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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科研新进展

□本报记者 段梦兰

免疫规划工作涉及千家万户。在
免疫规划和预防接种岗位上，预防接
种和疾控工作者始终坚守，以实际行
动筑牢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免
疫屏障。

在近日由国家疾控局主办的
2024年全国预防接种技能竞赛上，从
初赛中脱颖而出的31个省（区、市）和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96名预防接种
和疾控工作者齐聚现场、同台竞技。
丰富的竞赛环节全面考察了选手们的
综合实力，更令选手们感受到这不仅
是一场竞赛，更是一次练本领、增技
能、凝共识、促提升的好机会。

25个考查点得分率为100%

历时一天半的竞赛分为个人竞赛
和团体竞赛两部分，个人竞赛的奖项
按疾病控制组和预防接种组分别设
置。其中，96名参赛选手首先要在1
天内完成个人理论笔试和实践技能操
作考试。

11月12日11时，个人理论笔试
结束。在1小时的笔试时间，参赛选
手们需要完成共计18页的试卷。

“考题覆盖面很大，有基础题，也
有上难度的。绝大部分与日常工作息
息相关，是应该掌握的知识点。”此次
竞赛疾病控制组个人一等奖获得者、
福建省疾控中心免疫规划所副主任医
师吴瑞红说。

据介绍，此次竞赛按照竞赛大纲
要求建立了题库，笔试部分有55%的题

目来源于题库，45%的题目为中国疾控
中心自主命题。考查内容覆盖了政策
法规、理论基础、预防接种、疾病防控等
多方面，涵盖了免疫规划和预防接种全
维度、全链条、全周期工作内容。

“有一部分拔高题的内容，基层人
员平时接触较少，比如疫苗的卫生经
济学评价等。”此次竞赛预防接种组个
人一等奖获得者、江苏省南京市江宁
医院预防保健科主治医师郭丹表示，
这需要参赛者有更广的知识面和全局
的视野。

赛后，组委会对竞赛结果进行了
初步分析。“在笔试的98个考查点中，
有25个考查点得分率为100%，48个
考查点得分率超过80%。”中国疾控
中心免疫中心主任尹遵栋介绍，从个
人理论笔试的得分情况看，大家整体
成绩非常好，这反映出绝大多数选手
知识相对扎实，尤其是免疫程序和疾
病防控知识掌握得非常好。

66.7%的选手来自基层

11月12日13时30分，参赛选手
们开始抽签进入候考室。15分钟后，
疾病控制组和预防接种组的实践技能
操作考试准时开始。

在引导员指引下，穿好白大褂、戴
好帽子和口罩的郭丹深吸一口气，走
进预防接种组实操考场。摆在她面前
的是几道实操题目：一是根据给定情
形判断应注射的疫苗种类并口述理
由，给出疫苗接种建议；二是模拟为受
种者注射疫苗并口述相关操作要点；
三是针对考题中设置的疑似预防接种
异常反应口述处置要点。

“实操题目设置和考查要点非常
贴近平时的工作。可以说，平时我们
要做什么、可能会面对什么情况，竞赛
就考察了什么。”对有7年基层预防接
种工作经验的郭丹来说，规范操作不
是难点。而在竞赛状态下如何能克服
紧张情绪、顾及更多细节，则对参赛选
手们的知识掌握程度、操作熟练程度
提出了更高要求。

在考场上，完成“三查七对一验
证”，规范将疫苗注射进模拟受种者体
内，这一过程仅需不到5分钟，但这背
后，凝聚的是预防接种工作者多年一
线工作积累的技术和经验。

尹遵栋介绍，参加预防接种组实
操考试的96名选手中，66.7%的人来
自基层预防接种门诊。“赛后对预防接
种组实操考试结果进行分析可以看
到，各位参赛选手在操作要点、规范性
方面交出了十分亮眼的成绩单。这体
现出基层预防接种工作者对日常接种
服务的关键要点掌握得十分牢固。”

相对来说，疾病控制组的考题则
让部分参赛选手犯了难。疾病控制组
实操考场考题涉及疫苗衍生脊髓灰质
炎病毒（VDPV）疫情处置和预防接种
单位规范化、精细化管理两部分，对参
赛选手的综合能力、疫情风险研判及
应急接种组织实施水平、精细化管理
能力都是极大考验。

得益于深厚的专业知识功底和丰
富的现场疫情处置经验，吴瑞红整理
思绪、顺利回答出了第一部分。而面
对第二部分，哪怕有20年工作经验，
初次看到题目时，吴瑞红心里仍“咯
噔”了一下。不过，冷静思考后，她迅
速理解了考查要点，并从疫苗使用管
理、冷链系统管理、预防接种实施、信
息系统管理等方面展开回答。

赛后的竞赛结果分析显示，疾病
控制组实操分数相较预防接种组实操
分数来说整体偏低。“一方面，疾病控
制组的多数选手来自市、县级疾控中
心，由于VDPV事件相对较少见，在
VDPV疫情处置和风险研判等方面，
市、县级疾控中心人员相对缺乏经
验。另一方面，即便是市、县级疾控中
心人员，预防接种单位规范管理也需
要一定经验积累和能力提升后才能掌
握得较好。”尹遵栋分析，这意味着未
来应加强对疫情应对处置的相关培训
和应急演练，提升相关管理能力，全面
提升各级疾控工作者的理论水平和操
作技能。

始于赛 不止于赛

11 月 14日 9时，备受瞩目的团
体竞赛拉开帷幕。此次参赛的32支
代表队每队由 3 名参赛选手组成。
根据赛制规则，每支代表队3名参赛
选手的个人竞赛成绩（含理论和实
操）平均分最高的8支代表队进入团
体竞赛。

团体竞赛分为必答题、抢答题、风
险题3个环节，知识点覆盖疾病防控、
数据分析、预防接种服务等知识模
块。“68道题目涵盖了16种疾病、13
种疫苗；题型多样，单选题、多选题各
占一半，风险题分为三级难度。”尹遵
栋表示，团体竞赛全面考查选手们对
知识的综合运用能力、逻辑思维分析
能力和团队合作能力。

记者注意到，团体竞赛中的试题
不仅涉及许多国际国内真实热点事
件和案例，还有许多涉及新技术、新

方法的使用，这进一步要求选手们具
备全球化视野、创新运用和数据分析
能力。

经过激烈角逐，广东代表队、广西
代表队、浙江代表队获得此次竞赛团
体一等奖。作为广东代表队一员，来
自广东省广州市疾控中心的黄勇在团
体竞赛的赛场上多次举起话筒、沉着
冷静回答问题。“在赛场上站起来回答
问题的只能有一位，但实际上每一个
选择、每一个答案都是团队协作、共同
商讨的结果。”黄勇告诉记者。

不论是在现场参赛，还是过去一
段时间参加省里组织开展的集中轮
训，都让黄勇和队员们的业务能力有
了更全面的提升。“尽管都从事免疫规
划和预防接种相关工作，但我们来自
不同单位，负责的工作内容也不尽相
同。”黄勇说，大家聚在一起互相学习、
互相交流、互相补充，方能将知识和技
能更好地展现在赛场之上。

始于赛，不止于赛。如何借助竞
赛培养一批综合素养与专业能力并
重、理论功底与实践技能兼优的预防
接种人才，成为所有参赛代表队进一
步思考的内容。

在广东省疾控局卫生免疫处负责
人疏俊看来，竞赛是广泛开展岗位练
兵、强化人才能力建设的重要契机，对
于进一步推动广东省免疫规划和预防
接种工作更上一层楼有较大作用。

“经过选拔来参加全国竞赛的选
手们是目前在免疫规划和预防接种岗
位的优秀代表，同时也是广大预防接
种工作者的一个缩影。”广东省疾控中
心免疫所副所长刘隽表示，更好地培
养人才、发现人才、用好人才，切实增
强队伍力量、凝聚良好氛围，将竞赛成
果和经验转化、交流，是下一步工作的
重点方向。

据悉，据不完全统计，自2024年
5月国家疾控局印发《2024年全国预
防接种技能竞赛实施方案》以来，全国
有20万余名预防接种和疾控工作者
参与到各级预防接种技能竞赛中。不
论最后是否成为代表各省份参赛的

“三人组”成员来到全国竞赛现场，选
手们都以竞赛为契机，努力找准差距、
补齐短板，同时更坚定了共筑免疫屏
障的信心。

为筑牢免疫屏障增砖添瓦
——2024全国预防接种技能竞赛侧记

□特约记者 王懿辉
通讯员 王广兆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乳腺外科
邵志敏教授、王中华教授、江一舟教授
团队领衔的一项名为“BCTOP-T-
A01”的研究成果证实：基于该院自主
研发的多基因模型，针对有“最毒乳腺
癌”之称的三阴性乳腺癌，采用“蒽环
紫杉”序贯吉西他滨联合卡铂的精准
治疗方案，让高危患者生存率提升超
过10%，改变了传统三阴性乳腺癌辅
助化疗“千人一方”的局面。相关研究
文章近日刊发在《英国医学杂志》上。

三阴性乳腺癌占所有乳腺癌的
15%～20%，恶性程度高、容易复发转
移，相较于其他类型乳腺癌，治疗手段
单一、缺乏有效治疗靶点，素有“最毒
乳腺癌”之称。此前，乳腺癌治疗缺乏
可用于精确预测患者的复发转移风
险、实现对患者风险分层进而开展个
性化精准治疗的工具或模型。这也导
致目前三阴性乳腺癌的辅助化疗只能
沿用传统的“千人一方”的治疗方案。

2015年，邵志敏团队、江一舟团
队基于全转录组表达谱，自主研发构
建了由5个RNA组成的三阴性乳腺
癌预后预测模型（简称多基因模型），
该模型可以准确地把三阴性乳腺癌患

者划分为高危和低危复发风险组。
“多基因模型开启了三阴性乳腺

癌精准治疗的新篇章。”邵志敏介绍，
“研究团队基于该模型，持续开展临床
研究，致力将科研成果转化为真正让
患者获益的方案。”

为了进一步验证多基因模型的预
后效果并挖掘其临床应用价值，邵志
敏领衔临床和转化团队开展了一项名
为“BCTOP-T-A01”的临床研究。

王中华介绍，“BCTOP-T-A01”
临床研究历时7年多，完成504名患者
入组临床试验，入组患者均为接受根治
性手术后的早期三阴性乳腺癌患者。

根据实验设计，研究团队依据入

组患者的多基因模型检测结果，将患
者分为高危、低危组。其中，高危组患
者按照1∶1比例，随机接受强化或标
准方案辅助化疗：采取强化方案的患
者接受4个周期“多西他赛+表阿霉
素+环磷酰胺”序贯4个周期“吉西他
滨+顺铂”方案化疗；对照组患者接受
4个周期“表阿霉素+环磷酰胺序贯4
个周期多西他赛”方案化疗。低危组
患者同样接受标准方案化疗。

研究显示，经过中位45个月的随
访，高危患者接受强化治疗的3年无
病生存率为90.9%，显著优于接受标
准方案治疗的对照组患者的80.6%，
绝对获益达到10.3%。“这是一项令人

振奋的研究成果，多基因模型指导的
精准化疗方案让高危患者生存率提升
超过10%，低危患者的生存率提升也
接近10%。”邵志敏说，“在显著提升高
危三阴性乳腺癌患者预后的同时，该
治疗方案安全性可控。患者无严重不
良反应，体现出该方案的更多优势。”

“多年来的研究成果使三阴性乳
腺癌患者的辅助化疗更加精准、有
效。”邵志敏说，“该多基因模型依
托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精准肿
瘤中心开展临床检测，相关技术成
果目前已经具备落地以及广泛推广的
可行性，有望在更大范围内提升患者
的疗效。”

多基因模型助力三阴性乳腺癌精准辅助化疗

“最毒乳腺癌”治疗不再“千人一方”

公示

根据《国家新闻出版署关于开展
2024年第七版新闻记者证全国统一
换发工作的通知》（国新出发函〔2024〕
176号）、《新闻记者证管理办法》要求，
健康报社已对换发记者证人员资格进
行严格审核，现将我单位拟换发新版
新闻记者证人员名单进行公示。

举报电话
健康报社：（010）64622265
国家新闻出版署：（010）83138953
拟换发新版新闻记者证人员名单

如下：
闫丽新、孙伟、杨秋兰、田少军、

肖景丹、李树成、吴晨光、韩俊、陈大
鹏、孙悦、闫龑、潘华虹、姚常房、崔芳、
张磊、赵星月、孙韧、王倩、高艳坤、郭
蕾、吴倩、刘嵌玥、杨世嘉、段梦兰、潘
松刚、黄镝、吴少杰、张丹、王乐民、钱
峰、李阳和、刘也良、乔宁、张暄、孙惠、
徐秉楠、马杨、管仲瑶、杨真宇、李诗
尧、于洋、杨利春、叶龙杰、王尚、孔令
敏、陈飞、姜天一、张昊华、吴刚、魏婉
笛、张漠、谢文博、吴风港、孙梦、连漪、
宁艳阳、杨金伟、王祎然、门雯雯、孙
艺、李天舒、王宁、张昊、范恬宇、王成
凤、王珺珂、朴沁莹、肖金明、张沫、谭
嘉、郑颖璠、胡鸿宇、王建影、甘贝贝、
刘洋、王潇雨、胡彬、夏海波、穆薪宇、
张灿灿、余运西、栾兆琳、梁婧、王千
惠、尤颖康、陈秀超、李君、范洪岩、刘
志勇、肖薇、王洋、张曌、魏李培、王朝
君、万懿、王政清、李宁、刘欣茹、张健、
郭晓薇、于梦非、张晓东、陈晓曼、徐梓
峰、邹欣芮

亚太地区医学会议
推荐中成药治疗消化不良

据新华社印度尼西亚巴厘岛11
月23日电 （记者陶方伟）最新版《亚
洲功能性消化不良共识》22 日在印
度尼西亚巴厘岛举行的 2024 年亚
太消化疾病周大会期间发布。中国
中成药枳术宽中胶囊被正式纳入该
共识文件，推荐用于治疗功能性消化
不良。

大会主席、马来西亚马来亚大学
医学院胃肠病学教授桑吉夫·马哈德
瓦表示，长期以来，功能性消化不良的
治疗指南主要由欧美国家专家制定。
此次发布的《亚洲功能性消化不良共
识》基于近年来亚太地区的最新研究
成果，旨在为亚洲地区医生提供更适
合本地患者的治疗与管理建议。

大会发言人、新加坡国立大学医
院教授谢天浩表示：“中医药经过了数
千年的发展。我们需要开展更多严谨
的科学研究，让世界了解它的价值。”

亚太消化疾病周自2001年首次
举办以来，已成为亚太地区消化医学
领域的重要学术盛会。本届大会于
11月21日至24日举行，吸引来自全
球的数千名专业人士参与。

白求恩精神研究会
医学人文分会换届

本报讯 （记者高艳坤）近日，由
白求恩精神研究会医学人文分会与中
国继续医学教育杂志社联合主办的白
求恩精神研究会医学人文分会换届会
议在京召开。会议选举产生了白求恩
精神研究会医学人文分会第二届理事
会主要成员，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
副院长王岳担任会长，白求恩精神研
究会副秘书长张玉担任常务副会长兼
秘书长，白求恩精神研究会副会长王
一方担任名誉会长。

王岳表示，下一步，白求恩精神研
究会医学人文分会将认真贯彻落实国
家卫生健康委等四部门《关于印发医
学人文关怀提升行动方案（2024—
2027年）的通知》精神，走进医学院
校，组织开展在校学生医学人文教育、
弘扬新时代白求恩精神等专项课题；
联合医学院校共同建立白求恩志愿者
队伍，推动白求恩精神和医学人文精
神在新时代焕发新生机。

中国继续医学教育杂志社医学人
文专业编委会组建会议、新质生产力
背景下的医学人文与继续医学教育学
术研讨会同期召开。白求恩精神资深
研究专家陈天平等50余位医学人文
研究领域专家作专题报告。会议采取

“线上+线下”形式举行，1300余人参
加会议。

国际眼健康科技创新
与产业发展会议召开

本报讯 （记者郭蕾）近日，由中
国眼谷联合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眼视光
医院等共同举办的2024国际眼健康科
技创新与产业发展会议，在浙江省温州
市龙湾区召开。在会议开幕式上，中国
眼谷启动浙江省眼脑神经通路功能重
建关键技术重点实验室，宣布10个重
大产业项目入驻，并揭牌、签约6个战
略合作项目和12个重大科创项目。

据介绍，中国眼谷是龙湾区政府
与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眼视光医院共建
的眼健康新型研发机构和产业平台，
是目前全国唯一的眼视光产业创新综
合体。会议期间，第六届中国眼谷眼
视光创新创业全球挑战赛同步举行。
此届大赛累计征集190多个参赛项目，
最终遴选出20个项目进行决赛路演。

北京大学医院管理
国际论坛举行

本报讯 （记者姜天一）11月24
日，由北京大学全球健康发展研究院主
办的“北京大学医院管理国际论坛
2024”在京召开。国内外医院管理领域
的专家学者围绕“创建中国式‘双一流’
医院”这一主题进行了探讨和分享。

专家指出，随着我国医疗行业快
速发展，涌现出一批具有高影响力的
高水平医疗机构，但在医疗、教学、科
研和管理水平等方面仍与世界一流医
院存在差距。为促进我国一流医院建
设，并逐步推动这些医院从“国内一
流”走向“世界一流”，构建中国式“双
一流”医院创建评价指标体系具有现
实意义。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
卫生健康管理政策学院医院领导力与
管理学系主任刘庭芳主持论坛开幕
式，并作中国式“双一流”医院创建评
价指标体系研究结题报告。

11月22日，江苏省连云港市灌云县中医院举办首届中医药文化节暨膏方节，通过举行名中医义
诊、中医药特色文化体验等一系列活动，展示中医药在疾病预防、治疗和康复中的独特优势，增进群众
对中医药文化的了解。图为医务人员在制作中草药饰品。

通讯员李兴月 朱海红 本报记者沈大雷摄影报道

中医药文化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