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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瑞鹏 邱仁宗

近日，美国马里兰大学医学
院对一名患有晚期心脏病的 57
岁男子，实施了猪心脏移植到人
体的手术，引发关注。据报道，目
前，接受手术的患者已脱离 EC-
MO（体外膜肺氧合），可以下床
活动了。这是医学界第一次将猪
心植入活的人体内，而且获得了
至少是暂时的成功。这在医学上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意味
着医学界为解决移植器官供需严
重失衡问题在异种器官移植领域
前进了一大步。

在 20 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和
六七十年代，欧美国家大多数异
种器官移植将猩猩或狒狒作为动
物源，但均以失败告终。而且用

灵长类动物做移植器官来源，费用昂
贵，难以推广应用。于是，科学家想到
用猪或羊的器官作为异种移植来源，
因为这些动物的器官与人类器官差异
不大，而且容易繁殖饲养，费用相对比
较低廉。

然而，以猪的器官作为异种移植
来源，仍有一些风险问题，其中，最大
的风险是免疫排斥和跨物种感染。

免疫排斥是异种移植面临的首要
问题，交换组织、器官的物种之间的距
离越远，排斥问题就越大，解决起来就
越难。目前，猪被视作最合适的异种
器官供源，但猪与人之间的物种差异
很大，猪器官移植进人体后会立即产
生超急性排斥，克服超急性排斥的方
法之一是通过基因编辑敲除“排斥基
因”。除了急性排斥，还有迟发性排斥
反应——在临床移植之后的几周、几
个月或几年内发生，最终导致移植器

官坏死。目前，科学界对这些排斥的
免疫机制还不是很清楚。

跨 物 种 感 染 是 另 一 个 严 重 问
题。猪体内有 18 种人—非人动物互
传的微生物，以及其他的细菌和寄生
虫，而病毒感染的问题更为麻烦。许
多病原可以通过供体猪的培育过程排
除 ，但 有 一 种 猪 内 生 逆 转 录 病 毒
PERV存在于猪的每个细胞，并插入猪
的遗传物质 DNA 内。有两种 PERV
的变体可以在体外感染人的细胞和
细胞系。

从现有的报道看，马里兰大学医
疗团队的这次手术通过基因编辑技术
等，过了急性排斥和跨物种感染两大
关，但不能就此断定其取得了彻底的
成功。因为该手术能否克服迟发性排
斥反应还有待长期的观察。

此外，还有一些科学和伦理的问
题值得关注。一，猪的器官移植后能

否实现原来人器官的生理功能？二，
科学家试图利用猪器官解决患者器官
衰竭问题，但如果患者移植猪器官后
感染猪的逆转录病毒而对公共卫生
产生威胁，该如何处理？三，是否应
该给受试者的自由加上限制，如规定
受试者必须接受终生的公共卫生监
测、不允许捐献血液或其他组织等？
四，为挽救人的生命，而牺牲动物的
生命，这种做法是否可以得到伦理学
上的辩护？

异种移植解决器官供求失衡问题
的前景被看好，但其存在的风险同样
不同忽视。各国以及国际组织都对异
种移植临床试验施加了许多条件，对
如何监管异种移植的临床试验和临床
应用提出了许多建议，其中就强调，必
须确保非人动物器官移植入人体内对
患者具有较大的风险-受益比，即移
植后的动物器官能够发挥正常的生理

功能，从而使患者受益，而跨物种
感染和免疫排斥得到很好的解
决。2008 年，世界卫生组织在我
国长沙专门讨论异种移植的会上
起草并发表了《长沙公报》，为异
种移植提出了若干原则。例如
规定：对接受异种移植物的患者
以及他们的密切接触者进行终生
的随访；有一个全球系统来交换
信息，防止不受监管的异种移植
等。这是世界卫生组织制定的有
关异种移植的良好规则，希望我
国从事异种移植的人员和机构以
及监管部门严格执行。

（作者雷瑞鹏为华中科技大
学生命伦理学研究中心执行主
任，邱仁宗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
学研究所研究员、华中科技大学
生命伦理学研究中心主任）

异种器官移植还有多少“槛”

□长石（媒体人）

1月19日下午召开的北京市
第269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新闻发布会通报，1 月 19 日 0 时
至 18 时，北京新增的 5 名本土新
冠肺炎确诊患者中，4 人为同一
单位冷库装卸工，另 1 人为同住
密接者。5 人均属于重点人群，
每周例行做 1 次核酸检测，因此

被发现得较为及时。但通报中反映出
的细节问题也值得反思——5名患者
中有 2 人在确诊前出现过咳嗽等症
状，却自行服药，其中1人在药店购买
了阿莫西林等处方药。

“疫情防控人人有责”。在疫情防
控常态化的当下，个人尤其是重点人
群出现咳嗽等症状时，应警惕起来，到
医疗机构就诊。反之，如果自行服药，
虽缓解了个人躯体症状，但有可能让
疫情得以隐匿，加大防控难度。

药店如果违反疫情防控相关规
定，擅自出售阿莫西林等处方药，则
更应受到严查。相关部门应尽快对
相关药店进行核查，确定患者购药时
是否出具处方，药店工作人员是否对
其进行体温测量、症状问询并登记，
若违反相关规定应予以严肃处理。
2021年年初，河北石家庄藁城就是由
于农村地区个体药店违规私售抗生
素等处方药，导致未能及早发现疫
情。药店是疫情防控的“吹哨人”，必

须加强管理，履行早发现、早报告的
责任。

相比德尔塔，奥密克戎变异株的
隐匿性更强，且已在国内多地出现，未
来不排除成为优势毒株的可能。面对
这个对手，要实现“抓早、抓小、抓基
础”，就必须进一步提升监测的敏感
度。这就离不开多渠道监测预警，通
过点面结合、传染病监测系统与其他
部门监测系统结合，开展人、物、环境
等多渠道监测。

未来，在坚持上述监测工作
的同时，群防群控工作还要做实
做细。疫情防控需要调动每一
个人的积极性，才能打造敏感度
最高的监测预警系统。相关部
门一方面应加大防疫宣传力度，
另一方面也要换位思考：为何有
人会作出自行服药而不去医院
就诊的选择？侥幸心理的背后
是否有着生活压力下的现实考
量？对此，相关部门也应积极
采取相关举措，解除公众的后顾
之忧。

做好疫情防控第一责任人

连日来，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武康街道组织总工会、团委、
妇联联合开展“稳岗留工、温暖心间”活动，为留在当地过年的外
卖员们送上春联、礼包、防寒围巾、防寒手套等物品，让他们感受
到家的温暖。 通讯员王正 本报记者郑纯胜摄影报道

暖心赠送

眼科护理风险预警
手册出版

本报讯 （记者李季）近日，由河
南省立眼科医院医务人员主编的《眼
科护理风险预警手册》一书由郑州大
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该书不仅梳理了眼科各个专业疾
病围术期护理要点及手术并发症预警
护理，而且创造性地对眼科门诊、眼科
手术室等特殊护理单元中的人员、环
境、设施、操作等可能出现的风险点进
行了系统论述。该书主编、河南省立
眼科医院常务副院长宋宗明表示，希
望该书可以帮助眼科护理工作者有效
规避不安全因素，降低和减少护理差
错的发生。

南京建立
中西医结合疫病研究中心

本报讯 （通讯员张明 记者程
守勤）近日，南京市中西医结合疫病研
究中心在江苏省南京市中医院建立。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
文宏教授任该中心学术委员会主席。

据介绍，中西医结合疫病学是传
统中医与现代感染病学的有机结合，
涵盖中医药防治感染性疾病的临床研
究和理论发展。该中心将推动中医疫
病相关学科发展，强化中医中药在疫
病防治领域的优势，进一步建设完善
中西医结合防治疫病科技创新体系，
增强中医药对新发突发疫病应急能力
以及对重大疫病的防治能力。

上海社会医疗机构协会
成立心血管病专委会

本报讯 （特约记者宋迪文）近
日，上海市社会医疗机构协会心血管
病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在上海嘉会国
际医院举行。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
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心内科主任葛均波
院士担任专委会名誉主任委员，嘉会
医疗大内科主任、心脏中心主任魏盟
教授担任专委会主任委员。

据介绍，该专委会的成立将从多
个维度推动社会医疗机构在心血管疾
病诊疗领域整体水平的提升。未来，
专委会将通过举办学术论坛等方式，
促进行业交流；通过建设质量监控体
系，搭建社会办医心血管质控平台；通
过启动多中心的心血管疾病临床研
究，推动行业对未知领域的探索；通过
举办继续教育学术沙龙等活动，提升
社会医疗机构心血管专业医生的整体
水平，并构建出一套完整的专科医生
考核及培训机制。

本报讯 （特约记者周厚亮）日
前，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郑广
瑛教授团队与国家纳米科学中心李莉
莉研究员联合研发了糖肽纳米药物递
送系统，可透过眼表高效、无创地向眼
底输送药物，这为眼底疾病的无创治
疗提供了可能。该研究成果已在国际
期刊《生物材料》上发表。

此前，缺乏一种无创的、高效的给
药方式，能够穿透眼表将药物长效释
放至眼后段，发挥抑制视网膜炎症和

新生血管的功效。郑广瑛团队与李莉
莉团队经过长期深入合作，联合研究
合成了一种酶响应的共组装糖肽纳米
药物递送系统，能够将药物高效透过
眼表并递送至眼后段，从而防止眼底
新生血管生成。这为合并有眼底病变
的复杂性白内障的眼底无创治疗提供
了可能的策略，并对合并糖尿病、眼外
伤、葡萄膜炎及儿童等疑难复杂性白
内障的并发症防治提供了新的思路和
启示。

透过眼表向眼底输送药物成为现实

□本报记者 杨萍
通讯员 李春赫

她站在那里，手握原色沙，在沙画
台上轻轻挥洒，而旁边的他们，个个目
不转睛地看着。随着展现人体肾部结
构的图案一点点绘出，“周老师太厉害
了”“真有趣”的赞叹声响起。这是长
春医学高等专科学校近日的一堂人体
解剖学课。主讲教师周婷婷在指导学
生参加完第七届全国大学生基础医学
创新研究暨实验设计论坛总决赛后，
继续在课堂上探索沙画与人体解剖学
教学相结合。

“人体解剖学知识点繁多，学习难
度较大。怎样使学生喜欢学、热爱学，
让这门课容易学？”2015年，29岁的
周婷婷从走上人体解剖学课堂的讲台
伊始，就一直思考这个问题。她在网
络上常看沙画创作视频，因此激发了
创作灵感。因为具有一定的绘画功
底，她首次尝试创作沙画便成功了。
2018年秋季学期，在给新生上的一次

解剖课上，周婷婷第一次在教学中展
示了自己用沙画绘制膀胱的小视频，
学生们对此产生了很大兴趣。她就课
程的知识点进行提问，学生回答积极
踊跃，准确率极高，这也激发了周婷婷
更大的创作热情。

在之后的解剖课上，周婷婷将沙
画创作融入教学中，一步一步悉心指
导学生作画。2019年，她成立沙画解
剖学兴趣小组，学生们积极报名。她
要求学生在作画时认真观察人体标
本、图谱、模型等，查阅资料，严格按照
人体图谱标本的大小，同比例用沙子
作画。一幅幅精美的解剖沙画作品制
作出来，学生们对相关知识点也掌握
得更牢固了。

“这些解剖沙画作品和传统的解
剖图谱标本相比，更具观赏性，修改比
较自由、方便，可以重复利用，成本低、
易推广。而且，解剖沙画绘制能激发
学生们的学习兴趣，让学生们在学习
中获得美育教育，提升综合素养。”周
婷婷说。为让更多的学生受益，她开
通了“婷婷沙画解剖学”微博，上传了

原创的几十个解剖沙画短视频作品，
视频最高观看量达6.6万次。3年来，
听过周婷婷应用沙画讲授人体解剖学
的学生有3届800多人，他们在该课程
的及格率达90%以上，优秀率约18%。

2021年年底，第七届全国大学生
基础医学创新研究暨实验设计论坛总
决赛在陕西省西安市举行，周婷婷指导
学生团队进行“沙画艺术展示人体形态
结构”的实验研究获得铜奖。参赛沙画
作品《情如手竹》将手的骨骼与竹子的
竹节巧妙融合，体现了人与自然密不可
分的创作理念。作品《生命之树》展示
良好的外部环境是肺部健康的保证，
告诫人们要保护环境、关爱健康、珍视
生命。学生张婉茹在参赛后感慨：“掌
握人体解剖学知识对医学生的职业发
展有着重要的作用，周老师引领我们
爱上沙画，爱上解剖学课，培养了我们
的学习能力、科学精神和人文素养。”

获奖后，周婷婷表示，要和学生们
创作更多的解剖沙画小视频，利用互
联网平台推广，向社会普及医学知识，
为健康科普尽一分力。

沙画与人体解剖学的碰撞

本报讯 （记者郝金刚 通讯员
刘艺君）日前，山东第一医科大学张福
仁课题组在《细胞发现》杂志发表论
文，系统揭示了麻风菌感染人体的免
疫逃逸机制。该文第一作者是糜自豪
和王真真副研究员，通讯作者是张福
仁教授和刘红教授。

一直以来，学界对麻风、结核等胞
内菌感染人体的免疫逃逸机制不甚明
了。该论文以麻风菌感染人体所致瘤
型麻风为研究对象，发现患者皮损中
APOE基因相关的巨噬细胞免疫抑
制，导致病原菌在巨噬胞内大量增殖；

发现免疫检查点受体TIGIT和LAG3
导致的CD8+T细胞耗竭，导致机体
无法启动免疫应答以清除病原菌。进
一步的研究证实，患者外周血中调节
性T细胞的增多是麻风菌逃逸宿主免
疫应答的另一个重要机制。

张福仁课题组一直致力于以麻风
为模型探讨胞内菌的免疫逃逸机制，
在10余年的科研攻关中，先后发现了
宿主固有及获得性免疫缺陷致麻风发
生的免疫遗传学机制。此次对免疫抑
制相关分子靶点的发现，为探讨胞内
菌感染的靶向治疗提供了依据。

胞内菌感染免疫逃逸新机制被揭示

据新华社日内瓦 1 月 18 日电
（记者刘曲）针对新冠清零策略，世界
卫生组织卫生紧急项目执行主任迈克
尔·瑞安18日在世卫记者会上说，在
对比不同疫情应对策略时必须谨慎，
一个国家所采取的策略是基于该国正
在经历的疫情状况。就他个人而言，
更愿意处在新冠清零的环境中。

瑞安认为，在对比不同疫情应对
策略时必须谨慎，很难简单以对错判
断，因为很多时候这种大流行病暴发
初始的情况限制了国家能够采取何种
应对策略的机会。例如，许多亚洲国
家一开始就采取了非常积极的举措，
将病例数量保持在非常低的水平。因
此，这类国家由于疫情控制良好，才能
有机会实施清零策略。

瑞安说，也许有人说现在那些实
施清零策略的国家由于易感人群数量

大等因素，存在病毒传播风险。但瑞
安表示他更愿意处于这样的环境中，

“如果我是一个国家，我希望处于那类
（实施清零策略的）国家中”。

他认为，那些已成功将疫情保持
在较低水平的国家，既保护了本国人
民，又提高了疫苗接种水平，现在更重
要的是要继续推动疫苗接种。

他指出，清零的策略主要是侧重
于最大限度地抑制病毒传播，通过疫
苗接种保护民众，加强监测网络及灵
活的公共卫生和社会措施系统，通过
动态、灵活的应对措施将新冠传播保
持在最低限度，并利用疫苗接种来填
补人群中的免疫空白。

瑞安强调：“我想说的是，你在任何
危机中的战略和战术选择在很大程度上
取决于你所处的情况。有些国家做出
了非常好的选择，有些国家则不一定。”

世卫官员：更愿处于新冠清零环境中

赵静任世界中风组织
院前医疗组共同主席

本报讯 （记者孙国根）近日，世
界中风组织（WSO）宣布成立院前医
疗工作组，并任命复旦大学赵静教授
和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刘仁玉教授担
任院前医疗工作组共同主席。工作组
由来自全球7个国家的卒中防治专家
组成，关注中风院前医疗问题，旨在减
轻中风负担。

据了解，赵静和刘仁玉针对中风
提出了“中风120”这一识别方法，该
方法发表在《柳叶刀·神经病学》上。

“中风 120”即：1 看——1 张脸不对
称，口角歪；2查——两只手臂，单侧
无力，不能抬；0（聆）听——说话口齿
不清，不明白。如果有以上任何症状
突 然 发 生 ，立 刻 拨 打 急 救 电 话

“120”。如此接地气的识别方法，简
单易懂，老少皆宜。这几年经不断宣
传，“中风120”识别方法已深入人心，
成效显著。

甘肃有了
药品监管科学研究中心

本报讯 （记者王耀）近日，兰州
大学与甘肃省药监局共建“药品监管
科学研究中心”揭牌仪式在兰州大学
举行。

据合作协议，双方将围绕重离子
放射治疗技术评估、疫苗等生物制品
安全性监管、中药研制及临床评价、特
殊药械产品监管机制构建、药物警戒
质量等方向，开展循证药械监管科学
研究，从优化临床试验设计、真实世界
证据纳入、临床试验与产品上市审批
同步进行等方面入手，联合申报国家
重大重点基金项目，探索创新药物、创
新医疗器械上市后风险管控措施，跟
踪药品质量管理领域的新进展，全面
提升监管效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