控区和管控区的基
础上，实施全市的严格管控。在高峰
平台期，进一步强化“不出门、不聚

集”，防控措施进一步加强。在疫情
出现下降时，进一步针对重点地区、
重点人群实行精准防控，以早日实现
清零。

雷正龙表示，“动态清零”是中国
控制疫情的法宝，坚持人民至上、生
命至上是一切防控举措的出发点和
落脚点。“社会面清零”是“动态清零”
的一个过程，先实现“社会面清零”，
才能实现全面清零。西安本轮疫情
情况比较复杂且规模较大，一个很重
要的特点是疫情发现的时候已经出
现社区传播，有较多的隐匿性传播。
基于此，首要任务是将散落在社区层
面的隐匿病例找出来，管控起来。同
时，结合流行病学调查，尽快排查出
密接者和次密接者，送到集中隔离点
隔离。彻底阻断社区传播，控制住风
险，才能实现“社会面清零”。“社会面
清零”代表着疫情在社区传播的风险
得到控制和消除，即使在封控区或集
中隔离点出现病例，也不会对整个疫

情态势造成影响。“社会面清零”后，
管控状态会逐步调整、解除，逐步恢
复人民群众的正常生活秩序。

“西安开展多轮大规模核酸筛查
取得积极成效。”李群介绍，这次疫情
发生以后，特别是采取严格的管控措
施以来，西安开展了多轮大规模的核
酸筛查，在封控区、管控区定期组织
规模化的核酸筛查，对防控疫情有3
个方面的作用。一是有利于早期快
速发现传染源并加以管控。德尔塔
变异株传染性强，早期的症状不明
显、不典型，很难通过感染者自我发
现。开展核酸筛查，尽早、准确地发
现传染源，是落实“四早”的最有效措
施。二是有利于实施精准防控。开
展核酸筛查可以尽快发现不同地区
病例数量及其变化，有利于研判疫情
形势和防控措施的实施效果，有针对
性地动态调整防控措施。三是可以让
市民及早了解自己和家人的健康状
况，避免盲目的担忧和紧张，也有利于

市民积极参与防控工作。

大规模反弹风险基本控制

从2022年1月1日起，西安每日
新增本土确诊病例数与高峰期相比明
显下降。李群认为，随着这段时间的
不懈努力，各项防控措施的效果正在
不断显现，疫情形势不断向好，“今后
仍然有可能发现病例，但疫情大规模
反弹的风险已经得到基本控制”。

李群同时提醒，虽然防控工作已
初显成效，但是这段时间仍十分关键，
要让来之不易的形势巩固稳定下来，
直至最终彻底控制疫情，还需要大家
继续保持耐心。西安会根据各个地区
的疫情特点调整防控措施，对那些已
经有一段时间没有发生疫情、各种风
险已经得到有效控制的地区逐步解
封，恢复社会生产秩序，直至西安全域
解封。

西安疫情蔓延势头得到遏制

本报讯 （记者胡德荣）中国科学
院上海药物研究所周虎研究员与复旦
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樊嘉院士和高强教
授、中国科学院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
新中心高大明研究员合作，新近绘制
了肝内胆管癌多组学分子特征全景图
谱。相关研究论文日前在线发表在
《癌细胞》杂志上。

肝内胆管癌（iCCA）具有高度异
质性的基因组突变和肿瘤微环境，可
能介导其高侵袭性和不良预后。因
此，迫切需要对肝内胆管癌进行“鸟瞰

式”研究，绘制其精确的分子图谱，从
而为系统理解肝内胆管癌异质性及实
现个体化治疗提供理论依据。

研究中，科研人员对262名肝内
胆管癌患者的肿瘤组织进行了蛋白基
因组学分析，通过整合基因组、转录
组、蛋白质组、磷酸化蛋白质组等多维
度数据，为肝内胆管癌的发生发展机
制、分子分型、预后监测和个性化治疗
策略提供了新思路。

科 研 人 员 首 先 分 析 了 TP53、
KRAS、FGFR2、IDH1/2、BAP1等肝

内胆管癌主要驱动突变对蛋白质组和
磷酸化蛋白质组的影响。研究发现，
中国人群样本中特异性存在黄曲霉毒
素突变指纹，与高肿瘤突变负荷和高
NK 细胞浸润等显著相关。其中，
FGFR2的融合和突变可能通过激活
Rho GTPase 通路来促进 iCCA 发
展，其部分融合蛋白衍生肽具有较强
免疫原性，是潜在免疫抗原靶点。

随后，科研人员进一步分析了肝
内 胆 管 癌 染 色 质 拷 贝 数 变 异 对
mRNA及蛋白的顺式和反式调控效

应。科研人员根据蛋白质组数据将
iCCA患者分为炎症（S1）、间质（S2）、
代谢（S3）、分化（S4）四种亚型，四种
亚型具有差异化的临床特征、突变谱、
通路富集以及免疫特征分布，且有显
著预后差异。通过降维分析，科研人
员找到了可特异性区分4个亚型的标
志物，并通过验证证实了其用于临床
样本分型的可能性。最终，科研人员
确定 HKDC1 和 SLC16A3 是 iCCA
预后相关的生物标志物。

据介绍，该研究是在国际癌症蛋

白质基因组联盟及国际临床肿瘤蛋
白质组学分析联盟的标准框架下，
开展的针对肝内胆管癌大队列的蛋
白基因组学分析，全面揭示了肝内
胆管癌中基因突变和染色质变异对
蛋白质组和磷酸化蛋白质组的影响，
从蛋白质组层次提出了 4个分子分
型和生物标志物，为探索肿瘤异质性
和实现个体化治疗提供了线索。此
外，研究产生的高质量大数据将继续
为肝内胆管癌基础与临床研究提供
支持。

肝内胆管癌多组学分子图谱绘出

福建省生物制品创新
实验室奠基

本报讯 （记者朱成玲 通讯员李
珂）日前，福建省生物制品科学与技术
创新实验室奠基仪式在厦门市举行。

据介绍，该创新实验室由福建省、
厦门市和厦门大学三方共建共管。实
验室将主要围绕生物医药领域的科学
研究与技术创新、转化和产业化，开展
相关基础科学、底层技术攻关，研发核
心原料、应用技术和雏形产品，提供转
化技术和公共服务，致力建成国内领
先、有国际影响力的生物医药创新和
转化综合型平台，打造支撑区域发展、
服务战略需求的科技力量。

四川省骨科医院
启用创伤急救中心

本报讯 （记者喻文苏 特约记
者杨琳）近日，四川省骨科医院启用创
伤急救中心。该中心整合了急诊科、
创伤骨科、重症医学科、外科、麻醉科、
手术室、医技科室等科室的医护团队，
采取多学科联合诊疗模式，可为创伤
急救患者提供快速、精准、高质量的一
体化诊疗服务。

针对需要手术治疗的创伤、骨折
患者，该中心将开通绿色通道，将术前
检查、评估、准备工作前移，相关手术
科室及麻醉科、手术室提前做好准备，
力争尽早手术，尽快解除患者病痛。

振兴乡村·基层健康
发展论坛举办

本报讯 （记者高艳坤 通讯员
孙平）近日，由中国医药物资协会、全
国卫生产业企业管理协会主办的第一
届振兴乡村·基层健康发展论坛在湖
南省长沙市举行。与会专家表示，在

“健康中国”战略的号召下，互联网医
疗企业应依托自身供应链能力和互联
网技术，在促进优质医疗资源下沉、提
升基层医药供应链效率等方面做出有
益探索，为提升基层医疗服务水平作
出应有贡献。

论坛上启动了“爱心飞翔·基层健
康守门人成长工程”。活动将联合多
家爱心企业共同发起1000场活动，为
基层提供专业培训、基础药品、专科用
药，以及智能化、专业化的管理系统和
诊疗设备等，助力增强基层诊疗能力。

本报讯 （记者阎红 特约记者
蔡爽）近日，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
院副院长、骨科主任朱悦教授团队连
续成功完成两例机器人辅助下的腰椎
椎板减压、椎弓根螺钉置入术。经检索
文献，这是首次将机器人技术运用到腰
椎椎板磨削减压上，并开启了机器人辅
助脊柱磨削与置钉一体化的先河。

据介绍，手术是腰椎管狭窄症的

主要治疗手段，应用骨凿、咬骨钳等工
具进行椎板切除、椎管减压，解除硬膜
压迫是常规的手术治疗方式。朱悦团
队应用的手术机器人融合了高速磨钻
系统，可实时约束椎板磨削边界和深
度，确保连续磨削过程安全、柔顺和高
效。此外，高刚性机械臂和高速磨钻
的结合还降低了骨面打滑的几率，保
证了快速而精准的置钉操作。

腰椎椎板减压用上机器人系统

本报讯 （记者张立斌 通讯员
龙利蓉 李丹）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
一医院神经内科李琦教授通过多年临
床观察和研究，在国际上首次提出一
种罕见脑血管疾病——“椎动脉压迫
综合征”的定义和诊断标准，研究成果
近日发表于国际神经病学专业杂志
《神经病学前沿》上。该疾病作为眩晕
的重要鉴别疾病，被写入斯普林格出版
社出版的专著《神经急诊决策方案》。

李琦在临床工作中发现，部分患
者出现的头晕、平衡障碍、进行性肢体
乏力等临床症状，不能用既往常见疾
病解释。通过反复查看患者头颅影

像，此类患者基底动脉形态正常，但椎
动脉明显迂曲并且压迫脑干。李琦持
续观察临床患者，对此类患者的脑血
管影像资料进行了细心观察和潜心探
究，最终，从症状学和影像学相结合的
角度，归纳总结并提出“椎动脉压迫综
合征”。“椎动脉压迫综合征”即形态或
位置异常的椎动脉压迫延髓或颈髓产
生一系列临床症状，可表现为头晕、平
衡障碍、共济失调、肢体乏力、感觉障
碍、吞咽困难、构音障碍等。

“椎动脉压迫综合征”提出后，被
国内外学者验证并应用于临床，对减
少该病的漏诊、误诊发挥了重要作用。

椎动脉压迫综合征定义获认可

1月7日，河北省邯郸市永年
区第二幼儿园开展了“萌娃迎冬
奥”主题创作活动，孩子们在老
师的指导下，通过绘画、彩泥制
作奖牌等形式，精心创作冬奥会
主题创意作品，以此表达对北京
冬奥会的期盼与祝福。图为孩
子们正在创作冬奥会主题剪贴画
作品。 胡高雷摄

萌娃多彩活动
迎冬奥

本报讯 （特约记者孙林 通讯
员李娟娟）近日，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
属医院成功完成了安徽省首例姐弟间
活体供肝肝移植手术。36岁的姐姐
不惧手术风险，毅然捐献了55%的肝
脏去救32岁身患肝癌的弟弟。

弟弟长期患有乙型肝炎，因肝硬化
加重，且并发肝癌，来到安医大一附院

时，医生判定他已不具备常规手术的条
件，肝移植是挽救他生命的唯一办法。
但是，短时间内难以等到合适的肝源，
可能失去移植的机会。在了解到亲属
间也可以进行活体肝移植手术后，患者
姐姐主动找到器官移植中心主任赵红
川，表达了要捐献肝脏给弟弟的意愿。

在手术室、麻醉科、输血科、重症

监护等多学科的密切配合及精心准备
下，手术如期进行。手术团队分为两
组，受体组专家耿小平、王国斌带领团
队先对弟弟进行探查和病肝游离，在
探查确认弟弟肝移植可行后，供体组
专家赵红川、黄帆带领团队开始实施
姐姐的右半肝切取术。经过4小时的
紧张手术，医生获取了姐姐不带肝中

静脉的右半肝。随后，团队对供肝8
段和肝右静脉流出道做了仔细拼接，
并利用预存的异体血管搭桥重建供肝
5段的静脉回流道。最终，在显微吻
合技术下，姐姐红润健康的肝脏被成
功植入了弟弟的体内。

“目前，姐姐捐献的肝脏在弟弟体
内很给力，运转正常。肝具有很强的
再生能力，预计两周左右，姐姐的肝功
能将恢复正常。”赵红川介绍，肝移植
目前有两种途径：一种是社会捐赠器
官移植，这种情况等待时间无法确定；
另一种是亲属之间的移植，要求供体
与受体必须为三代血亲或夫妻关系。

从今往后姐弟同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