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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特约记者孙国根）一项
基于生前生物标志物和死后“脑病理”
的大型队列研究，揭示了不同临床阶
段血液、脑脊液和分子影像生物标志
物对预测阿尔茨海默病（AD）的临床
价值。其中，分子影像β淀粉样蛋白
和脑脊液生物标志物，在临床各个阶
段的预测准确性都很高。这一研究为
不同临床阶段诊断AD提供了可靠的
方案。

该研究由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神经内科郁金泰教授临床研究团队联
合青岛市立医院谭兰教授临床研究团

队开展。相关论文近日发表在国际阿
尔茨海默病协会官方杂志《阿尔茨海
默病与痴呆》上。

郁金泰介绍，AD是最常见的痴
呆症，目前临床诊断仍十分困难，特别
是在临床早期阶段。AD的主要病理
特征是β淀粉样沉积和磷酸化tau蛋
白聚集。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目
前可用于AD诊断的生物标志物越来
越多。但是，对这些生物标志物诊断
准确性的研究，大部分是基于正电子
发射断层扫描分子影像和脑脊液中β
淀粉样病理或者临床症状。AD的临

床症状和病理并不一致，因为AD的
病理在痴呆症状开始前10～20年就
已经出现，并且随着疾病进程不断变
化。因此，这些生物标志物在不同临
床阶段中的预测性能可能不同。

AD诊断的金标准是基于“脑病
理”的β淀粉样和tau蛋白沉积。为研
究目前常用的血浆、脑脊液和分子影
像生物标志物在不同的临床阶段预测
尸检病理的准确性，研究团队利用阿
尔茨海默病神经影像学计划队列，纳
入100名平均死亡年龄在82.6岁的受
试者。这些受试者具有3种类型的生

物标志物，且他们生前已被评估了临
床诊断。研究团队使用生前临床诊断
和死后病理诊断，构建AD病理谱系，
探讨这3类标志物在AD谱系变化的
情况，并深入研究这些生物标志物预
测尸检AD病理的准确性。此外，研究
还评估了生物标志物与尸检AD病理
的风险之间的关系。

研究有三大发现：一是β淀粉样-
PET分子影像生物标志物水平随着
AD尸检病理的变化而变化，且不论
是在临床前期，还是在临床后期，预测
尸检AD病理的准确性都很高。另

外，β淀粉样-PET水平的升高显著增
加AD病理风险。二是脑脊液生物标
志物水平也随着AD尸检病理的进展
而变化。脑脊液生物标志物在临床前
期和后期预测尸检AD病理的准确
性，都仅次于分子影像生物标志物。
三是血浆生物标志物作为目前最吸引
人的生物标志物，只在临床后期表现
出较高的诊断性能。

“这些结果提示，血浆、脑脊液和分
子影像生物标志物均可用来精准诊断
AD，但在不同临床阶段预测AD病理
的能力有显著不同。”郁金泰总结说。

阿尔茨海默病诊断研究有新进展
血浆、脑脊液和分子影像生物标志物在不同临床阶段中的预测性能显著不同

本报讯 （记者崔芳）3月22日，
中国中医药高质量发展大会在广东省
深圳市召开。会上发布的全国中医药
行业蓝皮书——《中医药行业发展蓝
皮书（2022年）》指出，中药产业从中
药材种植到中药饮片、中药配方颗粒
产销以及中药创新药研发等方面呈现
全面稳步增长趋势。

《蓝皮书》包括总报告、政策环境
篇、中医医疗篇、中医药人力资源与教
育篇、中医药科技创新篇、中药产业

篇、中医药健康产业篇等12个板块共
计40篇报告。

在中药产业方面，《蓝皮书》显示：
在中药材种植和加工环节，目前我国
的中药材种植面积和产量均居世界首
位；有50余种濒危野生中药材实现了
种植养殖或替代，常用600种中药材
中的200余种实现了规模化种养；国
内中药材产量保持平稳增长趋势，
2021年全国中药材产量约为487.50
万吨；国内中药材市场成交额由2016

年的 1228.99 亿元增长至 2020年的
1664.83亿元；2022年前三季度，我国
出口中药材及饮片18.65万吨，出口
额为10.36亿美元，同比增长7.87%。

在中药工业领域，2021年，中药
工业总营收达到6919亿元，同比增长
12.39%；利润总额达1004.5亿元，同
比增长37.02%，其中，中成药利润额
同比增长23.28%，中药饮片全年营收
达到 2057 亿元，利润额同比增长
106.89%。数据还显示，我国中药配

方颗粒市场规模从2016年的356.92
亿元增至2021年的612.14亿元。

《蓝皮书》指出，近年来，中药新
药研发有较大进展，2021年我国中
药新药获批数量达12个，超过过去4
年的总和。《蓝皮书》同时指出，中药
企业仍存在科技投入不足、创新研发
不够的问题。66家境内中药上市企
业全年研发费用低于营收与利润增
长速度，也低于国内生物制品和化学
药行业。

《中医药行业发展蓝皮书（2022年）》显示——

中药全产业链呈稳步增长趋势

厦门大学附一院
成立细胞治疗研究中心

本报讯 （特约记者陈静 通讯
员李欣）为促进细胞治疗研究，助推福
建省细胞治疗产业高质量发展，厦门
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近日成立厦门市细
胞治疗研究中心。

据介绍，厦门市细胞治疗研究中
心一期工程建设面积为1000多平方
米，已建立全流程质量管理体系、放行
检验质控平台、细胞资源存储库等。
中心将联合厦门各级医院、高校、科研
机构、企业，在细胞治疗领域建立“产、
学、研、医”合作平台，通过集成攻关，
实现在肿瘤、免疫性疾病、神经系统疾
病、慢性病、罕见病等领域的技术突
破；同时，探索细胞治疗领域的关键共
性科学问题，培养细胞治疗方向的专
业人才，提高细胞治疗临床研究水平，
打造集细胞治疗基础研究、临床研究
及转化应用于一体的区域性细胞治疗
研究中心。

国家癌症中心
外科手术展示周开启

本报讯 （通讯员王昕霞 特约
记者刘翔）3月20日，2022国家癌症
中心外科手术展示周活动拉开帷幕。
该活动是第十届国家癌症中心学术年
会的重要组成部分，由国家癌症中心、
山西省卫生健康委、北京肿瘤学会主
办，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中国医
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山西医院承办。

据悉，3月20日至23日，中国医
学科学院肿瘤医院、中国医学科学院
肿瘤医院深圳医院、中国医学科学院
肿瘤医院山西医院、中国医学科学院
肿瘤医院河北医院（廊坊院区）联动，
将通过直播展示多场手术。

宁夏医大总医院
医学科学研究院揭牌

本报讯 （通讯员张玉婷 记者
张晓东 特约记者孙艳芳 魏剑）近
日，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医学科学研
究院揭牌成立，总医院医学科学研究
院学术委员会成员及首批学术带头人
名单同时公布。

据了解，新成立的医学科学研究
院将整合总医院原有的科研平台，围
绕项目，突出重点，实现科技创新体
系的优化；聚焦学科前沿，整合、吸引
和凝聚一批高层次、高水平的领军人
才，搭建医学和相关研究领域交叉创
新研究与转化平台，更好地服务百姓
健康。

医院动态

以色列研发出
针对致命细菌的
mRNA疫苗

据新华社耶路撒冷3月 20日电
（记者王卓伦 吕迎旭）mRNA（信使
核糖核酸）疫苗大多针对病毒而不是
细菌。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日前发表
声明说，该校人员参与的研究团队成
功研发出一款针对鼠疫耶尔森菌的
mRNA疫苗，该技术或将有助于解决
耐抗生素细菌的问题。

声明说，研究在动物模型中进行，
所有接种这种mRNA疫苗的动物都
完全实现了免受鼠疫耶尔森菌的侵
害。这一新技术可快速开发出有效针
对细菌的疫苗，以对抗由耐抗生素细
菌引发的流行性疾病。相关论文已发
表在美国《科学进展》杂志上。

声明说，目前的mRNA疫苗——
包括部分新冠疫苗，能有效预防病毒
感染，但对细菌无效。病毒依赖宿主
细胞繁殖，将自己的mRNA分子插入
人体细胞，并以人体细胞为工厂，基于
自己的遗传物质生产病毒蛋白，实现
自我复制。mRNA疫苗就模拟了这
一过程，科学家在实验室合成出同样
的mRNA分子，将其包裹在脂质纳米
颗粒中。接种疫苗后，脂质会黏附于
人体细胞，细胞开始生产病毒蛋白质，
免疫系统提前熟悉了这些蛋白质后，
未来接触到真的病毒就可以发挥保护
作用。

细菌的情况则完全不同：它们无
需依赖人体细胞制造自身蛋白质。而
且，由于人类和细菌的进化完全不同，
即使基于相同的基因序列，细菌制造
的蛋白质也可能与人类细胞的蛋白质
有所差异。“研究人员曾尝试在人体细
胞中合成细菌蛋白质，但接触这些蛋
白质后人体内抗体水平偏低，并且普
遍缺乏保护性免疫作用。”声明援引领
衔这项研究的特拉维夫大学博士埃
多·科恩的话说。

为解决这一问题，研究人员成功
开发出分泌细菌蛋白质的方法，使得
免疫系统识别出了疫苗中可引发免疫
反应的细菌蛋白质，并提高了细菌蛋
白质的稳定性，确保其不会在体内过
快分解，从而获得了完全的免疫反应。

声明说，由于过去几十年人类过
度使用抗生素，许多细菌已产生对抗
生素的耐药性。耐抗生素细菌已对
人类健康构成一定威胁，开发出一种
新型疫苗或将为这一全球性问题提
供答案。

（上接第1版）
“以往都是按照自己的标准做，并

不知道标准是否符合要求，心里没
底。现在在服务团队的指导下，终于
可以安心搞生产了。”刘维说。

“企业缺乏专业的技术人员抓职
业防护，职防机构在进入企业过程中
存在障碍，因此我们提出职业健康管
家的概念，指导企业系统性地做好职
业健康相关工作。”重庆市职业病防治
院院长刘永生说，这样做，目的是让职
业健康理念走进企业，走进职业人群，
走进职工心里。

刘永生介绍，目前企业职业健康
管家服务团队一般包括1名具有职业
病诊断资质的医生，1名具有资质的
检测人员，1名职业卫生评价人员，1
名营养师提供营养指导，1名企业或
是辖区内职业健康管理人员。该项服
务协议一年一签，团队一年提供4~5
次上门服务。

从重监督到重服务

“监督是手段，不是目的。”重庆市
卫生健康委职业健康处处长胡彬说，
长期以来，在职业病防治方面，政府多
重在监督，现在要转变思路，秉持为企
业服务的理念，为员工提供全流程、系

统化的健康服务，推动职业病防治关
口前移，逐步形成“精细化服务+强有
力监管”双轮驱动的新模式。

但一种新理念的贯彻与践行从来
都不是一蹴而就的。

“面粉都能吃，还需要防护？”“是
不是又来收钱的？”“我们很忙的。”本
是为职业健康防护意识和能力比较薄
弱的中小微企业推出的服务项目，在
一开始时却面临着服务对象的不解和
强烈的戒备。服务团队只能先转向更
加配合的大型企业。彭中全则从“熟
人”重点推动，选取以往在重庆市职业
病防治院进行过职工健康体检、职业
病危害因素检测的企业。与此同时，
他在各种培训中积极宣传职业健康管
家服务的理念。

从逐步增加的签约数量可以看
出，中小微企业的职业健康意识在不
断提升。目前，重庆市职业病防治院
共签约10家企业，其中有6家是中小
微企业。“今年，我们要求各个区县至
少要服务3家中小微企业，如果完成
既定目标，预计至少有120家中小微
企业能得到帮扶。”胡彬谈起计划信心
满满。

在胡彬看来，企业职业健康管家
服务是为企业员工配上了“家庭医
生”。“我们通过分析企业职业健康体
检结果，发现职业人群中除了职业病，
高血压、糖尿病等慢病患病率明显升
高。”胡彬说，服务团队把“三减三健”

（减盐、减油、减糖，健康口腔、健康体
重、健康骨骼）健康理念带进企业，让
职业人群的高血压、糖尿病得到更科
学的管理。有的企业还在服务团队的
帮助下，建立起了健康小屋。

企业职业健康意识增强的背后，
是重庆市职业健康服务供给能力的提
高。“在这项服务的带动下，我们加强
针对职业病诊断、职业病危害因素检
测、职业卫生评价的三类人群的培训，
越来越多的基层医院也能承担相关工
作。”胡彬说，2023年预计要培训200
名职业病诊断医师。

“以前要开车拉着员工跑到十几
公里外的大医院做健康体检，现在到
厂子附近的乡镇卫生院就可以做，真
是方便不少！”重庆市巴南区一家建在
山上的企业的负责人向胡彬分享了自
己的喜悦。

从重点人群到全职业人群

企业职业健康管家服务的种子正
在生根发芽，上海、武汉、深圳等城市
也在以各自的形式积极为职业人群提
供贴近式服务。重庆市的探索也在朝
着更广阔的服务人群、更标准化的服
务模式不断迈进。

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重庆市共
组建 56个职业健康管家服务团队，

签约 107 家企业，主要集中在机械
制造、化工、制药、建材、采矿及食品
行业。

“所有企业签约后没有被处罚的
情况，基本都续签了服务协议。”胡彬
表示，这说明其服务有成效且逐渐被
企业认可，但也要看到现有的不足。
接下来，还要仔细梳理过往服务情况，
制订相关标准，比如明确服务流程、服
务团队构成、服务清单、服务频次等细
节，最终使每个团队的服务达到同质
化水平。

“好多人打电话找我咨询。”彭中
全接到的电话明显增多了。在参与到
企业职业健康管家服务的队伍中后，
他将1/4的时间投入其中。目前，所
有团队成员都是兼职工作。“很多企业
担心，免费的项目坚持不久。”胡彬表
示，自己也在寻求可持续的办法，“下
一步，要充分调研企业意愿和制订市
场化收费机制，争取更多政府项目支
持，更好地调动参与者的积极性，让项
目能长久进行下去，服务更多企业。”

据了解，目前全国接触职业病有
害因素的劳动者约有2亿人，而劳动
人群却有8亿多人。近年来，我国职
业健康工作重点从以职业病防治为中
心向以职业健康为中心转变，从以接
害职业人群为中心向以全职业人群为
中心转变。

重庆市企业职业健康管家服务
开展的初衷和未来的发展方向均明
确。“骨骼肌肉疾病等新发的工作相
关疾病近年来呈现上升趋势，值得更
加关注。随着这个项目更加成熟，我
们要将服务范围拓展到更多企业和
岗位，真正地覆盖到全职业人群。”胡
彬说。

（上接第1版）
在做完胸部CT、核酸检测等检查

后，侯艺鑫推开了应急区办公室的门，
看到中西医结合中心二科另外9位医
生的9个行李箱齐刷刷码成一排，所
有医生全部就位。他们当中，有的爱
人也在抗疫一线，有的家中有高龄父
母，有的孩子刚满一周岁……

2022年，北京地坛医院成为北京
市收治危重症、孕产妇、儿童等特殊
新冠患者的主战场。应急一区至八
区全部收满，在住院部开区收治新患
者。去年4月28日，刚结束北京冬奥
会医疗保障任务的侯艺鑫接到抗疫
任务后立刻抵达一线。当时，住院部
西南区共有 4层，每层能容纳约 30
名患者。侯艺鑫和9位“战友”一起，
从共同负责一层到分组负责整栋楼
仅用了4天。

在应急六区，更紧张的生死时速
时刻在上演。去年12月初，一名体重
190多公斤的新冠患者被收住院。患
者呼吸衰竭、意识丧失、身体发紫，危
急关头，重症医学科副主任蒲琳立即
对其行气管切开术、上呼吸机、上体外
膜肺氧合机……经过30多天的奋力
抢救，患者最终康复。

蒲琳说，这只是重症医学科收治
的众多危重症患者之一。2020年上
半年，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全科50
多名医护人员扛住了北京市2/3以上
危重症患者救治的重担，重症患者救
治成功率超过90%。蒲琳说：“看到
每一名患者转危为安，我们更有动力
坚持下去的最大动力。”

北京地坛医院有一支能打胜仗的
娘子军。这支娘子军有医技人员、医
疗管理者、科研工作者，也有行政人
员、后勤职工。抗疫3年，她们与时间
赛跑、与病毒较量，刚柔并济、战果累
累。“‘全国三八红旗集体’这一光荣
称号，是对医院全体女职工的认可和
鼓励。作为护理人，我们感到无上光
荣，同时深感责任之重。”北京地坛医
院护理部主任张志云说。

“未来，‘巾帼红’的声音将更加响
亮。”北京地坛医院党委书记陈航表
示，希望医院全体女职工坚定理想信
念、发扬优良传统，真抓实干、奋进有
为，为医院高质量发展贡献巾帼力量，
在创造新业绩中展现巾帼担当。

“健康管家”为职工全程护航

最美不过
“巾帼红”

华西第四医院
提供医防融合咨询

本报讯 （特约记者喻文苏 通
讯员杨帆）近日，四川大学华西第四医
院健康管理中心开通“医防融合健康
咨询”服务，来自该院的10位专家面
对面为群众提供健康咨询服务。

据悉，该院“医防融合健康咨询”
服务主要面向有预防诉求的健康人
群、康复人群、慢性病人群等，咨询范
围包括体检报告解读、肥胖防控、健康
饮食、慢性病患者营养指导、中老年女
性健康促进、健康居家环境建议等。
公众关注“华西第四医院”微信服务
号，或下载“华医通”App，就可以在挂
号页面预约“医防融合健康咨询”服
务。“医防融合健康咨询”服务仅限于
咨询，不开检查单，不开药物。

东北国际口腔
器材展览会开幕

3 月 22 日，第二
十四届中国东北国际
口腔器材展览会暨学
术交流会在辽宁省沈
阳新世界博览馆开
幕 。 展 览 面 积 达
24000平方米，参展企
业有 512 家，创历届
展览之最。图为参展
人员在展会体验口腔
显微镜。

刘宝成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