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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特约记者王蕊 通讯
员江晨）6月 23日，浙江大学医学院
附属第一医院4间手术室从早上7时
到下午5时，完成了全球首例多阶多
米诺肝移植手术，包括4台“接力跑”
肝移植，挽救了3条生命。

第一间手术室32岁的父亲李超
（化名）捐献出200克健康肝脏，挽救
第二间手术室里需要肝移植的1岁女
儿甜甜（化名）；甜甜替换下的废肝，被

“种”进第三间手术室里罹患家族性高

胆固醇血症的6岁女童苗苗（化名）身
体中；苗苗置换出的废肝，用于挽救第
四间手术室里的肝癌肝硬化患者黄先
生（化名）。4台手术如同多米诺骨牌
一样，连续地进行。

“在供肝极其短缺的情况下，要多
动脑子为急需肝移植的患者谋新生！”
我国著名器官移植专家、浙大一院党
委书记梁廷波教授带领团队，主动攻
坚、变“废”为宝，用创新性手术，使患
有不同种代谢性疾病的肝脏形成互

补，有效解决了肝源问题，更降低了手
术费用。多米诺肝移植也称连续性肝
移植，是指将供体肝脏移植到第一个
受体，受体的肝脏（多米诺供肝）再移
植到第二个受体（多米诺受体），以此
类推。目前，全球范围内尚无3阶及
以上多米诺肝移植的案例报道。

理论上，供肝与受体的体重比超
过0.8%被认为是安全可行的肝移植手
术范围，可实现原有病肝代替，不影响
实际功能。甜甜体重为10.5公斤，父亲

李超捐出的200克肝足够女儿使用；苗
苗体重为18.5公斤，她全身的肌肉已
经完全可以充分代谢支链氨基酸，甜
甜那颗290克无法参与氨基酸代谢的
肝脏移植给苗苗，并不影响她的生活；
苗苗虽然肝脏代谢功能逐渐变差，但
是肝脏本身没有实质性病变，她切下
的550克“废肝”可以用到60岁肝癌肝
硬化患者黄先生身上，挽救他的生命。

为了把这个大胆的想法付诸实
践，梁廷波带领浙大一院肝胆胰外科

同麻醉科、超声医学科、放射科、手术
室、重症监护室的专家团队多次进行
会诊讨论，在术前精确评估、反复推
演，以确保术中每个环节万无一失。

大人和孩子的血管、胆管粗细不
同，走行也大不相同。术中，梁廷波团
队对粗如牙签、细如发丝的一根根血管
和胆管进行了高质量重建和精准吻
合。4间手术室里，4名患者的肝脏劈
离、灌注、转运、修剪和重建无缝衔接。
10个小时内，4台手术先后顺利完成。

种下“废肝”收获新生
4台多米诺肝移植手术救了3人

据新华社北京6月29日电 （记
者李恒）近日，国务院关于儿童健康促
进工作情况的报告显示，我国儿童青
少年总体近视率仍处高位。新冠肺
炎疫情发生以来，儿童居家和上网课
增多，体育运动减少，在电子屏幕前
暴露时间延长，导致较多儿童青少年
出现近视加重情况。专家表示，预防
近视要从儿童期一定程度的远视储备
开始。

“视力是随着屈光系统和视网膜

发育逐渐发育成熟的，0~6岁是儿童
视力发育的关键期，也是眼屈光变化
最快的阶段。”北京儿童医院眼科主任
医师李莉介绍，新生儿的眼球较小、眼
轴较短，此时双眼处于远视状态。随
着儿童生长发育，眼球逐渐长大，眼轴
随之变长，远视度数逐渐降低而趋于
正视，此过程被称为“正视化过程”。

李莉解释，比较理想的情况是儿
童到12岁后才由远视眼发育成正视
眼。正视化前的远视大多为生理性远

视，是一种“远视储备”，可理解为“对
抗”视力发展为近视的“缓冲区”。

“真正的远视储备度数需要散瞳
后才能准确测出。”浙江大学医学院附
属邵逸夫医院主任医师姚玉峰说，远
视储备量不足指裸眼视力正常，散瞳
验光后屈光状态虽未达到近视标准，
但远视度数低于相应年龄段生理值范
围。远视储备在整体人群中是正态分
布，没有绝对标准，不同年龄远视储备
参考数值也不同。

专家表示，如果儿童的远视储备
量低于相应年龄段的数值，则意味着
其远视储备量消耗过多，有可能较早
出现近视。一定程度的远视储备是合
理的，但并不是越多越好，过多的远视
储备更可能成为病理性的远视性屈光
不正，从而影响孩子视功能正常发育。

“远视储备就像是孩子出生时开
设的银行账户里的固定储备金，而这
个储备金是定额的，只会逐渐被消耗，
而不具有增值功能。”姚玉峰表示，长
时间过度近距离用眼、户外活动缺乏、
饮食不均衡等都是过度消耗远视储备
的不良生活习惯。

专家建议，保存远视储备，需要儿
童、家庭和学校共同努力，培养和督促
孩子养成良好的用眼卫生习惯，建立
正确的爱眼护眼行为。

预防近视

要从儿童期远视储备开始

据新华社悉尼6月 29日电 一
个国际科研团队近日在《英国运动医
学杂志》上发表论文说，他们的研究发
现中老年人的平衡能力与健康状况存
在关联，应当将平衡测试增加到中老
年人的常规健康检查项目中。

研究团队使用的数据来源于一项
旨在评估身体锻炼情况、心血管疾病

风险因素同患病和死亡之间联系的长
期健康研究。2009年2月至2020年
12月，这一健康研究对1702名51岁
至75岁的参与者进行了身体健康状
况评估，测量了他们的体重、腰围尺寸
等身体数据，还记录了他们在无外力
支撑下单腿站立10秒的能力。

研究显示，约有1/5的参与者未

能通过平衡测试，而且通过率随年龄
增长而递减，71岁至75岁年龄段的
参与者无法通过平衡能力测试的可能
性是 51 岁至 55 岁年龄段的 11 倍。
随访期间，有123名参与者去世，多数
人的死因是癌症或心血管疾病，其中
未通过平衡能力测试的参与者的死亡
比例，明显高于通过测试的参与者。

研究还发现，一般情况下，未能通
过平衡能力测试的参与者更容易患上
肥胖症、心脏病和高血压等疾病，患2
型糖尿病的可能性是通过平衡能力测
试参与者的3倍。

参与该研究的澳大利亚悉尼大
学老年病学教授辛格在接受新华社
记者采访时表示，考虑到样本数量和
不同人种之间的差异，这一研究的结
果可能有一些局限性，但它也显示出
平衡能力的重要性。那些身体平衡
能力较差的人可以在日常生活中有
意识地增加单腿站立的平衡训练，这
种训练本身也有利于强健骨骼肌肉，
预防跌倒。

平衡能力

与中老年人健康状况有关

郑大一附院
激发人才创新活力

本报讯 （记者李季 特约记者
周厚亮）6月 29日，郑州大学第一附
属医院召开人才暨科技创新工作大
会。该院党委书记、院长王成增从创
新人才培养机制、推进科研成果转化
等10个方面，部署了未来5年医院人
才和科技工作的具体任务。

王成增表示，医院将进一步完善
人才科研工作激励奖励机制。设立
医院人才培养基金，对引进的高层次
人才分层给予相应的科研启动经费，
并配备工作人员及实验场地；加大重
点专科与团队奖励激励力度，对考核
合格的临床重点专科给予每年50万
元奖励，对卓越创新团队给予300万
元经费支持；健全科研激励机制，对国
家级科研立项每项按直接经费的
25%发放医院绩效，予以1∶1配套资
助；对科研论文、学术著作和科研成果
分层次进行奖励。

山西首个生物安全
三级实验室建成

本报讯 （特约记者刘翔）6月28
日，山西省首个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
建设完成，山西省副省长于英杰赴山
西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新址现场调研
并召开项目建设调度会。

于英杰指出，山西省委、省政府高
度重视公共卫生防疫体系建设，山西
省首个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工程建设
顺利完成，标志着山西公共卫生防疫
体系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为下一步
建设全国一流省级疾控中心奠定了坚
实基础。要按照建设优质工程、高效
工程、安全工程、廉洁工程的工作要
求，持续高质量、高效率推进工程建
设，严把安全关；要注重人才培训，为
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培养高水平人才
队伍；要做好运行准备，不断健全完善
运行机制，做到建成即可运行。

云南省精神科
联盟成立

本报讯 （特约记者陆继才）近
日，云南省卫生健康委在昆明医科大
学第一附属医院召开云南省首批十大
专科联盟之一——精神科联盟成立大
会。专科联盟首批单位有30家，覆盖
全省16个州（市）。

昆医大一附院精神科是国家住院
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精神病学专科培
训基地。该院精神科主任许秀峰表
示，专科联盟将以学科建设、医疗质量
安全、运营管理为中心，通过技术帮
扶、人才培养、双向转诊等形式，进一
步提升省、州、市、县级同质化医疗服
务能力。他同时建议成立专科联盟专
业组，通过线上线下的方式开展讲座、
查房、病案讨论等。

□本报记者 吴倩
通讯员 刘怡华

近日，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
胡盛寿院士及其团队为患终末期心衰
的小严成功植入Corheart 6左心室
辅助装置，把这个14岁的少年从死亡
线上拽了回来。

1岁时，小严曾因先天性心脏病
在当地医院完成右室双出口矫治术，
术后病情得到了有效控制。1年前，
小严得了一场重感冒，身体虚弱，当即
被送往当地医院。心脏超声结果显
示，其左室流出道狭窄，心功能减低。

此后，小严身体每况愈下。1个月前，
他又因胸闷气促被送到医院，心脏彩
超提示心功能再次重度减低。“孩子不
能再等了，去外地看看还有没有希望
吧。”主治医生劝说小严的父母。

随后，小严的父母带着他来到中
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就诊。入院
后，心脏彩超结果显示小严的心脏左
室明显增大，射血分数为14%，仅为
正常人的1/3，左心功能重度减轻，心
功能Ⅳ级，已处于心衰终末期。住院
期间，小严因左室流出道梗阻病情再
次加重，随后转入儿童重症监护室，进
行气管插管，依靠呼吸机及大量药物
维持整体循环。

医生告诉他们，心脏移植对小严来
说并不适合，由于孩子极度虚弱，心脏
移植后大量的抗排异和激素类药物极
有可能引起严重感染。就算选择心脏
移植，但儿童心脏供体非常紧缺，孩子
很可能在等待中病情加重甚至死亡。

胡盛寿组织医院多学科专家会诊，
对小严的病情进行深入研究，决定为患
儿做心脏内部的畸形矫正及左心室辅
助装置植入。专家一致认为，这对小
严来说是最好的治疗方案，一方面可
以避免心脏移植后长期服用药物，另
一方面如果未来他的心功能恢复，还可
以撤除装置，不需要再进行心脏移植。

“这是一场毫无经验可循的手术，

再加上患儿此前还曾做过一次心脏手
术，难度和风险非常高。”胡盛寿解释，
国内植入式左心室辅助装置的应用尚
处于起步阶段，多种植入装置刚刚上
市或正处于临床试验阶段，目前仅限
于在成人患者中应用。

手术经过了医院伦理委员会审
批。术前，专家们制订了详细的手术
方案，充分评估术中可能面临的风险，
做了最充分的准备。在多学科的共同
努力下，胡盛寿团队成功将 Cor-
heart 6超小型磁悬浮左心辅助装置
植入小严体内。随着辅助泵启动运
行，体外循环机顺利停机撤除，患儿进
入机械辅助循环模式，心率、血压等生

命体征正常、平稳，手术获得成功。
“由于这名患儿心脏小，体表面

积小，最终选择为他植入这枚超小型
磁悬浮左心辅助装置。它的重量只
有 90克，能够在低转速低流量下稳
定工作，同时血液兼容性更好，对于
儿童患者来说，是一个好的选择。”胡
盛寿介绍。

据了解，我国每年约有4万名患
儿因心衰住院治疗。根据国际心肺移
植协会报道，截至2018年，全球在线
注册登记儿心脏移植15264例，近10
年全球儿童心脏移植数量每年均在
600例左右。目前，我国儿童心脏移
植供体极度匮乏，很多儿童需要通过
机械装置来进行心脏移植手术。然
而，国外心室辅助装置价格昂贵，国内
无可用产品，约25%的患儿在等待移
植过程中死亡。

Corheart 6 超小型磁悬浮植入
式左心辅助装置是一款拥有我国自主
知识产权的人工心脏，临床救治限制
更小，可覆盖儿童群体，目前正在临床
试验中。

为心衰患儿装上“小心脏”

胎儿神经系统畸形
也许可用

基因测序法诊断

本报讯 （特约记者周建跃 通
讯员温红蕾）近日，湖北省妇幼保健院
超声科首席专家陈欣林团队在《自然》
子刊《基因医学》上发表最新研究成
果。该团队通过全基因组测序的方
法，首次全面系统揭示了胎儿神经系
统畸形的基因组结构，并评估了全基
因组测序对于胎儿神经系统畸形的
检测能力。该成果或将为产前诊断
提供一体化检测的新选择。

胎儿中枢神经系统畸形是最常
见的产前畸形之一，临床上以无脑畸
形、脑积水、脑脊髓膜膨出、脊柱裂、
唇裂和腭裂等为主要表现。目前，临
床应用的神经系统畸形筛查方法主
要包括影像学检测、核型分析、染色
体微阵列分析和外显子测序等，但都
有局限性。

近年来，湖北省出生缺陷精准中
心联合华大研究院，收集了162个中
枢神经系统畸形临床样本。通过全基
因组测序，诊断出 62例神经系统畸
形，检出率达到38.3%。其中，对小脑
发育不全和全前脑畸形的检出率超过
了70%。

“相较之前的检测手段，全基因组
测序是一种更全面的、覆盖中枢神经
系统畸形等多种疾病的基因检测和遗
传病筛查形式。”陈欣林介绍，这项在
产前胎儿神经系统发育异常基因诊断
领域取得的研究成果，为进一步开发
更全面更准确的产前诊断临床应用奠
定了基础，也为预防出生缺陷提供了
有效方法。

多囊卵巢综合征
或不导致

子代低出生体重

本报讯 （特约记者孙国根）上海
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赵健助
理教授课题组与瑞典卡罗琳斯卡医学
院研究人员合作，在一项大样本量的
全球多队列母亲患多囊卵巢综合征与
子代低出生体重之间因果关系的研究
中发现，几乎没有来自遗传学的因果
证据支持“母亲患多囊卵巢综合征导
致宝宝低出生体重”的观点。近日，该
成果论文发表在学术期刊《临床内分
泌代谢杂志》上。

赵健介绍，多囊卵巢综合征是育
龄期女性最常见的内分泌疾病之一，
其临床表现为雄激素过多和卵巢功能
障碍等一系列体征和症状，患者占育
龄期女性的10%左右。近些年来，越
来越多的研究报道，相比未患多囊卵
巢综合征的女性，患多囊卵巢综合征
的女性生出的宝宝出生体重更低。
因此，深入确定母亲多囊卵巢综合征
与子代出生体重之间的因果关系非
常重要。

联合研究团队选取了全基因组水
平相关的14个遗传突变位点，然后将
其作为因果推断方法中的工具变量，
对母亲多囊卵巢综合征与其子代出生
体重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统计推断。
为确认研究结果的稳健性，研究团队
分别构建了不同的工具变量，进行了
一系列的敏感性科学分析。研究结
果表明，“母亲患多囊卵巢综合征导
致子代低出生体重”的推断遗传学证
据不足。

赵健认为，此前关于两者之间关
联性的推断，可能是由于多囊卵巢
综合征的异质性、不同的研究设计
或混杂因素的影响而产生的假阳性
结果。

新疆放射防护
线上培训获10万点赞

本报讯 （通讯员王默 特约记
者张楠 夏莉涓）近日，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卫生健康人才发展中心首次通过
线上直播模式，举办放射防护和法律
法规知识培训班。截至目前，累计5.7
万人次回放课程学习，点赞互动达
10.1万人次。

新疆卫生健康综合执法监督局、
疾控中心等机构选派放射卫生防护、
诊疗专家，分享了电离辐射防护基础
知识、放射卫生法律法规体系概述、放
射卫生监督检查等内容。新疆各级医
疗卫生机构共5480名放射工作人员
参加了线上培训和考核。

走在
“护学路”上

6 月 29 日，在浙
江省瑞安市安阳实验
小学旁，小朋友在“儿
童友好护学路”上通
过。瑞安市将儿童常
经过的非机动车道改
造升级，由蓝黄颜色
组成的儿童友好护学
路格外醒目，增强了
通行提示度和辨识
度，提醒来往车辆减
速慢行，为儿童打造
一个安全和谐的慢行
交通系统。 孙凛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