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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精彩时光

（上接第1版）
我常常在想，我们守护的不仅是个

人健康，更是整个社会的稳定和安全。
有时候，大家也许未必能直观感受到我
们的存在，但这恰恰说明了我们用科学
技术为人民健康筑牢了一道道防线。
这种使命感让我在这条路上坚定前行。

■健康报：您提到在工作中要坚

持“事无大小、做到极致”，在您的科研
经历中，能看到许多创新性技术突破
和研发进展，这是否就是“事无大小、
做到极致”最好的体现？

马学军：我们有时能听到这样的
说法——“检测很简单”。检测真的简
单吗？又或者说，哪怕很简单，能把一
件简单的事做到极致，那也是不简单
的。所以我们团队的座右铭是“坚持

是一种美德，事无大小、做到极致就
好”。尤其对科学研究来说，不畏失
败、懂得坚持的精神弥足珍贵。

核酸检测和诊断技术正在飞速发
展。我们的一些突破实际上都是瞄准
了检测与诊断中的某个关键点，通过
不断探索和努力来解决技术难题。

比如，我们在2015年研发了具有
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新型多重PCR
（聚合酶链式反应，一种用于放大扩增
特定的DNA片段的分子生物学技
术）技术平台。该平台围绕传染病防
控重大专项，针对发热伴呼吸道症候
群病毒性病原、发热伴腹泻症候群病

原体的监测和病原谱的构成分析，以
及突发疫情病原的快速应急筛查中
所面临的技术问题，满足了我国不同
层级疾控机构对经济、快速、高灵敏
度、高特异性和高通量检测技术的迫
切需求。

我们还研发了具有我国自主知识
产权的高灵敏度核酸检测技术，通过
优化反应体系、提高检测方法的灵敏
度，解决了传统核酸检测技术在低浓
度病原体检测中的难题。

我作为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病原
多场景实时检测关键技术平台的建立
和应用”项目的首席科学家，带领团队

研发病原体核酸现场检测技术，取得
了多项突破，研制的多套国产设备可
以实现现场检测数据实时上传和预
警。比如，我们研发的病原体核酸全
自动快速检测仪，携带方便，可以快速
检测包括新冠病毒、流感病毒、腺病毒
等在内的17种呼吸道病原体，且仅需
30分钟就能完成检测全流程。之所
以强调“现场”二字，是因为在发生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时，我们可以携带这
套仪器快速在现场开展检测。无论是
确定还是排除，都能实时上传数据、迅
速发出预警，从而节省时间，为疫情现
场的应急处置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

马学军：将“事无大小、做到极致”进行到底

（上接第1版）
新建区人民医院开辟“绿色通

道”，配备专用CT设备，极大提升了
筛查效率；南昌市第一医院设置肺癌
筛查等候区，方便高风险人群随到随
查。“作为肺癌筛查市级项目管理单
位，医院向新建区人民医院派驻一名
胸外科，对本次预试验进行全程指
导。”南昌市第一医院公共卫生科主任

饶志瑛介绍。
预试验时间短、任务重，南昌市第

一医院影像科引入AI辅助诊断系统，
能在1分钟内出具影像辅助诊断报
告。“AI辅助诊断系统辅助筛查病灶
快，还能清晰显示结节位置，便于我们
进行二次复核，出具报告。后续全省
开展肺癌筛查和早期干预民生实事
时，AI辅助诊断系统将成为我们的得

力助手。”南昌市第一医院影像科张华
主任医师说。

截至目前，南昌市、鹰潭市的3个
县（区）完成肺癌筛查风险评估8664
人次、CT筛查1648人，其中263人查
出结节。“通过预试验，现场发现问题
62个。我们就此对工作流程、技术方
案、质量控制、信息系统进行了进一步
完善和优化。”江西省卫生健康委医政
处相关工作人员表示。

下一步，江西省卫生健康委将指
导各地依据江西省肺癌筛查和早期干
预民生实事项目实施方案、技术方案
等，科学、有序开展肺癌筛查和早期干

预工作。
江西省卫生健康委相关负责人表

示，江西将成立全省癌症防治工作部
门间协调机制，落实配套资金，以及
各项救治和医保政策；同时，依托人
工智能、专科建设和科普宣传，推进
癌症精准筛查、早诊早治；以肺癌筛
查和早期干预民生实事为契机，探索
癌症“防、筛、诊、治、康、管、健”一体化
管理路径，进一步健全全省癌症防治
工作网络，结合国家和省级区域医疗
中心项目等建设，提高全省癌症筛查
和诊治服务能力，实现“大病不出省”
的目标。

江西打响肺癌“阻击战”

□特约记者 李海鹏 魏剑
通讯员 于凯

“这次能死里逃生，多亏有你们！”
近日，在陕西省渭南市蒲城县医院心
血管内科病区，患者老秦听到病房医
生说他“恢复得不错，可以办理出院”
后，喜极而泣，不停道谢。

原来，62岁的老秦日前在家中突
然胸闷、胸痛、大汗。家属立即拨打了

“120”急救电话。“120”救护车很快抵
达。心电图提示：急性高侧壁、广泛前
壁心肌梗死，不排除左主干病变。随
车医务人员为老秦开通静脉输液通
道；排除相关禁忌证后，立即给予嚼服

“心梗一包药”。
“120”救护车到达蒲城县医院急诊

科时，老秦已呈休克状态。早就待命会
诊的心血管内科医生张宝玉立即给其查

体，随后启动胸痛救治“绿色通道”，将患
者推送进介入放射诊疗手术室。

介入放射诊疗手术室主任于凯、心
血管内科副主任王艳和张宝玉医生紧
急实施冠脉造影检查。术中发现患者
左主干病变，血流缓慢，病情危重。他
们行球囊扩张开通病变血管，恢复冠脉
血流。手术台上，救治团队多次给予胸
外按压、电复律、升压及纠正恶性心律
失常，紧急植入主动脉球囊反搏维持
血压。因患者生命体征不稳定，这时
植入支架可能适得其反。医生们决
定待其生命体征平稳后再进行治疗，
患者遂被转入重症医学科（ICU）继续
救治。

“病情非常复杂，心脏骤停、室速、
室颤、心源性休克接踵而至，我们始终
没有放弃，见招拆招。”心血管内科主
任张珍侠表示。

患者很快又突发多脏器衰竭伴消

化道出血。ICU医护团队使用无创呼
吸机、主动脉内球囊反搏、留置胃管等
对症施治，使其症状所缓解。

随后半个多月，患者危象仍频发，
医学检验科持续报告白细胞、部分凝
血酶原时间、超敏肌钙蛋白等的危急
值。ICU医护团队一次次化险为夷。

考虑到患者生命体征仍不稳定，且
左主干的病变需进一步介入治疗，手术
风险极高，救治团队多次和驻院帮扶的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医生王博沟通
病情。经反复讨论，初步商定在体外膜
肺氧合（ECMO）“保驾”下行左主干病
变手术。医务部组织多学科会诊，对手
术过程进行细致推演，最终为患者量身
定制了手术方案和应急预案。

手术当日，在王博精心指导下，由
于凯主刀，介入手术团队植入EC-
MO。随着离心泵的嗡鸣声响起，暗
红色的血液被抽出体外，经过氧合后

重新泵回体内。随即，在血管内超声
精确指导定位下，主刀医生给患者左
主干、前降支顺利植入2枚支架。术
后，患者生命体征相对稳定，各方面指
标符合ECMO撤机指征，给予撤机。

“患者在ICU住了整整25天，每
天都经历着生死考验。其实，更应该
感谢患者和家属的充分信任，让大家
更有底气救治。”ICU主任李德罡称。

在漫长的救治时间里，救治团队
协助老秦接连闯过心脏骤停、室颤、休
克、脏器衰竭等多重险关。随后，老秦
由ICU转入心血管内科监护病房继
续接受治疗。10天后，老秦终于可康
复出院了。

蒲城县医院党委书记姜健表示，
该院作为县域龙头医院，有责任建好
建强医疗救治体系，不断提升急诊急
救水平，更好地为县域及周边居民的
生命安全提供保障。

六旬老人连闯险关获“心”生

新型脑机接口设备
使中风患者重新“说话”

新华社洛杉矶3月31日电 一
个国际研究团队3月31日在英国《自
然·神经学》杂志上发表论文说，他们
利用人工智能算法改进了脑机接口植
入设备，使一名失语18年的中风患者
能以更接近自然语言的速度将想法转
换成语言表达出来。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旧金山分校
领衔的研究团队在一名47岁因中风
失语的女性患者身上测试了这项新技
术。研究者将设备植入患者大脑的语
言中枢，借助电极记录了她在脑海中
默念句子时的大脑活动，并使用其中
风前的声音样本构建了语音合成器，
还原出她的声音。随后研究者利用人
工智能模型将神经活动转化成语音单
元播放出来。

在研究中，患者从屏幕上出现的
一组由1024个单词和50个短语组
成的句子中默念出100个句子。脑
机接口设备从她开始默念句子的前
500毫秒起，每80毫秒捕捉一次她
的神经信号，每分钟可“读出”47到
90个单词（自然对话的语速约为每
分钟160个单词），使其能更接近自
然语速。

与早期技术需等待用户思考完整
句才能生成语音不同，经改进的脑机
接口系统可在3秒内同步完成对患者
所思考语句的实时解析与语音转化，
而患者此前所用的辅助通信设备完成
这一过程需要超过20秒。研究人员
说，这一工作原理类似于会议或电话
的实时转录系统。快速的语音解码能
力有望使患者跟上自然语速，采用患
者本人的声音样本还将显著提升合成
语音的自然度。

不过，与自然对话相比，新脑机接
口设备的运行仍有相当大的延迟。研
究人员说，尽管该设备仍处于实验阶
段，但他们希望未来它能帮助那些无
法说话的人重新获得表达能力。

宣武医院开出
阿尔茨海默病新药全国首方

本报讯 （记者吴倩 特约记者
王蕾）3月31日，全球首款每月仅需
注射一次的阿尔茨海默病治疗新
药——多奈单抗注射液，在首都医科
大学宣武医院暨国家神经疾病医学中
心开出全国首个处方。当天，有5名
患者接受了该药治疗。

阿尔茨海默病会致使记忆力与其
他认知功能渐进式衰退，目前，有效治
疗手段极为匮乏。大量研究证实，大
脑中淀粉样蛋白斑块的过度积聚与阿
尔茨海默病相关的记忆及思考问题存
在因果关联。多奈单抗注射液作为一
款靶向阿尔茨海默病病理蛋白——β
淀粉样蛋白（Aβ）的抗体药物，作用机
制具有高度特异性。它能精准地与大
脑中沉积的β淀粉样蛋白相结合，激
发身体自身的清除机制，促使过度积
聚的淀粉样蛋白斑块得以有效清除，
从而对阿尔茨海默病的病情进展起到
显著的减缓作用。

“多奈单抗是目前唯一在中国获
批，且在说明书中明确建议淀粉样蛋
白斑块清除后可停止治疗的淀粉样蛋
白靶向治疗药物。”该院常务副院长唐
毅介绍，宣武医院是多奈单抗注射液
Ⅲ期临床试验的中国牵头单位。

首都医科大学神经疾病高创中心
主任贾建平教授介绍，临床试验显示，
66%的患者在多奈单抗治疗1年内实
现了淀粉样蛋白清除，依据治疗建议
停止了用药。

西安交大一附院实施
首例全部大器官及角膜捐献

本报讯 （记者张晓东 特约记
者王睿 通讯员张永鹏）近日，西安交
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器官捐献科成功实
施首例全部大器官及角膜捐献。在器官
捐献协调员见证下，一名33岁的脑死
亡患者的心脏、肺脏、肝脏、双肾、胰腺
及角膜得以成功捐献。这些器官和角
膜为5名终末期器官衰竭患者带去新生
希望，且将为2名角膜盲患者送去光明。

在发现潜在器官捐献者后，西安
交大一附院器官捐献科团队提前介入
评估，建立“黄金24小时”紧急响应机
制，与医院相关科室紧密配合，确保供
体功能维护、伦理审查、器官获取与保
存、器官移植及家属心理支持等环节
衔接顺畅。

近年来，借助“卫生健康委—红会—
器官捐献科—基层医院”联动模式，西
安交大一附院持续推动陕西省器官捐
献率稳步提升。自2012年开展首例
器官捐献工作以来，该院累计实施器
官捐献 1940 例，其中捐献大器官
5679个，挽救了数千名终末期器官衰
竭患者的生命。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创新
难治性睡眠障碍疗法

本报讯 （特约记者杜巍巍 通
讯员杨岑）日前，武汉大学人民医院
（湖北省人民医院）洪山院区麻醉与睡
眠门诊创新使用行为认知疗法+睡眠
滴定+星状神经节阻滞治疗方案，成
功帮助多名被睡眠障碍长期折磨的患
者重归健康生活。

该院麻醉与睡眠门诊吴晓静教授
对患者心理及生理状况进行全面测评
后，针对患者病程长、药物依赖性强的
情况，通过睡眠健康教育、心理认知行
为学干预，以及麻醉专业所特有的睡眠
滴定—快速抗抑郁抗焦虑法和神经阻
滞调节自主神经紊乱等综合性疗法，使
患者快速改善心境和睡眠。

吴晓静介绍，睡眠滴定技术是依
托先进的监测设备，依据患者实时脑
电数据，精准调控麻醉药物剂量。医
生在确保患者舒适、安全的前提下，利
用亚麻醉剂量使患者迅速进入仿生理
性深度睡眠状态，改变患者心境，有效
改善患者的抑郁或焦虑状态，降低患
者对助眠药物的依赖。星状神经节阻
滞则是在超声引导下，将药物精准注
射至星状神经节周围，精准调节交感
神经系统张力，降低交感神经兴奋性，
让已紊乱的植物神经系统重新恢复平
衡，改善患者睡眠质量与精神状态。

经过近1周的系统性治疗，患者
的病情显著好转。治疗后1个月的随
访显示，患者睡眠质量持续向好，再未
出现药物过量情况。

本报讯 （特约记者孙国根）复旦
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赵迎亚副研究员
和张蕴晖教授课题组开展的一项研
究发现，全氟化合物暴露对妊娠糖尿
病孕妇子代出生结局和儿童早期生长
有负面作用。相关论文近日发表在最
新一期国际期刊《环境化学快报》上。

全氟化合物是一类人工合成有机
化合物，因其出色的防水、防油、防污
和耐高温性能，被广泛用于制造不粘
锅涂层、防水防污的户外用品（如防水

外套和帐篷）、食品包装材料（如防油
纸和微波炉爆米花袋），并在半导体和
印刷电路板、工业润滑剂、消防泡沫、
纺织品涂层制造中发挥重要作用。全
氟化合物分子结构极其稳定，难以在
自然环境中降解，可在大气圈、水圈和
生物圈长期积累，并通过多种途径对
生态系统和人类健康构成潜在威胁。

张蕴晖介绍，课题组通过巢式病
例对照研究设计，就孕妇在宫内高糖状
态下因膳食等途径接触全氟化学物，其

子代生长发育受影响情况开展了研究。
课题组纳入1064对母婴，包括

532对妊娠糖尿病母婴、532对健康
母婴，通过超高效液相色谱串联三重
四极杆质谱联用技术，检测母婴脐带
血血清中11种传统和新型全氟化学物
浓度。结果发现，大部分脐血样本中
均检测出全氟化学物，其中，用于生产
不粘锅特氟龙涂层和防水织物涂层的
全氟辛酸浓度最高，其次为用于消防
泡沫、电镀及半导体行业的全氟辛烷

磺酸。此外，作为全氟辛烷磺酸的替
代物，新型化合物6∶2氯代多氟醚基磺
酸在脐血样本中的检出浓度也不低。

深入研究发现，在孕期高血糖背
景下，全氟化合物暴露会引发孕妇提
前分娩，增加新生儿出现低出生体重
等不良出生结局的风险。通过对儿童
早期发育进一步随访，并结合我国《7
岁以下儿童生长发育参照标准》分析
发现，儿童出生前接触全氟化合物与
其早期生长速度减缓之间存在显著关

联。进一步通过复合暴露评估发现，
在所检测的11种全氟化合物中，全氟
辛酸的短链替代物全氟丁酸对儿童早
期发育的影响最为显著。这提示，相
关部门需加强对该类替代物安全性的
研究和关注。

张蕴晖认为，孕妇和儿童是环境
健康损害的敏感人群，在未来的新污
染物治理过程中，需重点关注有潜在
生殖发育毒性的化学品安全性评估，
并建立重点管控污染物清单。

健康隐患藏在防水涂层和食品包装材料中

糖尿病孕妇宜少接触全氟化合物

药盒“宣教”

湖北省襄阳市中医
医院运动医学科将常
用药物的药盒搭配简洁
文字说明张贴在健康
宣教墙上，以方便患者
在走廊活动时强化记
忆，提升信息接收的便
利性。图为近日该院运
动医学科护理人员在借
助健康宣教墙向患者介
绍用药知识。

特约记者萧济康
通讯员邵本刚

摄影报道

盆底手术智能决策
辅助系统“免费用”

本报讯 （通讯员杜喆 刘朝阳
特约记者段文利）近日，北京协和医院
妇产科学系主任朱兰、普通妇科中心
主任孙智晶团队与清华大学联合开发
的盆底手术智能决策辅助系统成果发
表在国际期刊《自然》子刊《npj数字
医学》上。该系统能综合考虑手术疗
效、风险、成本、复杂度与患者需求等，
智能推荐透明、个性化的手术方案。
为方便临床应用，研究团队已在线免
费开放系统平台，为基层医生提供智
能决策助手。

器官脱垂（POP）手术方案选择过
程复杂，传统方法高度依赖专家经
验。研究团队基于北京协和医院近
20年积累的手术和随访数据库的丰
富信息，以及多中心外部验证信息，成
功开发了盆底手术智能决策辅助系
统，让这一复杂手术决策实现了从“经
验主导”向“数据量化”的迈进。

基于全国多家三甲医院超1200
例POP患者数据的验证研究显示，该
系统的综合最优推荐准确率为62%。
该系统推荐结果时会附带量化依据，
直观展示“为何选A而非B”，助力医
患高效沟通。在应用试验中，妇科盆
底专家、普通妇科盆底医生和未接受盆
底专科培训的基层医生对系统推荐结果
的接受率分别为49%、81%和97%。

研究团队介绍，盆底手术智能决
策辅助系统具有非常好的拓展性，目
前已纳入最常见的器官脱垂手术方案
进行初步探索，未来还可纳入更多新
术式或组合术式，支持其他疾病或更
复杂的治疗决策场景。

研究团队提示，该系统仅作为辅
助决策助手，需要医生做最终决策。
虽然该系统有助于医患沟通，但医患
仍需结合具体情况共同决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