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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余骏逸 王琼
特约记者朱广平）近日，陆军军医大学
陆军特色医学中心（大坪医院）心内科
曾春雨、吴庚泽教授团队寻找到血管
内一个全新蛋白，将其命名为“血管
素”，并证实“血管素”能够导致血管重
构。该研究论文近日发表于学术期刊
《循环研究》上。

据了解，血管重构是动脉粥样硬
化等血管疾病的主要病理过程，不仅
导致高血压、冠心病和脑卒中，还是支
架植入术后血管再狭窄的重要原因。
虽然科研工作者攻关数十年，但是血
管重构的面纱仍未被完全揭开。

曾春雨、吴庚泽团队常年致力于
高血压血管重构相关研究，在检测高

血压大鼠主动脉基因表达时，发现了
一段在高血压重构的血管中表达量显
著升高的长链非编码RNA。研究发
现，该长链非编码RNA能使血管平
滑肌细胞功能发生改变，由健康的“收
缩型”转变为不健康的“增殖型”。通
过求证，团队寻找到了“血管素”这一
全新蛋白，并且证明了“血管素”可以

和长链非编码RNA协同作用，加重
血管重构，从而加快高血压、冠心病、
脑卒中等疾病的进展。

研究人员说，“血管素”是个坏家
伙。该团队使用一系列方法在模型小
鼠体内敲除“血管素”和它的母本长链
非编码RNA后，发现小鼠的血管重
构得到了有效抑制，血管增厚明显减

轻，血管弹性恢复。
曾春雨表示，团队发现并命名的

全新蛋白“血管素”有望成为血管重构
相关疾病的全新治疗靶点。同时，创
新性地提出“血管素”能和它的母本基
因协同调控同一生物学过程，也为长
链非编码RNA研究领域提供了全新
的理论基础。

新蛋白有望成血管疾病治疗靶点

据新华社耶路撒冷9月 25日电
（记者王卓伦 吕迎旭）以色列等国研
究人员日前在美国《临床检查杂志·观
察》上发表论文说，他们发现了黑色素
瘤这种皮肤癌转移到大脑的机制，并

相应找到了抑制癌转移的方法。
据介绍，约90%的黑色素瘤患者

会在晚期发生脑转移。但大脑是一个
受较好保护的器官，血脑屏障通常可
以阻止有害物质进入大脑。医学界一

直在探索皮肤癌脑转移的原因。
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等机构的研

究人员使用来自皮肤、血液和脑的组
织以及相关癌细胞，在实验室中模拟
了它们在人体内的相互作用。结果发

现，黑色素瘤这种皮肤癌细胞进入血
液后会释放出名为 CCR2 和 CCR4
的蛋白质，而大脑中的星形胶质细胞
会分泌一种名为MCP-1的蛋白质，
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会导致癌细胞

进入大脑。
研究人员发现用两种方法可以抑

制癌细胞脑转移：一是利用抗体和小
分子药物阻断蛋白质MCP-1发挥作
用，二是用基因编辑技术敲除癌细胞
中与蛋白质CCR2和CCR4相关的基
因。实验室研究显示，这两种方法均
可抑制癌细胞的脑转移，并可将肿瘤
生长抑制60%至80%。

上述抑制皮肤癌脑转移的方法尚
未经过临床试验，但研究人员表示，其
中使用的抗体和小分子药物已经在治
疗其他疾病的临床试验中通过了安全
性测试，因此有望在此基础上较快开
发出可临床应用的疗法。

研究揭示皮肤癌的脑转移机制

山西煤炭中心医院
消化中心门诊开诊

本报讯 （通讯员王昕霞
特约记者刘翔）近日，山西省煤炭
中心医院消化中心门诊开诊，可
为患者提供一站式就诊服务。

据悉，该院消化中心集门诊、
住院、内镜诊疗、外科手术、肿瘤
放化疗于一体，是以消化疾病为
中心的特色诊区。“成立消化中心
就是要融合消化内科、外科、内镜
以及整体优势能力，打造一站式
平台，为消化疾病患者提供全方
位精准的医疗服务。”山西省煤炭
中心医院党委书记安健表示。

郑大一附院
设生物免疫治疗病区

本报讯 （特约记者周厚亮）
日前，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建
立生物免疫治疗病区，病区依托
该院生物细胞治疗中心成立，目
前已开展包括 CAR-T 细胞、
TCR-T细胞、肿瘤新抗原疫苗
等在内的30多项免疫和细胞治
疗新方案、新技术的临床研究
项目。

该病区主任张毅教授表示，
病区将针对肿瘤和其他疾病开展
以前沿免疫和细胞治疗手段为主
的综合治疗，并开展国际前沿的
细胞治疗及其他免疫药物治疗的
临床试验，力争使更多先进、有
效的临床试验新方案惠及更多
患者。

西安国际医学中心医院
建质子中心

本报讯 （记者张晓东 特
约记者王坤）9月 25日，西安国
际医学中心医院举行质子中心项
目开工仪式。项目总建筑面积
1.4万平方米，集合了质子治疗中
心、硼中子治疗中心和第四类标
准核药中心。

质子治疗是较为尖端的肿瘤
放疗治疗技术，可瞄准肿瘤细胞
精准打击，实现对肿瘤的立体定
向爆破，最大限度减少对周围健
康组织和器官的损害。2020年
10月，西安国际医学中心医院获
得质子放射治疗系统配置许可。

□本报记者 陈晓曼
特约记者 巢伟

身穿红色小裙子，头扎两个牛角
辫儿，悠悠9月24日在首都医科大学
附属北京妇产医院度过了 1周岁生
日。生日会上，北京妇产医院内分泌
科主任、卵巢组织冻存库负责人阮祥
燕教授介绍，目前，悠悠的体重为9.8
千克，身高74.6厘米，神经心理测评
结果正常，身心健康状况良好。

悠悠妈妈在2016年被诊断为骨
髓增生异常综合征，唯一的根治方法
是造血干细胞移植，而骨髓移植前的

超大剂量化疗对卵巢功能的损伤极其
严重。为保存她的生育力及卵巢功
能，阮祥燕团队为其紧急将取出的卵
巢组织冻存。2018年，悠悠妈妈的原
发疾病得到治愈，阮祥燕团队为其实
施冻融卵巢组织自体再移植，3个月
后其卵巢功能恢复正常。2020年12
月，悠悠妈妈在阮祥燕门诊检查后，确
定自然妊娠。2021年8月31日，她生
下了悠悠。

悠悠足月产，出生时各项指标良
好。“在悠悠42天、3个月、6个月、9个
月和12个月大时，我们对其进行了健
康状况随访复诊。经系统筛查评
估，悠悠所有指标均正常。”阮祥燕

介绍，2018年，她牵头制定了我国首
部卵巢组织冻存与移植指南，对悠
悠及其妈妈的定期随访均遵照指南
要求进行。

阮祥燕说，全球每年约新增920
万名女性恶性肿瘤患者，放化疗会导
致卵巢功能不可逆损伤。但多数年轻
癌症患者有生育需求，加上现代社会
推迟生育时间的女性越来越多，出于
保护女性生育力的需求，卵巢组织冻
存移植技术应运而生，其有效性与安
全性已经得到广泛验证。

“卵巢冻存是一个漫长过程，患者
多是儿童及成人恶性肿瘤患者，其移
植可能要等待数年时间，真正具备移

植条件、处于育龄期并备孕成功的
例子凤毛麟角。”阮祥燕说，卵巢组
织冻存相当于为患者保存卵细胞的
储备库，在保护生育力方面优于单
纯冻卵。北京妇产医院自 2012 年
建立卵巢组织冻存库至今，已为400
多名儿童及成人患者进行卵巢组织
冻存。

“卵巢组织冻存移植不仅能保存
生育力，也可助患者恢复卵巢内分泌
功能，延缓早绝经导致的多种更年期
症状。”阮祥燕说，卵巢组织冻存适用
于肿瘤、非肿瘤性疾病需要进行放化
疗或骨髓移植患者，用于生育力与卵
巢内分泌功能的保护和保存。

卵巢组织冻存移植后诞下的宝宝1岁了

本报讯 （特约记者林伟吟 通
讯员刘文琴 黄睿）近日，中山大学孙
逸仙纪念医院口腔颌面外科王友元副
教授创新性采用导航引导下颅底肿瘤
手术进行精准治疗，为患者解除病痛。

13年前，患者杨女士额头鼓起一
个花生米大小的硬包，当时不以为
然。去年，杨女士右鼻旁长出一个花
生米大小的肿块；今年4月，杨女士右
眼视物模糊，右眼球外凸。经核磁共

振及CT等检查，杨女士右侧颅底、眶
尖、眶内异常病灶被发现，且右眼球突
出7毫米。王友元初步诊断为颅底多
发肿物，病理活检报告提示血管瘤。

“肿瘤已经严重影响患者生活质
量，放任肿瘤继续生长将会造成不可
逆的后果，比如失明、颅底出血等。”王
友元决定采用全新手术导航系统辅助
手术，最大程度实现肿瘤切除并保护
神经血管。

术前，手术团队将核磁共振和CT
影像学资料导入手术导航系统，预先设
计手术入路，将肿瘤范围及周围重要血
管神经标记出来。“术中可以通过导航
笔实时验证手术刀位置，避免损伤周
围的重要神经血管。”王友元介绍。

即使是在手术导航系统引导下，
颅底肿瘤切除手术依然是高风险手
术。颅底血管神经丰富，在狭小的空
间内操作极易损伤视神经以及颅底的

重要血管。术中，王友元将导航系统
设置完毕，在系统引导下根据预先设
计好的解剖标志进行注册、定位和配
准，配准后的误差仅为0.15毫米。

在实时导航辅助下，王友元历时
近两个小时，将杨女士的眶尖及眶内
肿瘤精准且完整地切除。术后第一
天，杨女士右眼视物模糊症状好转，右
眼球外凸的症状得到明显改善，颌面
部仅有轻微肿胀。

导航系统精准定位 切除罕见颅底血管瘤

本报讯 （特约记者李哲 通讯
员贾晨航 刘晓艳）近日，天津大学机
构学与机器人系统实验室的骨科医疗
机器人团队研发设计的“下肢骨折复位
与康复一体化机器人”，在第四届中国
研究生机器人创新设计大赛中获国家
一等奖。本次大赛由教育部学位管理
与研究生教育司指导，来自174所高校
和科研院所的884支队伍参赛。

目前在临床上，下肢骨折复位与
康复存在着复位精度差，复位、康复脱
节，康复盲目化和康复周期长等问题。
针对这些问题，该团队提出利用机器人
技术实现骨折精准复位和术后量化康
复的一体化理念。他们研制出了世界
首款重量小于两公斤的可穿戴式骨折
手术与康复一体化机器人，并形成了
与之配套的骨折复位轨迹规划软件。

考虑机械刺激调控细胞组织分
化，研发团队又提出了一套骨组织生
长算法，描述宏观刺激调控微观粒子
生长的骨折二次愈合机理，并形成了
完整的力学调控模型，实现对患者术
后骨折愈合的个性化分析。利用机器
人技术贯穿骨折复位手术、术后固定
和康复锻炼的全过程，可实现骨折复
位与康复的一体化。

此外，该研究形成了一套面向骨
折手术与术后康复全周期的信息采集
监测与评价系统，可实现骨折治疗不
同阶段的运动力信息采集，并进行手
术与康复的量化评价，辅助医师规划
患者的康复治疗方案。目前，团队正
与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天津
大学天津医院等单位合作开展动物实
验和临床试验。

机器人助骨折复位与康复一体化

本报讯 （记者杨金伟）9月 26
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企业落实
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
《规定》明确，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应建
立健全食品安全管理制度，落实食品
安全责任制，依法配备与企业规模、食
品类别、风险等级、管理水平、安全状
况等相适应的食品安全总监、食品安
全员等食品安全管理人员。

《规定》要求，具有一定规模的食
品生产经营企业在配备食品安全员的
同时，应依法配备食品安全总监；要建
立企业主要负责人负总责，食品安全
总监、食品安全员分级负责的食品安

全责任体系。企业要建立基于食品安
全风险防控的动态管理机制，制定食
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建立健全日管
控、周排查、月调度工作机制；支持和
保障食品安全总监、食品安全员依法
开展食品安全管理工作。食品安全总
监、食品安全员发现有食品安全事故
潜在风险的，应当提出停止相关食品
生产经营活动等否决建议。要将主要
负责人、食品安全总监、食品安全员设
立调整及履职情况记录存档，作为监
督检查重要内容。

《规定》自 2022 年 11 月 1 日起
施行。

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应配食品安全员

大医院新闻

据新华社微特稿 乌干达卫生部
9月25日通报，该国埃博拉出血热累
计确诊病例已升至16例，另有18例
疑似病例。本轮疫情已扩散至三个地
区，均在乌干达中部。

乌干达卫生部当天在社交媒体上

说，埃博拉确诊病例中已经有4人死
亡，另有17名疑似病例死亡。

乌干达政府上周宣布，中部穆本
德区暴发埃博拉疫情。一名24岁男
性出现埃博拉感染症状后于9月 19
日死亡，其埃博拉病毒检测结果呈阳
性。这是2019年以来乌干达报告的
首例埃博拉死亡病例。

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发
表声明说，这名男子感染了相对罕见
类型的埃博拉病毒。目前没有针对这
种类型埃博拉病毒的疫苗。（李富玉）

乌干达确诊
埃博拉病例升至16例

据新华社洛杉矶 9 月 24 日电
（记者谭晶晶）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
心9月23日更新的数据显示，美国已
累计报告24846例人感染猴痘病毒病
例，病例数居全球之首。

最新数据显示，美国报告猴痘病
例数排名前三的地区分别为加利福尼

亚州、纽约州、佛罗里达州，其中加利
福尼亚州病例数达4886例。

另据《纽约时报》报道，尽管目前
美国日增猴痘病例较8月高峰时期有
所下降，但仍每天新增约200例感染
病例。美国的猴痘病例总数超过全球
病例数的三分之一。

5月18日，美国马萨诸塞州公共
卫生部门报告今年美国首例猴痘确诊
病例。此后，猴痘病毒迅速传播至全
美各地。9月12日，加利福尼亚州洛
杉矶县确认今年美国首例猴痘死亡
病例。

美国报告近2.5万例
猴痘病例

近日，安徽省池州市贵池区人民路小学，孩子们在进行轮滑训练。该小学
落实“双减”政策，积极打造丰富多彩的课后延时服务模式，开设23项个性化
课程，有效缓解了家长下班时间与孩子放学时间冲突的难题。 陈磊摄

延时服务助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