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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政培训
促就业

1 月 30 日，江西
省上高县敖阳街道
2023 年 第 一 期 育 婴
员培训班在创卫职业
培训学校开班，为 15
名有育婴培训需求的
妇女免费提供就业技
能学习机会。近年来，
该县开办育婴员、保育
员、面点师等家政技
能培训班，帮助农村
留守妇女、城镇失业
人员等提升就业技
能。图为讲师在向学
员讲解小儿推拿知识。

周亮摄

□吉训明

医学教育的创新发展需要与
时代相契合。当前，我国高等医学
教育在发展理念、人才培养模式、
课程内容、课程体系和教学方法等
方面，存在与现实发展需求脱节的
问题。以国家需求为导向，以新医
科建设为抓手，创新医学教育、提
升医学生培养质量尤为重要。

医学和医学教育发展史告诉
我们，医学的每一次革命性突破
都来自与相邻学科发展成果的交
叉结合。医学的发展，既依靠拥
有扎实医学知识和技能的人才，
也依靠有广博自然科学等相关领

域理论知识的创新型人才。
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技

术快速发展，智能手机、可穿戴设备、
虚拟现实技术、传感器、5G 技术和通
信系统等应用于医疗领域，新一代信
息技术正在深刻地改变医疗。未来，
新医科发展的主要方向之一应为医工
结合，促进医学和信息技术的深度融
合，助推临床医学向信息化、数字化、
智能化方向发展，为医学临床实践提
供更高阶的解决方案。更多的“硬科
学”（如物理和数学）方法，计算科学、
电子工程等学科知识应该更快更深地
融入医学教育。

医学教育的范畴除临床医学之
外，还包括公共卫生、药学等方面。新
医科医学教育，应体现在以临床医学

为核心的更广泛的知识体系和教育架
构方面。

在公共卫生领域，随着老龄化社
会的到来，慢性病患者大量增加，卫生
健康服务理念正在革新。公共卫生医
学教育必须进行适应性创新，强化治
未病，转变医疗服务理念，从关注“人
的病”到关注“病的人”，对患者的生
理、心理、生活方式、健康危险因素等
进行全生命周期的健康干预。

在药学领域，受深化医改、药品集
中采购等政策影响，我国医药市场正
由粗放式销售阶段转向高质量药事科
研与服务发展阶段。新时代的医药教
育需要培养既面向患者，提供以合理
用药为核心的药学服务与药物治疗管
理，又面向临床，从疾病出发从事药物

基础研究和新药研发的复合型人才。
那么，医学教育如何创新？
首先，需要明确新医科医学教育

的培养目标，即培养具有综合知识与
技能的卓越医师。其核心是医学科学
知识体系的重构，强调在卓越医师培
养体系中融入与医学相关的人文科
学、社会科学、生命科学、数据科学、工
程科学等知识。

其次，需要组建知识与技能创新
交叉（跨专业、跨学科、跨领域）的师资
团队，匹配相应教学资源，加快科研和
医疗两大支撑体系建设；设立跨界教
研课题，促进新医科科学研究和教学
研究，以研促教、以教带研，同时推动
科技应用，加强包括企业在内的各方
合作，为医学生和师资队伍提供跨界

创新应用实践项目。
最后，要在不同的教育阶段

构建一批有特色的新医科创新课
程体系，可由匹配的跨界师资队
伍分层次地完成创新课程体系设
计，并经过实践验证趋向成熟后
进行推广。

现代医学和医学教育的基础
是科学，内核是医学人文，内容是
医学专业知识与技能及临床应
用。以医学生为本，创新新医科
教育体系，组建跨界师资队伍，开
发系列课程，最终目标是培养卓
越医学人才，为健康中国建设、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坚实的
医学力量。
（作者系首都医科大学副校长）

以新医科带动医学教育体系创新

医学教育一席谈

本报讯 （特约记者孙国根）1月
27日，国际医学期刊《柳叶刀· 区域
健康（西太平洋）》在线发表研究论文，
首次向世界详细报告上海市新生儿先
心病筛查项目实施进展和成果，为新
生儿先心病筛查工作提供循证数据和
中国经验。

该研究使用的是上海市2017—

2021年的真实数据，由复旦大学附属
儿科医院黄国英临床研究团队，携手
上海市妇幼保健中心彭咏梅临床研究
团队完成。

黄国英介绍，先天性心脏病是最
常见的出生缺陷，在我国活产新生
儿中的发病率为 8.98‰，是婴幼儿
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早发现、早

诊断、早治疗可有效减少并发症的
发生风险，降低患者家庭和社会经
济负担。

为此，黄国英临床研究团队开展
前瞻性、多中心研究，创建准确、简便、
无创伤、低成本的“新生儿先心病双指
标筛查方案”，即联合应用经皮脉氧和
心脏杂音两项指标，在新生儿早期（出

生后6～72小时）筛查急需干预的危
重症先心病。

该团队同时建立筛查—干预体
系，实现了对威胁生命的先心病的早
发现、早诊断、早治疗。研究成果先
后转化为上海市和国家公共卫生政
策，使先心病纳入我国新生儿筛查疾
病谱。

在此基础上，黄国英、彭咏梅临
床 研 究 团 队 首 次 向 世 界 报 告 ，
2017—2021年，上海市有801831名
新生儿接受先天性心脏病筛查，筛查
率高达99.48%；3541人确诊有先天
性心脏病，其中752名危重症先心病
患儿及时接受手术或介入治疗，成功
率达95%。由于危重症先心病得到
早期治疗，上海市5岁以下儿童先心
病死因占比从筛查前的25.93%下降
至16.61%；婴儿死亡率从4.58‰下降
至2.30‰。

这表明，开展新生儿先心病筛查
工作可改善婴儿健康，是一项成功的
公共卫生政策。

该研究在开展普筛的临床实
践中也进一步证明了新生儿先心
病双指标筛查方案的准确性和可
靠性。

一项研究显示——

新生儿先心病筛查双指标方案可靠

据新华社日内瓦 1 月 30 日电
（记者刘曲）世界卫生组织1月30日
发表声明说，尽管新冠大流行可能正
接近转折点，但目前仍构成“国际关注
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世卫组织紧急委员会于 1月 27
日召开了新冠疫情例行季度评估会
议。世卫组织在声明中说，委员会已
向总干事就当前疫情形势及未来防控
提出一系列建议，总干事采纳建议并

于当天宣布，新冠疫情仍构成“国际关
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这是世卫
组织依照《国际卫生条例》所能发布的
最高级别预警。

委员会成员对新冠带来的持续风

险表示关切，因为与其他呼吸道传
染病相比，新冠导致的死亡人数仍
然很高，且中低收入国家以及全球
高风险群体的疫苗覆盖率仍显不
足，在是否会出现新变种病毒方面

仍有不确定性。
委员会表示，新冠大流行可能

正接近转折点，但新冠仍是一种危
险的传染病，能对人类健康和各国卫
生系统造成重大损害。尽管感染新
冠或接种疫苗可能有助于在全球范
围内实现更高的群体免疫水平并限
制发病率和死亡率带来的影响，但
在可预见的未来，新冠病毒仍将是
一种在人类和动物中长久存在的病
原体。

委员会呼吁，应采取长期公共
卫生行动，优先降低新冠发病率和死
亡率。

世卫组织——

新冠疫情仍是“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杨舒怡

澳大利亚矿业巨头力拓集团1月
30日为丢失一枚具有潜在致命风险
的微型放射性胶囊容器道歉。相关搜
寻工作仍在继续，但专家表示搜寻难
度非常大，无异于“大海捞针”。

力拓集团铁矿部门负责人西蒙·
特罗特在一份声明里说：“我们认识到

这件事显然令人非常担心，我们为给
西澳大利亚州民众带来（辐射）警报感
到抱歉。”力拓集团已经启动调查，试
图弄清整件事的来龙去脉。

这枚放射性胶囊容器是一个用于
检测铁矿石密度的仪器的组件之一。
胶囊容器直径6毫米、高8毫米，内含
放射性物质铯137，人若站在旁边一
小时，相当于接受10次X射线检查。

力拓集团披露，胶囊容器包装和

运输均外包给一家专业处理放射性材
料的公司。卡车1月12日从纽曼镇附
近矿场运走胶囊容器，1月16日驶抵
西澳州首府珀斯市郊仓库。然而，1月
25日开箱检查才发现胶囊容器失踪，
西澳州政府在两天后才公布此事。

初步推断，由于卡车行驶途中震
动，相关仪器的螺栓和螺丝钉松动，胶
囊容器先是从仪器脱落，继而从车厢
缝隙掉落到车外。卡车行驶路线长达

1400公里，紧急情况应对人员用放射
探测设备沿路搜寻。截至1月30日，
仍未找到胶囊容器。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核物理专家安
德鲁·斯塔贝里说，搜寻难度相当于大
海捞针，但是仍然不能放弃希望，“如
果目标物正好掉在路中央，那搜寻人
员就幸运了……只要靠近，（探测仪）
就会发现”。

悉尼大学医学造影专家戴尔·贝

利说，由于胶囊容器放射性相对于探
测仪器而言仍然较小，因此要想找到
胶囊容器，“沿路扫描的速度就必须非
常慢”。

一些人担心，这枚胶囊容器可能
嵌入其他车辆轮胎。另一些人担心，
可能有居民捡到胶囊容器，“不知道是
什么，觉得有趣就留着了”。

西澳州首席卫生官安德鲁·罗伯
逊提醒公众对胶囊容器保持至少5米
距离，一旦触碰可能灼伤皮肤、损害免
疫和消化系统，长期暴露在其辐射范
围内则可能诱发癌症。

斯塔贝里说：“据我了解，如果你
开车经过胶囊容器，风险相当于做了
一次X射线检查。但如果你在它旁
边站着，或者动手拿它，那么情况就可
能非常危险了。”

（新华社专特稿）

澳大利亚——

“大海捞针”搜寻放射性胶囊容器

新技术可手术中
照亮患者神经系统

据 新 华 社 北 京 1 月 31 日 电
25%的头颈手术最终会对患者的面神
经造成损伤。当谈论前列腺手术时，
这个数字会变得更糟：神经损伤发生
在多达80%的病例中，结果是给患者
造成失禁。

阿卢梅生物科技公司致力于消除
高风险手术中的最大障碍之一：神经
系统给手术带来的困难。

负责开发这项技术的是加州大学
圣迭戈分校的研究人员。他们一起研
发了一种化合物，该化合物可以在手
术过程中照亮患者的神经系统。

该化合物目前正处于在患者体内
进行测试的后期阶段，并已经被命名
为肽染料偶联物ALM-488。这种化
合物由多种氨基酸结合而成，在手术
开始一小时前通过某种途径被引入患
者体内。

ALM-488是一种可见光谱荧光
肽染料偶联物，能黏附在神经的细胞外
基质上，从而产生在手术过程中对神经
系统进行实时照明的效果。这有助于
手术团队避免损伤患者的各种神经。

阿卢梅生物科技公司在ALM-
488开发上取得的进展引发了关注。
这家初创公司于去年8月开始了相关
项目的第三阶段临床试验。

婴幼儿时期
过多使用电子产品
或影响今后成绩

据新华社微特稿 研究人员发
现，婴幼儿时期过多使用电子产品会
影响孩子的注意力培养和执行功能发
育，从而影响他们未来的学习成绩。

相关研究报告发表于1月30日出
版的《美国医学会杂志·小儿科》月刊。

美国哈佛大学儿童发展中心研究
人员利用新加坡一项长期儿童成长追
踪研究的数据，分析了其中437个孩
子的大脑发育状况与使用电子产品时
长的关系。这些孩子随访时的平均年
龄为8.84岁，他们分别在12个月和9
岁完成了神经发育检查，并在18个月
大时接受过脑电波检查。他们的电子
产品使用状况由家长自行报告，12个
月大时平均每天使用电子产品时间为
2.01小时。

研究人员发现，12个月大时使用
电子产品的时长对9岁时注意力和执
行功能的多个测量指标有影响。美国
有线电视新闻网1月30日引述相关
研究结论报道，婴儿时期使用电子产
品的时间越长，与9岁时执行功能发
育越差存在关联。

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精
神病学和行为科学助理教授埃丽卡·
基亚皮尼说，执行功能会影响人在社
会、学术以及职业方面的成就。基亚
皮尼建议，家长要更多与孩子面对面
交流，帮助他们更好地成长、学习情绪
管理，而不是把他们扔给“电子保姆”。

美国儿科学会先前建议，不要给
18个月以下婴幼儿使用任何电子产
品，但用于视频聊天的产品除外。

（荆晶）

同时封堵主动
脉瓣瓣周漏和室间
隔缺损残余漏

一创新性“补心术”
获国际认可

本报讯 （记者李季 通讯员邢
永田）近日，《欧洲心脏杂志》刊登了
阜外华中心血管病医院医生的一项
新成果。该院专家首创的经皮封堵
主动脉瓣瓣周漏和室间隔缺损残余
漏获得肯定。

一名42岁患者自幼就被查出患
有先天性心脏病，先后做过大室缺修
补术、主动脉瓣机械瓣置换等手术。
1年前，该患者出现活动性胸闷，被
查出几年前修补后的室缺也出现严
重渗漏，且位置紧邻主动脉瓣，心脏
置入的主动脉瓣机械瓣也疑似出现
严重渗漏。

随着时间推移，该患者的病情每
况愈下，胸闷气喘症状越来越重，已
经出现较严重心衰，药物已无法控
制，必须尽快手术。该患者到阜外华
中心血管病医院结构性心脏病二病
区就诊。

一般患者都是通过主动脉瓣建
立轨道，进行封堵室缺手术。但该患
者主动脉瓣已经更换成了机械瓣，且
为单瓣，如果强行通过，患者循环无
法维持，随时会心脏骤停，只能另辟
蹊径。

一个大胆的想法在该病区医生
韩宇脑海里闪现：“能不能通过瓣周
漏建立轨道，先完成室缺残余漏的
封堵，然后完成瓣周漏的封堵？”在
世界范围内，还从来没有过这样的
尝试。

据介绍，室缺残余漏形态多为
不规则，大小不易判断，且该患者的
室缺残余漏紧邻主动脉瓣机械瓣，
即使封堵成功，一旦影响主动脉机
械瓣，也随时会出现心脏骤停，想
顺利完成这样的开创性手术并非
易事。

韩宇利用3D打印技术和计算机
模拟技术，经过反复推演和模拟，为该
患者量身打造了手术方案。在手术过
程中，新技术的优势显露无遗。经右
侧股动静脉穿刺，“借道”瓣周漏，完成
室缺残余漏的封堵，然后又完成机械
瓣瓣周漏的封堵。

术后，患者胸闷气短症状明显减
轻，心功能得到明显改善，几天后康复
出院。

随后，施术医生详细总结手术经
验，并通过撰写论文的方式，把领先技
术传递给国内外的专家。《欧洲心脏杂
志》收到稿件后，随即将这项创新技术
的论文全文刊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