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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全国结核病学术大会①

精彩瞬间
医学的

“平乐郭氏正骨”发展至今已

200余年，因医术独特而享誉华

夏。洛阳市平乐正骨学校属普通

中专，以传授平乐正骨医术为特

色，已创办30余年。凡初、高中

应、往届毕业生均可报名入学。

国家承认学历，可推荐就业，也可

通过单招、对口升学深造。需要

骨科人才的单位请与学校联系。

地址：河南省洛阳市东郊平乐镇

电话（传真）：0379-67812333

手机：18937991345、

15038596257

（微信同手机号）

网址：www.plzg.cn

校长：郭宏涛

洛阳市平乐正骨学校

面向全国招生

□本报记者 张磊

应对结核病这一延绵千余年的传
染病，研发出安全有效的疫苗是人类
矢志不渝的梦想。卡介苗是目前唯一
在市场上使用的结核病疫苗，可减少
儿童结核性脑膜炎和播散性结核病的
发生，但不能预防原发性感染，更不能
预防肺部潜伏感染的“复燃”。要实现
终结结核病流行的目标，研发和推广
针对全年龄段的新型结核病疫苗至关
重要。

目前，国内外新型结核病疫苗研
发不断取得新进展。在2023年全国
结核病学术大会上，专家表示，对我国
而言，未来仍需进一步鼓励研发新型
结核病疫苗，参与国际多中心临床试
验，从而缩短结核病疫苗研发周期，加

快疫苗上市。

实现目标面临挑战

“2015 年，世界卫生组织发布
《终止结核病战略》，提出的目标是到
2035 年全球结核病发病率下降到
10/10万以下。2021年全球结核病
发病率为134/10万，目前发病率年递
降率仅为2%左右，实现2035年的目
标面临很大挑战。”在2023年全国结
核病学术大会上，首都医科大学附属
北京胸科医院副院长李亮坦言。

李亮表示，面对这一现实，在有效
控制传染源的基础上，需要研发和应
用有效的结核病疫苗，以保护结核病
易感人群，阻断结核病传播，减少结核
分枝杆菌潜伏感染人群发病。目前，
全球唯一广泛使用的结核病疫苗——
卡介苗的保护效果有限。卡介苗问世
已逾百年，主要接种对象是新生儿，保
护率不高，且保护效力会随着年龄的
增长而降低，既不能预防大部分成人
结核感染和发病，也不能防止潜伏感
染者发病。

研发新型结核病疫苗是研究者的
发力方向。“我们的团队正在从事相关
研究。”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胸科医
院细菌免疫室主任逄宇介绍，研发思
路是在卡介苗的基础上对抗原结构进
行改良，以期提高疫苗的保护效力。
首选技术路线是开发重组疫苗，即通
过对编码抗原蛋白基因进行优化，从
而优化抗原结构，达到更好的保护效
果。其优点在于，基于现有卡介苗，在
保证安全性的同时，可以进一步提升
疫苗免疫原性和免疫保护性。缺点则

是，重组卡介苗是减毒活疫苗，在免疫
缺陷人群尤其是有免疫缺陷的新生儿
中使用时，可能会引发不良反应。“目
前，这一研究即将进入临床研究。”逄
宇说。

另一条技术路线是 mRNA 疫
苗。逄宇介绍，在新冠疫情的推动下，
mRNA疫苗迅速用于多种传染病疫
苗的研发，发挥疾病预防和治疗作用，
而且mRNA疫苗具备量产的优势。
我国现阶段对于结核病mRNA疫苗
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关键抗原的选择
上，以瑞吉生物为代表的企业和国内
科研团队展开密切合作，并积极推进
成果转化。筛选出的保护性抗原配合
优化的 LNP 递送载体制备的结核
mRNA候选疫苗，已取得一定的阶段
性成果。国际上目前进入临床试验阶
段的结核mRNA疫苗是德国研发的
BNT164疫苗，其正在18～55岁健康
成年人中开展临床Ⅰa期试验。

研发投入仍显不足

除了上述两种技术路线，重组蛋
白结核病疫苗也是当下的研究热点之
一。近日，惠康基金会和比尔及梅琳
达·盖茨基金会宣布，将提供资金，支
持 结 核 病 候 选 疫 苗 M72/AS01E
（M72）进行Ⅲ期临床试验。如果验
证有效，M72有望成为逾百年来首款
预防肺结核的新疫苗。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在25
年时间里，一款有效性达到50%以上
的疫苗可以预防7600万例新发结核
病病例、拯救850万生命、节省415亿
美元结核病相关灾难性家庭支出。在

Ⅱb期试验中，M72在减少潜伏性结
核感染的成人发展为肺结核方面显示
出50%左右的有效性，达到过去几十
年中结核病疫苗研究的最高水平。

据悉，M72Ⅲ期临床试验将由比
尔及梅琳达·盖茨医学研究所组织开
展，以评估候选疫苗在预防潜伏性结
核感染发展为肺结核方面的有效性。
该临床试验将在与多家结核病临床研
究机构组成的国际联盟合作中进行，
计划在非洲和东南亚的50多个试验
点招募约2.6万人参与，包括已感染
艾滋病病毒但未感染结核菌的人群。

虽然结核病疫苗研发领域捷报频
传，但进入临床试验阶段的疫苗仍显
不足。世卫组织公布的数据显示，全
球共有355种新冠病毒疫苗处于活跃
研发状态，其中157种进入临床试验
阶段。相比之下，全球仅有15种结核
病疫苗进入临床试验阶段。而从危害
性上看，结核病对人类健康造成的影
响并不逊于新冠，2021年全球新发结
核病患者达1060万人，160万人死于
结核病。

资金投入不足，是当下困扰结核
病疫苗研发的突出问题之一。世卫组
织呼吁，2018—2022年，全球需提供
约 30.67 亿美元开展结核病疫苗研
发，而 2018—2020 年实际投入仅
3.45亿美元。本次大会上，多位专家
表示，投入低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结核
病高负担国家主要集中在发展中国家
和经济欠发达地区，西方发达国家对
此的研发投入较少，主要依靠国际组
织和公益基金的支持。以M72为例，
其Ⅲ期临床试验的总费用预计需要
5.5亿美元，惠康基金会将为此提供
1.5亿美元资助，盖茨基金会将资助其
余约4亿美元。

需要广泛的全球合作

多位与会专家表示，缩短疫苗的
研发周期需要开展广泛的全球合作，
优化临床试验设计，推动数据共享，加
快审批，增加经费投入。国际多中心
临床试验能够维持试验设计的科学严
谨性，在减少不必要的临床试验重复、
获取全球临床数据、缩短研发上市时
间方面有极大优势。目前，全球仅有
15种结核病疫苗进入临床试验阶段，
如果这些疫苗能够在早期临床试验阶
段进入我国开展同步研发，能够推动
我国结核病疫苗创新和发展。

记者从本次大会上获悉，一款安
全性和免疫原性良好的疫苗进入视
野。该款疫苗是首个从国外引进到中
国的结核病预防疫苗，已在国外完成
Ⅰ期和Ⅱa期临床研究。首都医科大
学附属北京胸科医院、北京结核病诊
疗技术创新联盟与相关企业将推动此
款疫苗在中国的临床试验工作。

李亮表示，目前我国在疫苗研发、
生产、流通等环节均有保障措施，但结
核病疫苗依然缺乏促进资金投入的激
励措施，政府资金投入不足，疫苗研发
企业对结核病疫苗开发的参与程度较
低，结核病疫苗研发的技术路线单一，
结核病专业临床试验机构参与较少，
限制了结核病疫苗的研发速度。为给
结核病疫苗研发、创新提供有利环境，
我国应当主动开展结核病疫苗研发成
本效益分析，通过企业、科研机构、医
疗机构、疾控机构和监管部门等协同
配合，集中优势力量和要素，激发市场
和社会的内生动力。

新型结核病疫苗，何时走进现实

开篇语

近日，由中华医学会、中华医
学会结核病学分会主办，首都医
科大学附属北京胸科医院、广州
市胸科医院、广东省医学会共同
承办的 2023 年全国结核病学术
大会在广东省广州市召开。来自
全国结核病诊疗、防控领域的专
业人员会聚一堂，围绕新型结核
疫苗研发、结核病诊疗领域新技
术进展、结核病护理发展等议题
进行研讨。从今天起，本报陆续
刊发相关报道。

机器人辅助下
早产儿脑内血肿被清除

本报讯 （记者张晓东 通讯员
张维娜 杨理如）近日，西北妇女儿童
医院为一名脑出血早产儿实施了神经
外科机器人辅助定位下的脑内血肿穿
刺外引流术。

该早产儿出生时体重仅 1.2 公
斤，出生后第3天头颅B超发现有大
量脑内出血（Ⅳ级），脑室内出血铸
型，病情十分危重。加上其肺功能不
成熟，靠气管插管呼吸机辅助呼吸才
能维持正常血氧饱和度，凝血功能紊
乱，身体器官功能远未成熟，手术风险
极大。

面对直径仅为8厘米的早产儿头
颅，该院神经外科创新地使用了针对
新生儿头颅的无创固定方法，在机器
人辅助下，成功为这名早产儿实施了
脑内血肿穿刺外引流术，术中清除了
14毫升积血。

经过该院神经外科及新生儿科
重症监护室的综合治疗后，患儿脑内
血肿完全清除，脑室恢复正常形态，
没有出现脑积水并发症。术后 1个
月，患儿已完全可以自主呼吸，体重
增长至1.7公斤；各项生命体征稳定，
反应灵敏。

该院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手术
证实早期的手术干预可以最大限度地
降低早产儿并发症的发生率。该院将
继续拓宽神经外科手术机器人的使用
范围，为新生儿、早产儿、低龄婴儿的
治疗提供了更多技术选择。

巧施造影术
为百岁老人解病痛

□特约记者 王耀

7月16日，近百岁高龄的任奶奶
康复出院了。任奶奶因胆管肿瘤入
院，高龄且合并多种基础性疾病，随时
可能发生感染危及生命。兰州大学第
二医院消化内科冯彦虎主任医师团队
成功为其实施经内镜逆行性胰胆管造
影术（ERCP），术后症状迅速减轻，有
效解除病痛。

几个月前，任奶奶无明显诱因出
现间断打寒战、发热，伴上腹部疼痛等
症状。她就诊于当地医院后，被给予
镇痛、消炎、补液等诊疗，但病情未见
明显好转。

兰大二院接诊后，消化内科完善
相关检查，最终诊断任奶奶患胆管肿
瘤。高龄老人身体素质差，传统外科
手术存在较大困难及风险；但如不及
时治疗，可能会发生肝衰竭、严重感染
等情况，可能会危及生命。

结合任奶奶病史及检查检验结
果，兰大二院消化内科与胆胰外科团
队开展多学科会诊后，决定为任奶奶
实施ERCP微创治疗。

评估ERCP手术风险，制订详细
应急方案后，冯彦虎团队在全程心电
血氧监护下施行ERCP下手术。术
中，胆管造影示胆总管明显扩张，最大
直径约4厘米，肝总管见一处巨大充
盈缺损影；行乳头括约肌小切开，可见
大量黄褐色胆汁涌出，分别沿导丝置
入胆道塑料支架于左右肝管。手术用
时20分钟，任奶奶术后恢复良好。

据了解，兰大二院消化内科今年
上半年就已成功为两位百岁老人顺利
实施ERCP手术。

（上接第1版）
胡女士告诉记者，省立医院东院

2010年开诊后，家里人生病基本都会
去这里就诊。这里是离家最近的省级

“大三甲”，儿科还不错。以前可不是
这样，因为这里属于济南市东部，离中
心城区较远，孩子生病了，得去“市里”
就诊。

对于东院儿科的快速发展，该院
新生儿科副主任于永慧说：“那是因为
医院管理层为儿科发展创造了非常宽
松的环境，总是鼓励我们做自己想做
的事。”

据省立医院党委书记孟冬介绍，
该院儿科是山东省卫生健康系统首批
重点学科、山东省首批临床重点专科、
国家临床重点专科建设单位。东院建
成后，为了更好地满足济南市东部患
儿的就诊需求，儿科是规划建设的重
点科室之一。

孟冬说，近年来，省立医院对中心
院区和东院实行统筹学科发展的战
略，东院优先发展骨科、创伤、儿科等
就医需求较为迫切的专科，逐步向专

科设置齐全的目标迈进。通过多年持
之以恒的人才队伍建设，以及实行统
一管理制度、统一评价考核等措施，两
个院区目前已实现医疗水平同质化，
两个院区年门急诊量总和达约440万
人次。

“学科建设的核心是人才队伍建
设。近5年来，医院瞄准儿科、麻醉、
病理、重症等需求量较大的学科，大力
引进人才，培养现有人才，医、教、研齐
发力，推动学科发展。”赵家军介绍，在
今年7月中旬发布的2022年度中国
医院科技量值（STEM）暨五年总科技
量值（ASTEM）排名中，省立医院儿
科均位居全国儿科第18位、综合医院
儿科第7位、山东省第1位。

多学科会诊，攻克疑
难疾病

作为区域龙头医院之一，在疑难
危重疾病的救治方面，省立医院也没
少下功夫。

近年来，省立医院大力推动一站
式多学科（MDT）门诊建设，实现了多
学科医疗专家组团式多对一服务，让
疑难杂症患者少跑腿，把“患者围着科
室转”转变为“医生围着患者转”，努力
做到患者看病“最多跑一次”。目前，
医院已开通50余个一站式多学科整
合门诊，涉及80余个诊疗专业，会诊
量近3000例。

2022年年初，省立医院低血磷性
佝偻病/骨软化症多学科诊疗中心开
出山东省首张罕见病创新靶向治疗药
物处方，用于X连锁低磷血症（XLH）
患者治疗。该中心由赵家军带领的
内分泌科团队牵头，联合小儿骨外
科、遗传科、小儿内分泌科等各学科
专家，为患者提供个体化、一站式诊
疗服务。该中心同时配备医务社工
为患者提供需求评估、多学科诊疗费
用支持、医疗援助、罕见病药物信息等
全方位的支持，帮助低磷性佝偻病患
者便利就医。

作为国家卫生健康委遴选的罕见
病诊疗山东省牵头单位、山东省卫生

健康委确定的山东省罕见病医疗质量
控制中心挂靠单位，省立医院成立了
多个罕见病多学科门诊，建立起由医
院中心实验室、内分泌科、肾内科、小
儿内分泌科、小儿骨科、眼科等多个科
室通力协作的罕见病例会制度；内分泌
科还进行了罕见病“临床—基础—临
床”的转化医学研究，建立了“基因型—
表型”的早期精准诊疗体系，在国际、国
内率先报道了多种罕见疾病；肾内科成
立法布雷病多学科诊疗团队，完成了
全省首例法布雷病用药实践，让众多
罕见病患者有了看病就医的地方。

近5年，省立医院驶入了高质量
发展的快车道，在全国三级公立医院
绩效考核排名中名次由第47位上升
至第20位，医院科技量值（综合）由第
71位上升至第32位。孟冬说，医院
将继续秉持公立医院服务为民的宗
旨，抓住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设、紧急
医学救援基地建设、中西医协同旗舰
医院试点项目建设的契机，进一步发
挥区域辐射和带动作用，更好地解决
群众就医的急难愁盼问题。

担起大医院的社会责任

消防VR
互动体验

近日，重庆医
科大学附属璧山医
院打造医疗系统消
防安全主题体验基
地，将火灾警示、消
防知识培训、消防
VR 沉浸式互动体
验融为一体。该院
定期组织职工在基
地 内 进 行 消 防 体
验、理论学习、技能
考核。图为医护人
员正在进行消防灭
火 VR 沉浸式互动
体验。

特约记者
胡悦建摄

天津“120”上线
医保结算系统

本报讯 （记者段梦兰）7月 24
日，搭载院前急救医保实时结算与垫
付结算相结合服务功能的医保结算系
统在天津市急救中心上线。

“新系统规避了过去单纯依赖医
保卡、不能对患者全覆盖的弊端，实现
多渠道服务、全场景覆盖。”天津市卫
生健康委副主任邓全军表示，新系统
上线后，能够切实解决院前急救“先全
额垫付、后线下医保报销”这一困扰患
者看病就医的难点问题。

据了解，通过该系统，患者通过手
机便可以完成各种情况下的医保报
销。例如，可以通过医保电子凭证直
接进行医保报销结算；如果没有携带
医保电子凭证，无法进行实时结算，在
垫付费用后也可以直接在线上进行后
续报销操作。

太原市成立
犬伤专科医疗联盟

本报讯 （特约记者杨蕾）近日，
山西省太原市第八人民医院牵头成立
太原市犬伤专科医疗联盟。该医疗联
盟单位包括山西省50多家医疗卫生
机构。

据介绍，太原市第八人民医院开
设犬伤门诊4年来，共处置犬伤患者3
万余人，接种狂犬疫苗近10万支，是
山西省级狂犬病病毒检测资质单位、
山西省狂犬病暴露后预防接种处置核
心医院、太原市狂犬病预防处置定点
医疗机构。太原市犬伤专科医疗联盟
将继续完善制度，通过建立犬伤处置
培训基地、组建专家库、开展学术讲
座等多种方式，持续推动太原市医疗
机构犬伤处置规范化、教学体系化管
理，整体提升山西省犬伤处置能力。

儿童神经及康复专科
西部联盟组建

本报讯 （特约记者魏剑 通讯
员王琰）近日，儿童神经及康复专科西
部联盟在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举行
成立仪式。

据了解，该联盟是由国家区域医
疗中心——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宁夏妇
女儿童医院牵头，联合西安交通大学
附属儿童医院、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
属医院、兰州大学第二医院、青海省妇
幼保健院、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内蒙
古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广西医科大学
第一附属医院、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
中心柳州医院等7省份19家医院组
成。联盟的成立，将促进西部地区的
儿童神经及康复专业的学科协同发
展，实现专家、临床、科研教学等资源
共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