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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广东·中山一院

□本报记者 孙梦

科技创新：做医学探
索先锋

2021年6月26日，一场前所未有
的“换心”大战正在中山一院展开。

因出现严重呼吸困难，67岁的福
伯在中山一院被诊断为“扩张型心肌
病”，检查提示病情已进入终末期，心
脏移植是最后的希望。中山一院心脏
外科、心内科、器官移植科等多学科专
家经充分评估，决定为他开展“无缺
血”心脏移植。手术历时4.5小时，实
现了心脏在获取、体外常温灌注保存
及植入的全程中不停跳、有效血流不

中断。术后，福伯心脏和各脏器功能
顺利恢复。

这是国际上首例报道的“无缺血”
心脏移植手术成功案例，是我国器官
移植技术的重大突破，也是中山一院
首创的“无缺血”器官移植技术成熟应
用于肝移植、肾移植后，首次应用于难
度更高的心脏移植领域。中山一院何
晓顺教授团队花费了十余年开展研
究、试验，并最终将这项新技术应用于
临床。这一首创技术荣获了2020年
国际质量创新大赛特等奖，也是我国
首次获得该奖项。

肖海鹏指出，探索前沿医疗技术
的临床应用，是争创国家医学中心的
题中之义，但不是全部。“要想具备服
务国家战略和社会的卓越能力，需要
瞄准医学科学领域全局性、先进性、

‘临门一脚’和‘卡脖子’的问题。”

“聚焦国产新药转化和关键救治
设备的国产化，是我们瞄准国家战略
需求所做的事情。”中山一院重症一科
主任吴健锋说。据了解，在重症医学
科，镇静是重症患者治疗的重要组成
部分。目前，我国常用的镇静药，都是
国外知识产权。由中山一院重症医学
科牵头多中心研究验证的高效安全镇
静药物HSK3486（环泊芬），是我国自
主研发的1类创新药，属于完完全全
的“中国资产”。

此外，中山一院还牵头国内10家
单位，实施了我国重症领域首个医疗
器 械 方 面 的 临 床 试 验 管 理 规 范
（GCP）项目——中国原研的细胞因
子吸附柱的临床试验。这一新技术，
改变了此前没有国产设备治疗重症患
者细胞因子风暴的情况，解决了我国
在吸附技术上的“卡脖子”问题。

2020年，这一设备通过国家药监局的
应急审批绿色通道顺利上市，投入到
新冠肺炎重症患者的治疗当中。

“我们还与企业建立战略合作关
系，探索医、研、产创新模式，正在围绕

‘卡脖子’问题，开展国产重症关键设
备的研发与临床应用研究，提高我国
重症领域医疗保障能力。”吴健锋说。

人才创新：打造拔尖
领军人才集聚地

在中山一院党委书记骆腾看来，
医院要走向世界一流，人才队伍建设
是牛鼻子。围绕国家医学中心建设和
高质量发展需要，中山一院正在打造

“医学拔尖领军人才高地”。
（下转第2版）

创新，才能解决“卡脖子”难题
2021 年，中山大学附属第

一医院入选首批国家医学中心
“辅导类”创建单位、国家公立医
院高质量发展试点医院。“国家
医学中心是新时代卫生健康领
域的‘国之重器’，解决的是事关
广大人民群众健康的全局性、关
键性的重大医学问题。它代表
着中国医学的最高水平，争创的
是世界一流水平。”中山大学常
务副校长、中山一院院长肖海鹏
说。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该院
在新目标战略落地过程中，将

“创新”放在所有工作的优先位
置，坚持以创新驱动能力提升，
构建高质量发展新格局。

□本报记者 王潇雨

十年磨一剑。从仿制向创新，从
产业大国到产业强国，中国的创新药
借力科技进步，走向世界舞台，惠及全
球患者；新发突发传染病的应对能力
实现跨越式提升，保持艾滋病低流行
水平、乙肝向中低流行水平转变、肺结
核的发病率和死亡率降至中等发达国

家水平。这些划时代的进展，都来自
“重大新药创制”与“艾滋病和病毒性
肝炎等重大传染病防治”两个科技重
大专项的支撑。

2006年，我国发布了《国家中长
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
2020）》，确定了16个重大专项，这两
个卫生领域项目名列其中。这些年
来，在这两个专项的引领下，我国医
药科研实现了质的飞跃。

原创药研究迎来好时代

黄连素来源于植物，是我国特有
的非处方药物，常用于治疗细菌性腹
泻。这种天然药物学名叫作“小檗
碱”。最近，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医

学科学院药物研究院院长蒋建东团队
又有新发现，他们首次阐明了小檗碱
以维生素样的作用下调肠道菌胆碱—
三甲胺（TMA）—三甲胺-N-氧化物
（TMAO）代谢通路而改善动脉粥样
硬化症的分子机制，相关论文已在线
发表在国际期刊《信号转导与靶向治
疗》上。

蒋建东团队多年来致力于相关研
究，发现了小檗碱是具有新机理的降

脂及降糖药物，揭示了其复杂的化学
结构和生物学原理，建立了国际先进
的抗感染药物技术体系，提出了标本
兼顾的理论并付诸临床实践……一系
列工作受到国内外广泛关注，成为我
国原创药物研究的代表之一。

“这些进展得益于重大新药创制
专项的支持。”蒋建东表示，新药研发
是在长期积累基础上的突破，重大专
项加快了这一进程。

（下转第4版）

重大专项收获质的突破

本报讯 （记者王潇雨）近日，退
役军人事务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
医保局联合公布了修订的《优抚医院
管理办法》。此次修订主要目的是进
一步加强优抚医院管理工作，解决优
抚医院管理中出现的管理部门单一、
发展活力欠缺等问题。

据了解，优抚医院是国家为残疾
退役军人和在服役期间患严重慢性
病、精神疾病的退役军人等优抚对象

提供医疗和供养服务的优抚事业单
位，是担负特殊任务的福利性公立医
疗机构。

《办法》明确，优抚医院在完成集
中供养重残、康疗重病等优抚对象任
务的基础上，可以为其他优抚对象提
供优先或优惠服务，为社会提供优质
医疗服务。《办法》进一步强化了服务
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政治属性、服务优
抚对象的优抚属性，拓展了服务内容

和职能任务。
《办法》强调，要加强党的建设，实

行党委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统一医
院名称，将全国优抚医院名称统一为

“荣军优抚医院”；优化薪酬制度，合理
确定医务人员薪酬待遇水平，完善内
部分配和激励机制；提升管理水平，建
立健全病历管理制度，树立现代管理
理念，强化重点专科建设，惩罚违法违
规行为。

《办法》还进一步明确相关部门职
责：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卫生健康主管
部门共同加强对优抚医院的指导，积
极为优抚医院医务人员的培训进修等
创造条件，将优抚医院设置规划纳入
当地医疗机构设置规划统筹考虑；符
合条件的优抚医院由医疗保障部门
按程序纳入基本医疗保险定点医疗
机构。

此外，《办法》进一步完善服务方
式，规定要优化优抚医院入院流程，属
于收治范围的优抚对象，入院可以由
村（社区）退役军人服务站代为提出申
请，使服务更加人性化；明确未建设优
抚医院的地方，可以采取购买服务等
方式，协调当地其他医疗机构为优抚
对象提供医疗服务。

《优抚医院管理办法》修订

本报讯 （记者王倩）8月20日，
由中华预防医学会、中国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主办的2022全国疫苗与健康
大会在京举行，此次会议主题为“高质
量推动全人群疫苗免疫服务”。

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中华预
防医学会会长李斌在会上表示，目前
全球疫情仍处于高位，病毒还在不断
变异，国内出现零星散发和局部聚集
性疫情的风险和压力始终存在。要充
分认识疫情的复杂性、艰巨性和反复
性，以疫苗相关工作为抓手，为国民健
康提供坚强保障。要继续推进新冠疫

苗接种，有效降低新冠病毒传播的风
险，为经济社会有效运转提供有力保
障；持续开展疫苗免疫原性、免疫持久
性、长期保护效果的系统性研究，密切
关注病毒变异对现有疫苗免疫效果的
影响，开展针对变异株新型疫苗的技
术储备和研发等工作；继续做好常规
免疫规划工作。

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副局长、中
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沈洪兵表
示，我国预防接种服务体系日趋完善，
目前全国共有 8万余个预防接种单
位，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率持续保

持在90%以上。免疫规划信息化工
作稳步推进，省级和接种单位免疫规
划信息系统建设持续推进，在完成常
规接种对象信息登记、疫苗接种、不良
反应监测等工作的同时，支撑了34亿
多剂次疫苗的接种信息登记和查询，
为查询健康码、提供出国疫苗接种证
明等奠定了基础。

据悉，目前全国累计报告接种新
冠疫苗超过34.2亿剂次，疫苗接种总
人数达 13亿人，其中完成全程接种
12.7亿人，覆盖人数和全程接种人数分
别占全国总人口的92%和90%以上。

全国疫苗与健康大会举行

河南

推进老年友善
医疗机构建设

本报讯 记者李季日前从河南省
2022年老年友善医疗机构建设工作
培训会上获悉，河南将持续提升老年
人就医便利性和满意度，今年年底前，
该省60%以上的医疗卫生机构要建
设成为老年友善医疗机构。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要求，各地组
织各级医疗卫生机构围绕老年友善文
化、老年友善管理、老年友善服务和老
年友善环境建设等方面，不断提高并
扩大老年友善医疗机构的建设质量和
覆盖范围；督促医疗机构进一步优化
老年人就医流程，规范老年医疗服务，
加强适老化设施改造，方便老年人就
医；提升服务水平，不断加强老年医
学、康复护理、安宁疗护等学科建设及
专业人才培养，推动老年医疗服务向

“多病共治”模式转变。
会议要求，各地完善政策措施，加

强部门联动，推进各项目标任务落地；
统筹落实老年便利化服务，结合老年
友善医疗机构建设、提升医疗服务十
大举措和“智慧助老”行动有关要求，
为老年人提供便民服务、志愿服务等
多样化服务，二级及以上医疗机构要
于年底前完成网站适老化改造等。

浙江

出台老年健康
行动配套文件

本报讯 （特约记者俞欣 通讯
员吴燕萍 缪琴）日前，浙江省卫生健
康委发布《老年健康专项行动流程规
范指导手册》系列和《浙江省老年健康
与医养结合服务指导手册》。

今年5月，浙江省卫生健康委、省
财政厅联合印发《浙江省老年健康服
务专项行动实施方案（2022—2025
年）》，在42个县（市、区）先行启动老
年健康服务五大行动，为老年人提供
视力功能、口腔健康、营养状况、认知
功能、心理健康等早期筛查干预措施，
建立老年人健康评估与功能维护机
制，开发应用数字健康服务技术，提升
老年人健康管理水平，促进健康老龄
化。浙江省卫生健康委为此开发了老
年人评估量表系统，编制印发了《老年
健康专项行动流程规范指导手册》系
列和《浙江省老年健康与医养结合服
务指导手册》。截至8月20日，专项行
动已对25万名老年人完成各项筛查评
估。老年健康服务专项行动目标指标
已被纳入该省共同富裕示范区“浙里
健康”“浙里康养”建设的评价体系。

我国疫苗监管体系
再次通过

世卫组织评估

本报讯 记者吴倩从国家药监局
获悉，世界卫生组织8月23日宣布中
国通过疫苗国家监管体系评估。此次
是世界卫生组织升级评估标准后的新
一轮全面评估，指标大幅增加、内容更
加全面、标准更加严格。此前，我国疫
苗监管体系已于2011年、2014年先
后两次通过评估。

据悉，通过评估不仅意味着中国
拥有稳定、运行良好且完整统一的监
管体系，能确保在中国生产、进口或流
通的疫苗质量可控、安全、有效，同时
也是我国疫苗出口全球的重要前提。

我国自首次通过疫苗国家监管体
系评估以来，有国产乙型脑炎减毒活
疫苗、Ⅰ型Ⅲ型脊髓灰质炎减毒活疫
苗、甲型肝炎灭活疫苗等疫苗通过世
界卫生组织的疫苗预认证，进入国际
采购清单，并被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全
球疫苗免疫联盟等国际机构采购，相
关产品已经出口至数十个国家和地
区。值得一提的是，新冠肺炎疫情发
生以来，我国有3个新冠病毒疫苗被
列入世界卫生组织紧急使用清单，助
力全球抗疫。

世界卫生组织驻华代表高力说，
中国的疫苗监管体系这次通过评估，
意味着中国拥有稳定的疫苗监管体
系，能确保在中国生产、进口或流通的
疫苗质量可控、安全、有效。

全国残疾预防工作
推进会召开

本报讯 （记者崔芳）8月23日，
国务院残疾人工作委员会在京召开全
国残疾预防工作推进会，推进《国家残
疾预防行动计划（2021—2025 年）》
贯彻实施。

会议指出，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我
国经济、社会等领域的变化给残疾预
防带来深刻影响。各地区、各部门要
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加强残
疾预防的重大意义，自觉增强责任感、
紧迫感。

会议强调，要准确把握新时期残
疾预防工作的方向和要求；坚持落实
残疾风险防控任务；坚持改革创新，推
动残疾预防工作高质量发展；坚持群
防群治，引导形成全民参与的强大合
力。另外，要强化政府责任、加大保障
力度、加强指导督促、加强宣传引导，
确 保《国 家 残 疾 预 防 行 动 计 划
（2021—2025年）》顺利实施。

开学“第一课”

8 月 24 日，在安徽
省合肥市第六中学新校
区，高一新生正在进行
军训。新学期即将到
来，合肥市第六中学新
校区组织开展为期一周
的军体训练，旨在增强
学生体质，磨炼新生意
志，上好新学期开学“第
一课”。

赵明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