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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瞬间
医学的

医院动态

□新华社记者 李恒

青少年抑郁症轻则会对青少年的
学业、生活质量和人际交往造成阻碍，
重则会影响其身体健康。近年来，青
少年抑郁症问题逐渐进入大众视野，
如何呵护好孩子心理健康，成为一道
重要的民生课题。专家提示，加强青
少年抑郁症防治，早发现、早干预、早
治疗尤为重要。

《2022年国民抑郁症蓝皮书》指
出，18岁以下的抑郁症患者占总人
数的 30%；50%的抑郁症患者为在
校学生。青少年抑郁症患病率已达
15%至 20%，接近成年人。有研究
认为，成年期抑郁症在青少年时期已
发病。

发布《探索抑郁症防治特色服务
工作方案》，将青少年列入抑郁症防治
的头号重点人群予以关注和干预；将
抑郁症筛查纳入学生健康体检内容，

建立学生心理健康档案，评估学生心
理健康状况……针对青少年心理健康
问题，我国正在采取一系列措施，推动
抑郁症防治关口前移，不断推进青少
年抑郁症早发现、早干预、早治疗。

国家健康科普专家库专家、北京
师范大学心理学部党委书记乔志宏介
绍，抑郁症是人类大脑器官疾病。青
少年抑郁症的发生有生理、心理和社
会等方面的原因。大脑内部生物构
造、遗传基因、大脑活动等是导致抑郁
症产生的生理因素；游戏文化、减肥文
化、唯分数教育观等会给青少年造成
心理负担和精神负担；家庭结构的改
变也会给青少年的心理健康造成一定
负面影响，缺少父母关爱的青少年患
抑郁症的风险更大。

青少年处于心理发展的关键时
期，如何识别青少年抑郁症的早期征
兆和危险信号？专家介绍，情绪方面，
青少年可能出现易怒、暴躁、爱发脾气
的情绪症状或者出现情绪极其低落、

没有愉悦情绪体验等现象；认知方面，
对自我的评价、对他人和社会的看法
极其负面；行为方面，退缩到最基本的
生存状态，对周遭的一切不感兴趣；生
理方面，存在明显的失眠或早醒、暴饮
暴食或吃得极少等问题。青少年至少
两周很少露出笑容、情绪消沉或者易
发脾气，家长就要给予关注了。

青少年出现抑郁症倾向该怎么
办？乔志宏认为，抑郁情绪是每个人
都会经历的正常反应。考试成绩不理
想、家人生病、挨批评等导致的情绪低
落是正常的。但低落情绪长时间持续
就会变成一种症状，它伴随着认知的
改变。这时就需要通过医院专业的诊
断来判断是否达到了抑郁症的标准。

乔志宏建议，家长要帮助孩子树
立自信心，关注孩子的感受；孩子可寻
求学校心理健康教育教师、心理咨询
师的指导；学校的心理健康教育教师
要帮助青少年掌握维护自己心理健康
的方法和技能，其他任课老师也应积

极协调与帮助。
“很多家长对抑郁症的态度不正

确，容易忽略孩子的想法和感受，认
为孩子出现问题是因为受到的挫折
太少，其实不然。过去遭受的磨难，
有时会变成精神财富，有时也会变成
精神包袱。”乔志宏说，当孩子遭遇挫
折后，家长要给予强大的支持，构建
积极的亲子关系，帮助孩子意识到挫
折并不代表彻底失败，在过程中是能
够有所收获和成长的，切忌放任孩子
不管。

如何帮助青少年更好地缓解抑郁
情绪？专家介绍，如果是已经明确诊
断抑郁症，并在康复过程中持续进行
药物治疗的青少年，不要自行停药或
减药。一旦发现不适，应及时寻求医
生帮助。日常生活中，要保持放松愉
悦的积极情绪。建议青少年与家人、
朋友保持联系，建立良好的人际关
系。家长可以在青少年在意的方面给
予鼓励，帮助其树立自信心。

警惕青少年抑郁症

据新华社华盛顿7月4日电 美
国气象机构 4日公布的初步测量结
果显示，7月 3日是全球有记录以来
平均气温最高的一天，首次超过 17
摄氏度。

根据隶属于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
管理局的国家环境预报中心自1979
年有记录以来的数据，7月3日全球地
球表面上方1.5至 2米高度测量的平
均气温为17.01摄氏度，这一数据超
过了去年7月24日创下的16.92摄氏
度的最高纪录。但这项新纪录尚未得

到其他测量结果的证实。
该中心数据还显示，在1979年至

2000年，7月初地表上方1.5至2米高
度的平均气温为16.2摄氏度。

随着北半球进入夏季，全球平均
气温在7月底或8月初通常会持续上
升，7月 3日的新纪录可能会很快被
打破。

今年6月 8日，美国国家海洋和
大气管理局已宣布出现厄尔尼诺现
象，并指出它“可能会在某些地区创造
新的温度纪录”。

美气象机构

7月3日全球平均气温创纪录

据新华社日内瓦7月5日电 世
界气象组织4日宣布，热带太平洋七
年来首次形成厄尔尼诺条件，这可能
导致全球气温飙升、破坏性天气和气
候模式的出现。

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彼得里·塔
拉斯在新闻稿中说，厄尔尼诺的出现
将大大增加打破气温纪录的可能性，
在世界许多地方和海洋中也可能会引
发极端高温。世界气象组织宣布厄尔
尼诺出现，目的是动员各国做好预警，
提前应对，以减轻其对人类健康、生态
系统和经济的影响。

上月8日，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
管理局发布警报说，厄尔尼诺现象已
经出现，预计持续到冬季，可能会发展
为中度厄尔尼诺现象或强厄尔尼诺现
象。世界气象组织发布的更新说，结
合世界多地的模型预测和专家评估意
见，2023年7月到9月出现厄尔尼诺

事件并持续到年底的可能性为90%，
且“至少为中等强度”。

世界气象组织今年5月发布的一
份报告预测，受温室气体排放和厄尔
尼诺现象影响，2023至 2027年这五
年内至少有一年会打破2016年创下
的高温纪录，这一概率达到98%。

按世界气象组织说法，厄尔尼诺
现象对全球气温的影响通常在它出现
后一年内显现出来，因此本次厄尔尼
诺现象对气温的影响可能在2024年
最明显。

厄尔尼诺是一种自然发生的气候
模式，一般每2至7年发生一次，通常
持续9至12个月。它与热带太平洋
中部和东部的海洋表面温度变暖有
关，影响太平洋周边地区的洋流和气
流，进而给各地天气带来变化，通常干
旱少雨的地区可能发生洪涝，而某些
多雨的地区可能出现干旱。

世界气象组织

热带太平洋形成厄尔尼诺条件

□本报记者 李季
特约记者 万磊

日前，在阜外华中心血管病医院
儿童心脏中心一病区，住在同一间病
房的2名“完全性大动脉转位”先心病
患儿顺利康复。

其中一名患儿叫睿睿。睿睿妈
妈在怀孕 25周的时候，被超声检查
出胎儿患有严重先心病。阜外华中
心血管病医院儿童心脏中心梁维杰
副主任医师经全面检查，发现胎儿患
有完全性大动脉转位，出生后就需要
立即手术。

梁维杰联合河南省人民医院产科
专家会诊，制定了剖宫产手术时间和
方案。虽然剖宫产手术很成功，但胎
儿已经表现出严重的缺氧症状，面部
和全身青紫，血氧饱和度很低，随时都
有生命危险。

正常情况下，主动脉连结的是左
心室，而肺动脉连结的是右心室，在大
动脉转位后，左心室与肺动脉相连而
承担肺循环，右心室与主动脉相连而
承担体循环。大动脉调转手术就是来

个“乾坤大挪移”，使主动脉和左心室
连结，肺动脉和右心室连结。

患儿冠状动脉最粗的地方直径不
超过0.5毫米，血管壁比纸还要薄，且
和心脏主动脉瓣的间隙不到1毫米。
因此，哪怕手术中一个小失误，都会给
心脏带来永久性和不可逆的损伤。

梁维杰等精准操作，把患儿冠状
动脉从主动脉根部剥离出来，然后连
接到肺动脉合适的部位……从切开皮
肤到缝合皮肤，仅用2个多小时，就成
功完成了手术。

这边手术刚做完，梁维杰又接着
为刚出生1天的完全性大动脉转位患
儿晨晨成功实施大动脉调转手术。

术后，经过医护人员的精心呵
护，睿睿和晨晨恢复很快，呼吸不再
窘迫，嘴唇恢复红润，各项生命体征
恢复正常。

梁维杰提醒，先心病三级防治，重
在“早期发现，早期诊断，早期治疗”。
这类完全性大动脉转位一般在宝宝出
生后两个星期之内就要进行心脏手
术，否则会出现血氧交换不足、心室退
化等情况，患儿很可能发生突然死亡
或者失去手术机会。

一天两次“乾坤大挪移”

中大医院
启动“旗舰医院”建设

本报讯 （特约记者程守勤 刘
敏 通讯员王倩）近日，东南大学附属
中大医院启动首届中医药传统文化宣
传月活动，该院承建的国家中西医协同

“旗舰医院”建设试点项目同步启动。
中大医院副院长、重症医学专家

黄英姿教授介绍，该院整合中医优势
资源，将中医内科等7个专科强强联
合，共同组建成立中医医学部，进一步
加快中西医协同发展，传承和创新中

医药传统文化。在启动仪式上，黄英
姿与全国名中医黄煌教授、首都名中
医耿建国教授以及国医大师周仲瑛传
承工作室主任、南京中医药大学叶放
教授签约，宣布成立黄煌教授经方传
承工作室、耿建国教授中医疑难重症
工作室、周仲瑛教授学术传承中大医
院工作站。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大医院院长
滕皋军表示，医院将以中西医协同“旗
舰医院”建设试点项目启动为契机，实
施中西医强强联合，全面提升中医学
科群水平，全力建设好中西医协同重
症患者救治创新基地、中西医协同重
大疫情救治基地、中西医协同慢病防
治基地、中西医协同康复医学基地、中
西医协同影像学研究中心，探索建立
综合医院中西医协同诊疗新模式。

武汉儿童医院
暖心举措应对暑期高峰

本报讯 （特约记者高琛琛 通
讯员张璟祎）暑期就诊高峰来临，不
少家长利用假期带孩子进行非急性
病的治疗及健康体检，武汉儿童医院
近日的日门诊量比平时增加了近
30%，当日门急诊人次已破万。为
此，该院及时推出了“日归手术”、夜
间专家门诊、“外地患儿接待处”等暖
心举措。

“日归手术”有别于日间手术，后
者住院不超过24小时，而“日归手术”

是当天手术当天就可出院。该院“日
归手术”每日能为 50名患儿提供服
务。目前，体表小肿瘤、包皮包茎过长
等8个病种均可采用“日归手术”。武
汉儿童医院日间手术中心负责人卞红
强介绍，出院标准不是一刀切，医生在
出院前会严格评估孩子的病情和身体
情况，符合标准才能出院。

为满足上班族家庭在暑期的就诊
需求，该院开设了夜间专家门诊，安排
专家在晚6时到8时坐诊；并同步开
设专科门诊，线上线下均可预约。该
院内科普诊延时至晚9时30分，并加
强了夜间医护人员数量。此外，针对
外地前来就诊的患者，该院设立了“外
地患儿接待处”，由医护人员帮助协调
专家专科号源。为尽量分流高峰期患
者，该院预检分诊、门诊综合服务中
心、一站式服务中心、收费挂号窗口等
均提前或延长了服务时间。

7 月 5 日，在江西省吉安市峡江县水边镇玉笥
社区举办的暑期“童心港湾”公益托管班上，志愿者
为孩子们辅导作业。进入暑假，峡江县组织巾帼志
愿者、返乡大学生和社会爱心人士等，到各乡镇、社
区的“童心港湾”开展志愿服务活动，为留守儿童辅
导作业，陪他们阅读、做手工、玩游戏等，让孩子们
拥有一个多彩的假期。 视觉中国供图

爱心
陪伴

□首席记者 刘志勇

7月5日，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第
18场“权威部门话开局”系列主题发
布会，邀请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相
关负责人，介绍“强化药品监管 切
实保障人民群众用药安全”的有关
情况。

我国药械创新进入
成果爆发期

近年来，随着我国药品医疗器械
审评审批制度改革持续深化，鼓励创
新的政策红利不断释放。国家药监
局局长焦红介绍，从药品、医疗器械
审评的受理量、审批量来看，我国药
械创新已经进入成果爆发期。截至
目前，我国累计批准了创新药品130
个、创新医疗器械217个，仅今年上
半年就有24个创新药、28个创新医
疗器械获批上市，有力满足了人民群
众的健康需求。

焦红介绍，为鼓励创新，我国药品
监管部门加快和加强药品、医疗器械
注册管理办法等配套规章的制修订，
逐步把审评资源真正倾斜到临床急需
的有明确临床价值的新药、儿童用药、
罕见病用药等相关产品上。

近年来，我国每年有100个以上
的药品通过优先审评程序获批上市。

以社会关注的儿童药为例，2022年我
国共有66个儿童用药获得上市批准，
今年上半年已完成46个儿童用药的
审评程序。从2018年起，药品监管
部门建立专门通道，对包括罕见病用
药在内的临床急需境外新药，实行单
独排队、鼓励申报、加快审评。根据
这一政策，至今已有 23个罕见病新
药通过专门通道获批进口上市。
2020年，我国进一步明确政策，将具
有明显临床价值的罕见病新药纳入
优先审评审批程序。目前，在所有药
品上市申请中，罕见病新药的审评审
批时限是最短的。

党中央、国务院对医疗器械产
业创新发展高度重视。国家药监局
副局长徐景和介绍，近年来，我国药
品监管部门通过建立技术审评向产
品研发阶段前移的工作机制，重点
围绕ECMO（体外膜肺氧合）、粒子
治疗系统、心室辅助系统等高端医
疗器械，提前介入指导，加快关键核
心技术攻关，助推我国高端医疗器
械实现突破。通过印发《创新医疗
器械特别审查程序》《医疗器械优先
审批程序》，让创新产品和临床急需
产品“单独排队，一路快跑”。目前
已批准国产“脑起搏器”、碳离子治
疗系统、质子治疗系统、磁共振成像
系统、全景动态 PET/CT、第三代人
工心脏、人工血管等 217 个创新高
端医疗器械产品上市，解决了部分
产品严重依赖进口的问题，其中多
数产品已服务于临床诊疗，取得了

良好的使用效果。
焦红表示，未来，药品监管部门

将继续巩固审评审批制度改革成果，
加大鼓励企业研发创新的工作力
度。如，进一步优化附条件上市申请
审评审批相关工作程序；继续优化临
床急需药械、儿童用药、罕见病用药、
国产替代产品、“卡脖子”产品的审批
工作；进一步鼓励放射性药品研发和
申报，提升我国放射性药品研发和应
用水平。

严防药械安全风险
不可或缺

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用药安全，加
强监管能力建设、严防药械安全风险
不可或缺。焦红介绍，近年来，我国修
订了药品管理法，制定了疫苗管理法，
建立完善了药品信息化追溯体系，疫
苗管理体制改革也取得历史性突破。
深入开展药品安全专项整治行动，加
强国家集采中选品种等相关重点产品
监管，严惩重处违法违规行为，不断强
化全生命周期质量监管。通过加强监
管，国家药品抽检总体合格率从
97.1%提升到99.4%。

2022年，我国药品监管部门深
入开展了为期一年的药品安全专项
整治行动。徐景和介绍，全国共查处

“两品一械”案件15.36万件，涉嫌犯
罪的及时移送公安机关依法侦办。

国家药监局发布了4批32起典型案
例，联合公安部、最高检对 29 起药
品、医疗器械涉嫌犯罪案件进行联合
挂牌督办，充分发挥了以案释法、以
案示警的作用。

徐景和介绍，为落实主题教育部
署要求，在全面总结药品安全专项整
治行动经验的基础上，今年6月，国家
药监局部署开展了为期一年半的药品
安全巩固提升行动，努力保障我国药
品安全形势稳定向好，维护人民群众
健康权益。

国家药监局高度重视集采药品、
医疗器械的监管工作，自国家集采开
展以来，每年都部署开展集采中选药
品和医疗器械专项监管工作。徐景和
介绍，这一工作已实现生产企业监督
检查、在产产品抽检、药品不良反应
（医疗器械不良事件）监测“三个全覆
盖”，检查涉及药品生产企业近 600
家、医疗器械生产企业近170家，产品
抽检涉及333个药品品种、15个医疗
器械品种。从专项监管工作情况来
看，国家集采中选药品和医疗器械质
量安全状况良好。

徐景和表示，国家药监局将持续
加大国家集采中选产品监管力度。在
药品方面，将继续要求省级药品监管
部门对集采中选药品持有人和生产企
业实行“一企一策、一品一档”，进一步
强化针对性监管；在医疗器械方面，对
血管支架、人工关节和骨科脊柱类产
品等中选产品实行清单管理，将中选
产品纳入国家抽检。

药械创新 政策红利在释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