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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精彩时光

临床科研新进展

本报讯 （特约记者陈婷 通讯
员周妍）近日，由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
院自主研发的“肿瘤重症信息智能化
管理系统”投入临床使用。作为国内
首个实现肿瘤重症全程数字化管理
的专科系统，其利用人工智能与大数
据技术，打通医院诊疗系统、设备数
据全链条，实现“多维度数据采集—
肿瘤专科智能评分—临床辅助决策

预警”全流程联动，将救治响应速度
提升50%。该系统已获国家发明专
利授权。

据悉，该系统打破“数据孤岛”
模式，通过全链条实时整合监护仪、
呼吸机等设备及医院信息系统
（HIS）数据流，赋能临床危险分层评
估，可做到每5分钟更新患者生命体
征热力图，在 30秒内触发脓毒症、

急性肾损伤等临床突发事件风险预
警，构建动态“生命画像”，实现智能
诊疗。

该系统在智能化全方位抓取数据
的同时，实现重症护理记录自动化生
成与部分病历辅助书写，精准记录诊
疗数据，并同步满足多部门数据提取
需求，可显著减轻临床医务人员病历
手工录入负担，确保诊疗信息完整性

与及时性。
同时，该系统建立了大数据本地

化分层存储架构。自上线以来，其已
积累 1000 余例重症病例全维度数
据，破解肿瘤重症科研病例异质性
大、样本少、周期短的困境，形成大规
模数据“集成部队”，为科研产出储能
蓄力。

医疗质量数据关乎专科临床管

理水平。过去的模式是通过分析特
定病例来控制医疗质量，难以精确获
取全年甚至季度的医疗质量数据。
该系统能够实时追踪季度级质控指
标，通过人工智能建模分析医疗数据
变化趋势，构建“数据采集—智能评
分—决策预警”质控闭环，全面、全
程、全局统筹医疗数据，为临床质量
安全保驾护航。

肿瘤重症信息智能化管理系统投入临床
实现“数据采集—智能评分—决策预警”全流程联动，将救治响应速度提升50%

中国卒中学会
第十一届学术年会召开

本报讯 （记者赵星月）近日，中
国卒中学会第十一届学术年会暨天坛
脑 血 管 病 会 议 2025（CSA&TISC
2025）学术启动会在京召开。来自全
国的脑血管疾病专家齐聚一堂，共同
为即将于今年7月召开的CSA&TISC
2025会议出谋划策。

中国卒中学会会长、首都医科大
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王拥军教授表
示，今年恰逢再灌注治疗30周年，这
一里程碑事件标志着脑血管病治疗新
时代的到来，也将成为CSA&TISC
2025会议的主题之一。首都医科大
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刘丽萍教授详细
介绍了中国卒中学会新刊的筹备工
作。刘丽萍说，创立该期刊旨在通过
搭建多学科、国际化学术平台，推动全
球及中国脑健康领域的科研创新与临
床实践，聚焦神经系统疾病预防与治
疗，助力解决脑健康重大问题。

湖北省睡眠呼吸联盟
成立

本报讯 （特约记者杜巍巍 通
讯员杨岑）近日，由武汉大学人民医院
（湖北省人民医院）呼吸与睡眠医学中
心牵头组建的湖北省睡眠呼吸联盟成
立。该联盟将积极开展临床与基础研
究，持续举办与睡眠呼吸疾病相关的
学术和科普活动，不断提升湖北睡眠
呼吸疾病诊疗水平。

该联盟负责人胡克教授介绍，睡
眠障碍疾病有90余种，我国最常见的
两种睡眠障碍类型为失眠和阻塞性睡
眠呼吸暂停（OSA）。睡眠呼吸障碍
与全身八大系统都有关系，与高血压、
冠心病等疾病相关，更是引起高血压
的独立危险因素。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作为首批18家
中国睡眠呼吸联盟成员单位之一，充分
发挥在睡眠呼吸疾病领域的专业优
势，致力于推动湖北省睡眠呼吸疾病
的诊疗工作。该院于2024年成立呼
吸与睡眠医学中心，并申报建立湖北
省睡眠呼吸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
该院还开设了睡眠障碍门诊（主院
区）、麻醉与睡眠门诊（洪山院区），为
各类睡眠障碍患者提供精准化服务。

本报讯 （特约记者常宇）华中
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器官移植研究所兰培祥研究员、陈知
水教授和肝脏外科程琪副教授研究
团队发现，酸味刺激可以通过神经信
号减轻肝脏损伤。近日，相关研究文
章在国际期刊《肝病学杂志》上发表。
这一发现不仅从现代科学的角度验
证了中医“酸入肝”的理论，还为酸味
在肝脏疾病治疗中的应用提供了新

依据。
肝损伤是多种肝病常见的病理生

理基础，与炎症有关。肝脏缺血再灌
注损伤主要由先天免疫细胞驱动，是
肝切除术中早期器官功能障碍和衰竭
的重要原因。近年来，研究发现神经
系统可以通过释放神经递质、神经肽
等分子来调节免疫反应。然而，如何
通过神经信号来治疗肝脏炎症，仍然
是一个未解之谜。

研究团队通过小鼠实验发现，酸
味通过激活舌头上的味觉感受器，进
而激活大脑中的神经元，最终通过神
经信号通路减少肝脏中的炎症反应。
实验结果显示，酸味刺激能够降低肝
脏损伤标志物和炎症因子的水平，显
著减轻肝脏组织损伤和细胞凋亡。

为了验证酸味刺激在人类肝脏缺
血再灌注损伤中的作用，研究团队还
开展了一项随机对照临床试验。结果

显示，接受酸味刺激的患者在肝切除
术后，肝脏损伤明显减轻。这一发现
为临床肝切除术中减少肝脏缺血再灌
注损伤提供了新的干预手段。

《黄帝内经》中的“酸入肝”理论认
为，酸味食物能够滋养肝脏、调和气
血，促进肝脏的生理功能。该研究不
仅从现代科学的角度验证了中医“酸
入肝”理论，还为酸味在肝脏疾病治疗
中的应用提供了新的依据。

酸味刺激可缓解肝脏损伤

不良饮食
可能与肺癌风险相关

据新华社北京3月26日电 传
统观念认为，肺癌与饮食的关系并不
密切。但美国佛罗里达大学和肯塔基
大学研究团队一项新研究显示，不良
饮食可能与肺癌风险相关。该研究论
文已发表在英国《自然·代谢》杂志上。

研究人员通过实验室模型和计算
机模拟发现，肺癌中糖原作为致癌代
谢物，发挥了重要作用。研究表明，糖
原水平越高，肿瘤的生长速度越快，恶
性程度也越高。

研究人员让小鼠摄入高脂、高糖
饮食。结果显示，这种饮食提高了小
鼠血液中的糖原水平，从而促进了肺
部肿瘤生长。当糖原水平下降时，肿
瘤的生长也随之减缓。研究人员认
为，高脂、高糖饮食会提高糖原水平，
而糖原为肺癌细胞提供了生长所需的
原材料，因此糖原水平可作为肿瘤生
长和死亡率的预测因子之一。

研究人员表示，均衡饮食、积极锻
炼、减少酒精摄入，是保持长期健康的
关键。养成健康的饮食习惯，对预防
肺癌至关重要。

巨噬细胞从死亡细菌中
获取营养效率更高

据新华社巴黎3月25日电 （记
者罗毓）巨噬细胞是免疫系统的关键
细胞，在机体内扮演“清道夫”的角
色。一个国际研究团队发现，巨噬细
胞可以将被吞噬的细菌直接转化为自
身代谢所需的营养来源，而且从死亡
细菌中提取营养的效率高于活菌。该
研究由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美国
科罗拉多大学等合作完成，相关论文
发表在英国《自然》杂志上。研究人员
认为，该研究成果为应对抗生素耐药
性及研发新型疫苗或抗生素开拓了新
思路。

此前研究显示，巨噬细胞等一些
吞噬细胞能够从它们消化的死亡细胞
中提取营养，但不清楚这种特性是否
只针对机体自身的细胞，还是也可以
从被吞噬的细菌、病毒等病原体中提
取营养。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近期在官
网发布公报说，研究团队将巨噬细胞
分别置于活细菌环境、死亡细菌环境
以及可激活巨噬细胞的细菌细胞膜环
境中进行比较，随后观察其代谢情况。

结果发现，巨噬细胞在吞噬整个
（无论是活的还是死的）细菌后，代谢
活动和仅接受细菌细胞膜成分刺激时
有所不同，“似乎能将细菌当作营养来
源”。此外，相比活菌，死亡细菌可为
巨噬细胞提供更高效的营养获取。

研究认为，这种对营养的差异化
利用与巨噬细胞内部的调控机制有
关：当吞噬活菌时，该机制会限制巨噬
细胞从活菌中获取营养。这种机制能
防止巨噬细胞吞噬来自致病微生物的
潜在危险成分，或通过限制对某些可
能强化炎症反应的营养物质的获取，
来调控机体对感染的炎症反应强度。

基因靶向干预
有望延缓骨骼肌衰老

本报讯 （记者吴倩 特约记者
王蕾）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衰老与
再生研究中心王思团队联合中国科学
院动物研究所刘光慧、曲静团队的一
项研究揭示了“长寿蛋白”SIRT5延缓
骨骼肌衰老的新机制。此外，研究团
队还开发了基于SIRT5的基因疗法，
在体内实现了衰老骨骼肌的“年轻
化”。这一研究成果不仅为揭示人类
骨骼肌衰老的分子机制提供了重要线
索，还为延缓骨骼肌衰老及治疗相关
退行性疾病提供了潜在干预靶标。相
关研究论文已发表在国际期刊《自然·
新陈代谢》上。

研究结果显示，SIRT5缺失的人
肌管细胞表现出加速衰老和炎症因
子表达增加的特征，同时，肌管细胞
直径变小，骼肌萎缩标志物表达上
调。研究人员通过蛋白相互作用组
学分析发现，SIRT5 与蛋白激酶
TBK1能够相互作用，抑制下游炎症
信号通路的激活，有效延缓骨骼肌的
衰老进程。

基于上述发现，研究人员提出了
基于SIRT5过表达的基因疗法或能
延缓骨骼肌衰老的科学假设。为验证
该假设，他们将编码SIRT5蛋白的慢
病毒载体注入23月龄老年小鼠的骨
骼肌中。约5周后，老年小鼠的运动
能力显著提升，骨骼肌衰老的多项指
标也明显改善，具体表现为肌纤维增
粗、慢性炎症水平降低以及基因表达
谱的年轻化。结果表明，SIRT5基因
靶向干预有望成为逆转骨骼肌衰老和
退行的新策略。

□通讯员 田强 戴宇菲
特约记者 何雨田

才出生一个月的早产儿敏敏（化
名）持续发生室上性心动过速，最高心
率达到301次/分，抗心律失常药物耐
药、电复律无效，且出现心力衰竭，保
守治疗无望。为挽救敏敏的生命，近
日，江苏省人民医院多学科团队协作，
实施射频消融术，成功治疗了敏敏的

顽固性室上性心动过速。
敏敏是36周出生的未足月早产

儿，体重为3.8千克，出生后即反复出
现室上性心动过速，心率达240次/分
左右，经治疗后转为窦性心律，但发作
逐渐频繁。从出生后第12天开始，敏
敏持续发生室上性心动过速，心力衰
竭越来越重，情况危急。

江苏省人民医院龙江院区护理
部、心血管内科、麻醉与围术期医学
科、心脏大血管外科、小儿外科等联合

开展多学科讨论，经充分评估病情，与
敏敏的家属详细沟通，决定在全麻下
为敏敏施行射频消融术。

心脏电生理专业组手术团队完成
刺激、标测、消融和验证；麻醉与围术
期团队进行插管、麻醉、动静脉置管，
全程监测敏敏的生命体征；新生儿重
症监护团队在超声引导下进行右侧颈
内、左股静脉穿刺、置管，并时刻观察
敏敏的病情变化；心脏大血管外科、小
儿外科专家在现场守候，随时准备开

胸抢救；儿童体外膜肺氧合（ECMO）
团队全程准备，为手术保驾护航。

经过电生理检查，敏敏在术中被
诊断为右后间隔旁道。心脏电生理
专业组陈红武主任医师通过消融实
现三尖瓣环后间隔旁道断开，随后反
复进行心房、心室程序刺激，均未诱
发心动过速，手术获得成功。术后，
敏敏返回病房，心电监护显示为窦性
心律，心率为120次/分左右，各项生
命体征平稳。

专家介绍，射频消融是通过股动
静脉或颈内静脉等途径，把电极导
管插入心脏，用电生理标测技术标
测心脏内异常电传导通道或异位兴
奋点，利用消融导管的金属末端释放
可控的射频电流产生热能，使局部异
常心肌细胞干燥坏死，从而阻断异常
的电传导，通常用于治疗快速性心律
失常。

目前，国内外儿科电生理医生常
规选择5岁以上或体重达15千克以
上的患儿行射频消融术。敏敏仅出生
1个月，体重低，心功能差，手术难度
极大。首先，要保障术中麻醉安全平
稳；其次，婴儿血管极细，穿刺难度大；
最后，婴儿心腔容积极小，精细标测、
精准消融难度大。此次技术突破，为
救治低龄、低体重先天性严重心律失
常儿童提供了新的选择。

一月龄心律失常宝宝获救记

本报讯 （特约记者刘燕）我国研
究团队历时4年多，成功研发个体化
脑肿瘤类器官模型，并建立脑肿瘤类
器官库，为进一步研究脑肿瘤发生发
展机制、筛选药物、制定个体化精准治
疗方案提供了新方法。

该研究由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与上海科技大学免疫化学研究所团队
联合完成。相关研究文章日前发表在

国际期刊《细胞·干细胞》上。
肿瘤类器官是癌症研究的重要

工具，能够高度还原肿瘤特征，为药
物筛选、个体化治疗方案制定，以及
肿瘤发生、发展研究提供有力支持。
目前已建立的脑肿瘤类器官大多针
对恶性胶质母细胞瘤，这些类器官虽
然能够部分保留肿瘤的形态特征、细
胞组成、基因组异常和侵袭性等，但

未能充分模拟肿瘤细胞与正常脑组
织之间的相互作用。此外，针对低级
别胶质瘤及脑转移瘤的类器官体系
一直匮乏。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研究团队将
患者来源的肿瘤组织植入由多功能诱
导性干细胞建立的迷你脑类器官囊
中，成功模拟了肿瘤细胞在体内环境
中的生长与侵袭。通过这一方法，研

究团队建立了脑肿瘤类器官库，涵盖
48种脑部肿瘤类型，包括各类原发良
性/恶性成人肿瘤、儿童肿瘤及脑转移
瘤等。

组织病理学、基因组学、表观遗传
学以及单细胞测序分析表明，个体化
脑肿瘤类器官模型能真实保留肿瘤的
异质性及分子特征，为筛选药物、精准
治疗，以及分子机制研究提供了近似

体内的环境和特点。
此外，研究团队开展了一项前瞻

性临床验证，利用该模型预测胶质母
细胞瘤患者对标准化疗药物替莫唑胺
的反应。结果表明，该模型可以精准
预测患者对化疗的反应，且可以在
2～3周内完成，表明脑肿瘤类器官模
型技术达到了预测性临床前模型的标
准，可用于临床实践。

我国学者成功研发脑肿瘤类器官模型
为研究脑肿瘤发生发展机制、制定个体化精准治疗方案提供了新方法

致敬
“大体老师”

3 月 26 日，江苏省
暨南京市遗体和人体器
官捐献缅怀纪念活动在
南京市遗体器官捐献者
纪念林举行。江苏省、
市、区红十字会工作人
员及捐献者家属，南京
市红十字会捐献遗体器
官志愿者之友协会骨干
志愿者，4 所医学院校
师生等近千人来到现
场，肃立默哀并敬献鲜
花，缅怀纪念遗体和人
体器官捐献者。

通讯员宁小红
特约记者程守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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