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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张文佳 干玎
竹）北京协和医院薛华丹、金征宇教授
团队与中国科学院分子影像重点实验
室杜洋、田捷教授团队合作，自主研发
了一种新型靶向纤连蛋白的钆造影剂
（EDB-FN靶向成像探针），仅需临床
常规钆造影剂用量的一半，即可实现
胰腺癌的精准成像和化疗效果的准确
评估。相关文章近日发表在《欧洲核
医学与分子成像杂志》上。

胰腺导管腺癌是一种被丰富致密
纤维成分包裹的、缺乏血供的恶性肿

瘤，因其五年生存率低，被医学界称为
“癌中之王”。白蛋白紫杉醇和吉西他
滨化疗方案（AG方案）是胰腺导管腺
癌的一线化疗方案。肿瘤微环境中纤
维成分的减少是AG方案的早期反应
之一，可反映肿瘤对该方案的敏感性，
是判断疗效和预后的有效指标。目前
临床上主要依靠常规影像技术和实体
肿瘤疗效评价标准来进行疗效评估，
不够精准。因此，迫切地需要研发一
种可以从分子水平精准客观评估AG
方案疗效的方法。

研究发现，纤连蛋白 B 结构域
（EDB-FN）在胰腺导管腺癌微环境
中特异性高表达，ZD2是与纤连蛋白
B结构域靶向结合的多肽。研究团队
通过将ZD2与磁共振成像临床常用钆
造影剂（Gd-DOTA）和近红外荧光染
料Cy7偶联，制备出EDB-FN靶向成
像探针（ZD2-Gd-DOTA-Cy7），并
将其应用于胰腺导管腺癌的磁共振成
像/近红外荧光成像双模态成像及化
疗精准评估。

研究团队向实验小鼠注射胰腺导

管腺癌肿瘤细胞和胰腺星状细胞，建
立起皮下和原位的小鼠胰腺导管腺癌
模型，模拟出丰富纤维化基质的肿瘤
病理特征。仅需临床造影剂剂量的一
半（0.05毫摩尔/公斤），EDB-FN靶
向成像探针就可以实现肿瘤病灶的可
视化，有效降低造影患者的过敏反应
和肾脏损害等风险。EDB-FN靶向
成像探针还可以灵敏检出直径小于
2毫米的更小瘤灶。与相同剂量的
钆造影剂或近红外荧光染料相比，
肿瘤对EDB-FN靶向成像探针呈现

更显著的摄取与增强信号，可清楚
显示肿瘤。此外，基于双模态成像
条件，研究组也用EDB-FN靶向成
像探针评估AG化疗后肿瘤微环境
中的纤维成分改变，进而精准评估
AG方案疗效。

本研究表明，双模态成像技术
下使用EDB-FN靶向成像探针，可
精准检测出胰腺癌，动态评估AG方
案的化疗效果，将有效助力胰腺癌
患者的个性化诊疗，有望改善患者
的预后。

新型靶向造影剂有助胰腺癌精准治疗
可实现精准成像及化疗效果准确评估

本报讯 （特约记者衣晓峰）哈尔
滨工业大学生命学院王广福研究员及
其课题组在脑科学领域研究取得重要
进展：揭示了人类视觉参与空间导航
活动的环路机制。相关文章近日发表
在国际期刊《自然·通讯》上。

在人们日常生活中，无论是寻找
钥匙，还是规划旅行，大脑都在进行着
复杂的空间认知活动。其中，大脑中

一个名为内侧内嗅皮层（MEC）的区域
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MEC内含多
种可在特殊空间放电野的调节细胞，
能让大脑精确地计算空间信息。
MEC与具有位置细胞的海马体共同
构建大脑中的定位系统。大脑在定位
过程中仅依靠MEC和海马体的内部
环路是不够的，必须有视觉输入的共
同参与，才能让人们感知周围环境，并

传送位置、方向和距离等空间信息。然
而，大脑视觉皮层向MEC投射环路的
结构和功能，目前尚属待破译的谜团。

在这项课题研究中，王广福团队
首先从视觉刺激影响MEC活动入手，
通过病毒示踪、电生理等技术，详细揭
示了次级视觉皮层（V2）直接向MEC
深层的第5a层神经元投射的环路结
构。以往研究大多认为是MEC浅层

的神经元接收感觉信息，王广福等人
的观察结果则表明，MEC深层神经元
在接收感觉信息中扮演重要角色。

进一步研究发现，来自V2的视
觉输入通过MEC内部的背腹通路可
传递到海马体和MEC浅层。由于两
个区域包含了能编码空间信息的空间
调节细胞，因此这些结果为视觉输入
参与空间认知提供了重要环路依据。

最终，课题组通过活体钙信号记录、迷
宫行为学实验和光遗传学刺激等技
术，证明V2-MEC-L5a环路在大脑
空间导航活动中不可或缺。

上述成果锁定了视觉系统与大脑
空间定位系统的连接通路，以及视觉
信息在后者内部的传输方式，有助于
更深刻理解大脑是如何整合感觉信息
并进行空间认知活动的。

人的视觉是如何参与大脑空间定位的
新研究揭示一环路机制不可或缺

□本报记者 张磊

近年来，在乘私家车和电动自行
车时不正确使用安全座椅、不佩戴头
盔导致的儿童伤害事故频发。近日，
在中国人民大学公共传播研究中心主
办的儿童道路安全研讨会上，与会专
家围绕儿童安全座椅使用与电动自行
车头盔佩戴这两大影响儿童出行安全
的关键因素展开讨论。

认知和使用明显不足

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2023年全
球道路安全现状报告》显示，道路交通
伤害仍是全球5～29岁儿童和青年的
第一大死因。在我国，道路交通伤害
是1～14岁儿童的第二致死原因，是
15～19岁青少年的第一致死原因。

在研讨会上，福建省福州市公安
局交通警察支队法制大队大队长陈宗
奇介绍了发生在厦蓉高速上的一起交

通事故：一辆小客车因下雨路滑在弯
道失控，腾空翻转十几米后停在路旁，
系了安全带的驾驶人并无大碍，而其
5岁的女儿因未使用安全座椅而伤势
严重，最终失去了生命。

“这类事故令人十分痛心。这不
仅是家庭的悲剧，也是社会的悲剧。”
陈宗奇说，儿童因为身体尚未发育完
全，比成年人更容易受到伤害，需要更
多的关注和保护。

国家车辆驾驶安全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专家委员会副主任范立表示，当机
动车发生意外时，正确使用儿童安全座
椅能将婴儿死亡率降低约70%，将1～
4岁低龄儿童死亡率降低54%～80%。

鉴于正确使用儿童安全座椅等约
束装置是目前保护儿童乘车安全最有
效的手段，《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
护法》明确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
他监护人应当采取配备儿童安全座椅、
教育未成年人遵守交通规则等措施，防
止未成年人受到交通事故的伤害。

然而，家长对安全座椅的认知和
使用目前仍有明显不足。今年初，全
球儿童安全组织（中国）在中国代表性

城市开展的调研结果显示，0～6岁儿
童家长组有67.53%的受访者为孩子
配备了机动车儿童安全座椅，而其中
仅有33.48%的家长表示孩子在乘车
出行时总会使用儿童安全座椅，很多
家长表示在孩子哭闹或者出行距离短
的时候安全座椅就成了摆设，并且仍
有75.43%的受访者存在怀抱儿童乘
车这种高危行为。

相关标准和立法缺位

除了机动车，乘坐电动自行车等
非机动车已逐渐成为学龄前儿童和小
学生发生交通伤害的主要交通方式。
公安部道路交通安全研究中心交通安
全宣传教育研究部讲师朱弘昊介绍，
儿童乘坐电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伤
亡的两个重要因素是未能正确佩戴安
全头盔和未安装配备安全座椅。

“有的家长在电动自行车的踏板
上放置小板凳，让儿童坐在上面，一旦
紧急刹车，儿童的头便很容易撞在车

子的硬物上，而儿童站在踏板上会因
为缺乏保护，极容易被甩出去。”朱弘
昊强调，6岁以下儿童搭乘电动自行
车，家长在车后安装配备有安全带的
安全座椅更安全。

立法是减少儿童道路伤害的有效
手段之一。以上海市为例，自2014年
3月起施行的修订版《上海市未成年人
保护条例》和自2017年3月起施行的
修订版《上海市道路交通管理条例》均
明确要求，为未满四周岁的未成年人配
备并正确使用儿童安全座椅；自2021
年5月起施行的修订版《上海市非机动
车安全管理条例》则规定，电动自行车
驾驶人和乘坐人员应佩戴安全头盔。

上海市疾控中心相关调查数据显
示，有车家庭的儿童安全座椅拥有率从
2015 年的 56.8%上升到 2018 年的
80%，而电动自行车驾乘人员安全头盔
的总体佩戴率在立法后从12.67%提高
到90%以上。此后，《上海市未成年人
保护条例》《上海市非机动车安全管理
条例》在修订时，仍然保留了相关条款。

除了上海市，福建省、广东省深圳
市等地近年来也在保障儿童出行安全

的立法上积极寻求突破。2021年 5
月27日，福建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通过
《福建省儿童乘坐机动车使用安全座
椅的规定》。作为首个对儿童安全座
椅使用作出细化规定的省级地方性法
规，该法规明确：父母等监护人或者其
他成年亲友携带不满四周岁儿童驾驶
或者乘坐小型、微型载客汽车，应当在
车辆后排规范使用儿童安全座椅，儿
童因疾病或者其他身体原因无法使用
的除外；父母等监护人或者其他成年
亲友违反规定的，由公安机关予以警
告或者处一百元以下罚款。

然而，这些地方立法大多是针对
机动车，对于非机动车儿童约束系统，
相关标准和立法存在缺位。在国家层
面，我国于2012年7月开始实施《机
动车儿童乘员用约束系统》国家标准；
但截至目前仍未有针对非机动车儿童
约束系统的国家标准。据悉，《自行车
用儿童座椅安全要求》国家标准仍停
留在“审查”阶段。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张冬阳博士
表示，非机动车儿童安全座椅没有国
家标准或行业标准，监管也有待完善，
市场上相关产品的质量参差不齐，许
多家长为孩子购买安全座椅时不知如
何选择。

与会专家呼吁，尽快研究出台非
机动车儿童安全座椅国家标准和配套
的儿童道路交通安全头盔（非玩具类）
国家标准，切实保障儿童出行安全。

儿童安全出行 为何少了“一盔一椅”

北大健康论坛·2024召开

本报讯 （首席记者姚常房）近
日，北大健康论坛·2024暨中国人体
健康科技促进会健康促进专业委员会
年会在京召开。

在分论坛“健康管理与健康促进
学术论坛”上，专家们指出，运动干预
可以减少内脏脂肪、改善代谢综合征，
在抗抑郁、促进免疫健康、抗衰老等方
面发挥着积极作用。居民的健身意识
逐步增强，迫切需要专业指导，在运动
形式选择、针对性功能练习及器械选
择方面获得个性化方案。同时，针对
肥胖症可以从精准营养干预入手，以
优化不同人群个体化管理为目标，探
索营养健康管理新模式。

吉林举办
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培训

本报讯 （特约记者杨萍 通讯
员胡明明）近日，吉林省卫生健康委在
长春市举办2024年度病原微生物实
验室生物安全管理培训，以提高病原
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能力为主题，
对来自省教育厅、中医药管理局、疾病
预防控制局、畜牧业管理局以及长春
海关、各市（州）卫生健康行政部门、驻
吉大学附属医院、各市（州）级实验室
生物安全培训基地等机构的相关业务
负责人130余人进行培训。

此次培训针对历年病原微生物实
验室生物安全检查和调研工作中总结
梳理的共性问题进行专题指导，围绕
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职责、各级主管部
门职责、实验室设立单位和实验室职
责，对实验室备案流程管理和实验室
标准化建设、实验室生物安全应急预
案与实验室意外事故处置、实验室生
物安全风险评估和指导手册等各类文
件制定进行专题授课。同时，该省启
动2024年吉林省病原微生物实验室
生物安全人员培训项目。

重庆成立
首个成瘾医学中心

本报讯 （特约记者李纬 通讯
员李道国）近日，重庆市精神卫生中心
成瘾医学中心揭牌。该中心是重庆首
个专门针对成瘾性疾病的医学中心，
将为物质成瘾和行为成瘾患者提供科
学、规范、系统的诊疗服务。

据介绍，该中心包括成瘾医学专
病门诊、成瘾特色病房，由资深成瘾医
学专家、心理咨询师、康复治疗师等
组成的专业团队为成瘾患者提供专
业诊疗服务，并提供定期随访、家属参
与等特色服务。成瘾医学中心服务
群体包括物质成瘾（酒精成瘾、烟草
成瘾、镇静催眠药成瘾等）、行为成瘾
（赌博成瘾、游戏成瘾、购物成瘾等）患
者，采用药物治疗、心理治疗、经颅磁
刺激治疗、社会功能康复等综合治疗
手段，帮助患者更好地融入社会、回归
正常生活。

新研究为急性胰腺炎
抗生素使用提供遵循

本报讯 （特约记者严丽 通讯
员申鼎成 林嘉晏）中南大学湘雅医
院普外胰腺外科黄耿文教授团队的最
新临床研究成果显示，在有发热症状
的急性坏死性胰腺炎患者队列中，采
用新型病原微生物检测技术宏基因组
二代测序作为指导方法，抗生素正确
使用率预计可达到81.4%，相较采用
降钙素原方法的正确率提高了62.8
个百分点。相关研究论文日前发表在
外科学期刊《国际外科学》杂志上。

急性胰腺炎是最常见的急症，严重
时可致死。但如何判断急性胰腺炎，尤
其是坏死性胰腺炎患者何时发生了感
染，仍十分困难。因此，临床医生为了
患者安全，降低抗生素使用门槛，导致
抗生素在急性胰腺炎治疗中被普遍滥
用。数据显示，滥用抗生素造成的多重
耐药菌感染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并且
直接导致胰腺炎患者病死率的增加。

如何精准地使用抗生素，成为摆
在全球胰腺病学专家面前的一道难
题。2022年，英国团队在《柳叶刀》子
刊发表研究成果，指出通过降钙素原
检测可以有效减少急性胰腺炎患者的
抗生素滥用。但黄耿文团队敏锐地发
现，这一研究虽然有一定的临床意义，
但在研究设计上存在缺陷。该研究纳
入的病例大多为水肿型胰腺炎，而水
肿型胰腺炎并不存在发生胰腺感染的
病理基础，因此临床上并不需要使用
抗生素，更不需要依赖降钙素原来指
导抗生素的选择。

为了指导急性坏死性胰腺炎患者
的抗生素使用，黄耿文教授团队开展
宏基因组二代测序技术在急性胰腺
炎应用的临床研究。结果显示，在有
发热症状的急性坏死性胰腺炎患者
队列中，真实世界的抗生素使用正确
率仅为18.6%，而基于宏基因组二代
测序技术的抗生素正确使用率预计
可达到81.4%。而在这组队列中，降
钙素原并不能预测是否发生感染性胰
腺坏死。

日本手足口病高发
17个地区发预警

【新华社微特稿】 日本卫生机构
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日本手足口病
患者数周来迅速增加，今年以来已有
近5万人确诊。大阪府、兵库县和鹿儿
岛县等17个地区已就疫情发出预警。

日本媒体18日援引国立感染症
研究所的数据报道，本月3日至9日
一周内，全国47个一级行政区中，17
个行政区的定点医疗机构收治的手足
口病患者人数超过警戒值，较此前一
周增加5个地区。

今年以来，日本全国手足口病患
者累计数量达到4.95万人。其中，大
阪府情况最为严重，患者数量为6549
人，5年来首次发布针对这一传染病
的预警；排在其后的分别为兵库县、鹿
儿岛县、福冈县和群马县。

手足口病是由多种肠道病毒引起
的传染病，5岁及以下儿童是高发易
感人群。患者手、足、口腔等部位出现
小疱疹或小溃疡，表现为嘴疼、厌食、
低热。这种疾病主要经胃肠道，即粪
口途径传播，也可经呼吸道，即飞沫、
咳嗽、打喷嚏等传播，或因接触患者口
鼻分泌物、皮肤或黏膜疱疹液及被污
染的手及物品等传播。

手足口病没有特效药，保护易感
人群的最好方式是接种疫苗，此外
还要做到勤洗手、吃熟食、喝净水、
加强锻炼、开窗通风、少去人群密集
场所等。 （张旌）

日前，由天津市卫生健康委、文明办、教委主办的2024年健康大讲堂首场健康巡讲活动走进宁河区芦台第一中学，为
师生带来一场青少年心理健康讲座。天津市健康大讲堂活动自2014年启动至今已连续举办11年，每年都开展不少于10
场的市级精品讲座以及160场以上的区级讲座。今年，健康大讲堂市级精品讲座将走进校园、企业、机关、社区，把健康知
识送到百姓身边。图为首场健康巡讲活动中，芦台第一中学学生进行合力建塔心理拓展游戏。 特约记者陈婷摄

健康大讲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