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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

“以菌治菌”有望开启新市场，政产学研医联手打通“从坐便器到药物”全产业链条

国内首家肠菌移植医学中心落沪
据文汇报 肠道菌群生态是人体

内最重要的微生态系统，被称为“人
类第二基因组”。近日，国内首家肠
道微生态诊疗中心——FMT（肠菌
移植）医学中心在新虹桥国际医学
中心成立。中心由上海新虹桥国际
医学中心、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上
海上药信谊药厂有限公司和根本集
团仕承生物工程（上海）有限公司四
方共建，共同探索“政产学研医”深
度融合协同创新模式，在肠菌移植
领域推进精准诊疗和药物研发。工
信部产业技术基础公共服务平台同
日揭牌。

在肠菌移植产业布局上，上海
“快人一步”。近年来的临床研究和
疗效证明，FMT 疗法可将重大慢病
的肠道和肠外病变从难治变为易治，
从无法治变为有效治，开辟了颠覆性
治疗新策略，也为 FMT 产业化奠定
了基础。

肠菌移植为慢病治疗
开辟全新途径

人体肠道内有约 1600 种菌群，
它们可分为益生菌、条件致病菌、致
病菌三类。肠道菌群疗法最早出自
葛洪的《肘后备急方》，李时珍的《本
草纲目》中亦有记载。相关科学研
究发现，肠道菌群与近 80%的慢性病
有关。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秦环
龙教授团队深耕该领域 20 多年，揭
示了重大慢病“菌-肠-器官轴”的
调控新机制，疾病判断模型精准率
达 90%。

据介绍，人体内 95%的五羟色
胺、50%的多巴胺在肠道中，肠道微
生态如果紊乱，可能会导致神经递质
释放异常，引发神经系统疾病，包括
帕金森病、阿尔茨海默病、自闭症、焦
虑症、抑郁症、渐冻症等。

基于这些研究，肠道微生物成为
解开人类生命健康之谜的一把新钥
匙，“以菌治菌”的诊疗方案由此诞
生。所谓“以菌治菌”，就是将健康人

粪便菌群移植到患者体内，重建肠道
菌群，以实现疾病治疗。如今，这种
新型治疗技术已成为治疗难治性肠
道疾病、神经退行性疾病、免疫异常
疾病的新策略。

近年来，我国慢性病发病率逐年
增长。肠菌移植技术为慢病治疗开
辟了新途径，结合肠道微生物组学、
代谢组学等多组学研发，将成为引领
行业发展的诊疗新技术。十年来，上
海十院对慢性顽固性便秘、自闭症、阿
尔茨海默病等重大慢病实施FMT治
疗1.3万余例，10年随访有效率超过
62%；开展FMT治疗自闭症全国多中
心临床研究，累计治疗590例，6年随
访有效率达61.2%；率先实施小肠液
联合粪菌移植，提升有效率至92%。

国内首个标准化FMT
菌液生产线建成

随着临床诊疗技术的快速发展，
全球已有近百家企业转战肠道微生
态与慢病治疗新赛道，数百项临床试
验正在开展，数十万患者已接受
FMT治疗。一个从“坐便器到药物”
的新兴产业已现雏形。据估算，我国
肠菌移植产业产值有望超两万亿元。

推动产业健康发展，标准是关
键。两年前，上海十院秦环龙教授和
李宁教授团队研发的“肠道菌群移植
术 25 项系列专利”与上海医药集团
合作并实现成果转化，建立了国内首
个符合 GMP（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
范）标准的FMT菌液生产线，可实现
标准化生产菌液15万支/年、胶囊30
万粒/年。

在这套自主研发的标准化肠菌
制备设备及智能化管理系统中，健
康者供体的粪便经过智能化系统的
分离处理后，接受严格的质控检测，
被开发成一支支菌液和一粒粒活菌
冻干粉胶囊。菌液通过鼻肠管注入
病人肠道，病人也可服用活菌冻干
粉胶囊。

除了生产环节，患者准入和排

除、不同慢病的评价、肠菌移植供体
筛选等环节也需要建立标准和规
范。上药信谊药厂有限公司董事长
潘德青表示，公司将与上海十院团队
强强联手，围绕建立中华标准菌群
库、肠菌胶囊产业化生产、新型功能
菌株开发等项目，聚焦肠菌移植诊疗
技术工程化研究与开发，突破行业共
性与关键技术。

加速推进菌液胶囊成
药研发及医保落地

FMT 技术的发展，得到了上海
科创办、市经信委、市科委等部门的
支持。2020年8月以来，市卫健委批
准FMT列入新技术，并发布FMT管
理规范。2022年9月，国家卫健委医
院管理研究所发布FMT技术标准和
管理规范。同年 11 月，上海市医保
局和物价局批准 FMT 项目收费标
准，推动了这种技术的临床应用。

上海科创办专职副主任陈尧水
表示，FMT 医学中心的建立是我国
在肠菌移植领域推进精准诊疗、加快
药物研发转化的重要一步。据悉，

“人体肠道活菌成药研发与制备”已
作为张江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专项
发展资金重大项目落地，正在建设制
备先进、疗效确切的国内首个人体肠
道活菌药物研发基地。

此次设立的FMT医学中心包含
研发中心、制备中心、诊疗中心和示范
中心四大核心功能，将加速共建肠菌
移植领域产学研医协同创新生态，瞄
准原创性、引领性医学创新方向，建设
有全国影响力的高水平临床研究与医
学转化平台，紧跟国际生命科学技术
前沿，搭建“技术研发—诊疗、治疗、预
防—产业体系”的完整产业链。

下一步，FMT 医学中心将推进
相关医疗器械、制备设备迭代，完
善产业化体系，并推进用于肠菌移
植的菌液胶囊申报成药、进入医
保，让 FMT 疗法造福更多患者。

■沈湫莎

据新华社 世界卫生组织 5 日宣
布，新冠疫情不再构成“国际关注的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解除 2020 年 1
月30日拉响的最高级别警报。

世卫组织紧急委员会 4 日举行
会议评估全球疫情，世卫组织总干事
谭德塞根据会议结果宣布上述决定。

“我满怀希望地宣布，新冠疫情
全球卫生紧急状态结束。”谭德塞 5
日在记者会上说，近期全球疫情总
体呈下降趋势，人群免疫力提升，死
亡率逐步下降，全球卫生系统承压
减轻，多数国家恢复到过去熟悉的
生活。

谭德塞同时指出，“这不意味着
新冠疫情不再是全球健康威胁”，一

旦新冠疫情再次让世界处于危险中，
他将毫不犹豫召集专家评估形势。

过去三年多，全球经历由阿尔
法、德尔塔、奥密克戎等变异毒株引
发的多轮疫情高峰。世卫组织数据
显示，全球累计报告确诊病例逾 7.6
亿，死亡病例超过690万。

中国疾控中心病毒病所研究员
陈操 8 日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
闻发布会上表示，从监测数据看，目
前我国主要新冠病毒流行株为XBB
系列变异株，与早期流行的奥密克戎
亚分支相比，致病力没有明显变化。

陈操介绍，XBB系列变异株是目
前全球优势流行株。今年4月下旬，
在输入病例当中，XBB系列变异株的

构成占比已达到 97.5%，与全球的
XBB 系列变异株占比基本保持一
致。在本土病例中，自今年 2 月份
起，XBB 系列变异株的占比明显升
高，从2月中旬的0.2%增长到4月下
旬的74.4%。

据介绍，中国疾控中心将继续做
好哨点医院确诊病例和聚集性疫情
变异株的监测工作，会同海关部门做
好输入变异株监测。同时，我国已建
立多渠道监测预警体系，在哨点医
院、发热门诊、重点场所等开展疫情
监测，一旦发现异常风险信号，各地
疾控部门将边核实、边评估、边预警、
边处置，切实回应社会关切。

■王其冰 李恒

据解放日报 很多市民在体检
时，很容易查出肺结节，这让他们寝
食难安。日前，上海健康大讲堂邀请
华东医院老年放射科主任李铭指导
市民科学看待肺结节。

“研究发现，多达半数的人在
接受低剂量胸部 CT（LDCT）检测
时，有一个或多个结节；有的研究
发现，接受胸部影像检查的 50 岁以
上人群中，百分之六七十会诊断出

肺结节。”李铭分析，“吸烟、二手
烟，各种工业化和汽车尾气，装修
涂料、厨房油烟、刺激性的厨卫清
洁用品等室内污染，都可能会导致
肺结节的发生。”

绝大部分小结节的性质是局部
炎症以后残留的炎性肉芽肿、错构
瘤、肺内小淋巴结等，它们大部分会
一直保持不变，部分会缓慢长大，但
对人体没有破坏和杀伤力。有一些

小结节在初期善于伪装，病理上称为
“癌前病变”，随着时间的推移，经过
不断的自我复制及发展壮大，具有了
一定的破坏能力。

据介绍，微小肺癌根据“四抓”原
则来诊断，即抓早（极早期肺癌）、抓
小（小于 10mm 的早期肺癌）、抓准
（术前准确诊断）、抓好（临床、影像、
病理互相配合好，保证病理取材的准
确性）。 ■顾泳

新冠全球卫生紧急状态结束
XBB成主要流行株 致病力无明显变化

肺结节为何日渐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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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事·三区

“健康生活圈”的“破与入”
编者按
优质医疗资源下沉社区，优质健康服务落地“家门口”，免去就医来回奔波之苦，是居民

群众的殷切期盼。
“宜中则中、宜西则西”，“怪叫男孩”获得中西医结合的个性化诊疗，“名中医工作室”辐

射赋能社区中医儿科；把病床“搬”到居民家中，医生每周上门巡诊、开药，甚至还能输液，这
样的家庭病床服务养老机构老人也可享；同为乳腺癌患者，亦同为“姐妹”，“家人再聚”，为更
多病友提供多元服务，“让每个姐妹都不孤单”；一到营业时间，她在门口跟“老顾客”亲切地
打招呼，长者运动健康之家已成为附近社区老人的“每日报到之地”……

让更多服务“破圈”，让更多居民“入圈”，在杨浦打造人民城市“样板间”的进程中，“适配
全人群”的“健康生活圈”如何进一步“扩容增能”？

中西医“牵手”，共护儿
童健康成长

10 岁男孩涛涛（化名），1 年前出
现眨眼、耸鼻的症状，家长未予重视，
最近发现孩子除了之前的症状，还不
时发出“啊”“啊”怪叫声。根据老师
反映，涛涛上课时也会发出不合时宜
的怪叫声，且无法集中注意力听课，
小动作颇多，作业也无法按时完成，
这时家长、老师才意识到严重性，于
是，涛涛来到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
属新华医院（以下简称“新华医院”）
就诊。

经中医儿科、儿神经内科、临
床心理科、儿内分泌科、影像科等
专家们会诊，涛涛被诊断患有“抽
动 障 碍 共 患 注 意 力 缺 陷 多 动 障
碍”。专家们一起制定了个性化的
诊疗方案，予以中药汤剂、西药联
合治疗，同时配合穴位贴敷，耳穴
压丸治疗。家长表示，治疗后，涛
涛抽动症状频率明显降低，上课时
注意力集中时间较前延长，长期随
访症状控制也较好。

日前，上海市抽动障碍、注意缺
陷多动障碍中西医结合诊疗中心，已
落户新华医院。这是上海首家中西

医结合诊治抽动症、多动症平台，为
患儿提供个性化的治疗方案。

注意缺陷多动障碍，俗称“多动
症”；抽动障碍，俗称“抽动症”。据统
计，我国抽动症患病率与发病率分别
在5－11‰和1%以上，且呈逐年上升
趋势。在我国，儿童多动症的发病率
约为6.4%。但目前每年多动症、抽动
症就诊的孩子总数不超过80万人，真
正接受临床干预仅十几万人，就诊率
不足1%。

“出现就诊率不高的主要原因
在于家长对多动表现知识的缺乏和
重视度不够，等到想挽救的时候往
往已经后悔莫及。”上海市精神卫生
中心儿童青少年精神科主任杜亚松
介绍，这个中西医结合诊治平台汇
集了上海市儿童神经、心理以及中
医界的顶尖专家，希望通过多学科
的合作机制，融合中西医最前沿的
诊疗经验，优势互补，制定适宜普及
推 广 的 方 案 ，“ 宜 中 则 中 、宜 西 则
西”，护佑儿童身心健康成长。

“上海市名中医吴敏工作室”也已
揭牌成立。

“当下，中国多动症、抽动症患者
人数众多，其中不少为学龄前儿童。”
在新华医院中医科学科带头人吴敏看

来，在开展西医治疗的同时，如果能采
取中医适宜技术对多动症、抽动症患
儿进行干预，比如：针灸疗法、推拿、穴
位治疗，可以有效减少药物的副作用，
防止孩子的症状进一步加重。“通过外
治，中药内服，可以有效帮助患儿控制
症状。”

吴敏表示，下一步将依托平台，组
织中西医相关领域专家开展融合学
习，搭建疑难病症共同诊治平台；对社
区转来的病患共同诊断、制定个性化
诊疗方案；定期开展学术研讨和国际
交流。

病床“搬家”，老人更有
“医”靠

83岁的李奶奶长期卧床，有多种
基础疾病，由于她入住的杨浦区社会
福利院第一分院没有内设医疗机构，
平时身体不适都由女儿陪同去医院就
诊，一来一回的奔波之苦，让老人的女
儿直呼“吃不消”。

近日，杨浦区社会福利院党支部
与平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党支部举行

“医路护航·医共享——健康义诊送关
爱，家医签约送守护”党建联建签约活
动，建立健全长效机制。今后，以家庭
医生签约为基础，住养老人不用走出

养老机构，就能享受到更专业的医疗
服务。

听说医生可以每周上门巡诊、开
药，甚至还能为老人提供输液等创伤
性、危险性较小的医疗服务，李奶奶
的女儿当即为母亲办理了家庭病床
服务。

家庭病床服务，简单来说，就是
把病床从医院“搬”到居民家中，由
社区医护人员上门为其提供诊疗、
康复、护理等医疗服务的一种形式，
与家庭医生签约后可优先建立家庭
病床。“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养老
机构的老人也可以申请。”平凉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医务科主任张金荣介
绍，家床服务机构可以为建床患者
提供健康管理、健康监测、医疗、中
医养生及康复锻炼、药事、会诊和预
约转诊服务、安宁疗护服务等七大
类服务。

医养一体化，能够将医院和养老
机构的功能有机结合，把医疗康复服
务和生活照料融为一体，为老年人带
来更全面的健康医疗服务。

杨浦已进入深度老龄化阶段，为
解决老年人尤其是患病、失能、半失能
老年人的养老医疗问题，近年来杨浦
积极推动医养结合工作发展，建立“医
养结合”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与养老机
构的签约服务支持机制，让养老更有

“医”靠。
“像这样的服务在我们养老院需

求还是很大的。”杨浦区社会福利院第
一分院院长董夫刚告诉记者，该院共
有老人97名，平均年龄85岁，大多为
重度失能老人，仅12名有一定自理能
力。“依托此次签约共建，今后老人的
配药、就诊将更便利，医疗费用也有望
进一步降低。”

同为患者，亦同为“姐妹”
张淑萍于几年前确诊乳腺癌，如

今恢复状态良好；施月波，也是乳腺癌
患者，抗癌 27 年，上海杨浦区爱康癌
症康复服务中心负责人。

如何为乳腺癌人群普及术后康复
知识，提供心理与生理的双重关怀，已
成为社会命题。在杨浦，一支专注于
乳腺癌康复公益的团队应运而生，那
就是上海杨浦区爱康癌症康复服务中
心。张淑萍与施月波，同为乳腺癌患
者，亦同为“爱康姐妹”。

“我们提倡，大家每个月自查。
因为当一侧乳腺得过肿瘤，每年对侧
乳腺也有0.5%到1%的概率患病。我
们必须警惕这样的可能性……”日
前，长海路街道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的
活动室内坐满了社区居民，一场以乳
腺癌肿瘤康复治疗为主题的讲座正
在进行。在台上发言的，是上海交通
大学附属新华医院乳腺外科医生韩
宝三。

据了解，本次活动是长海路街
道妇联“癌症妇女”康复赋能项目
系列活动的环节之一。上海杨浦
区爱康癌症康复服务中心就是此
次活动的执行单位，这个由乳腺癌
患者自发组成的社会组织，长期为
街道“两癌”筛查出来的患者提供
服务，从“病友”角度给予关怀，助
力大家康复。

当天的讲座让“听众”张淑萍获益
良多：“讲座上说，我们平时服药，

应该要加钙片和维生素 D，还要多
晒 太 阳 ，这 一 点 很 有 帮 助 。 专 家
说，一旦缺钙了，再要补是很吃力
的。而我的运动量很少，也不爱出
门，所以一定要注意这一点。”张淑
萍说。

施月波告诉记者，抗癌 27 年的
经历，反而成为自己服务其他患者
的天然“优势”。她明白在哪一个
康 复 阶 段 ，患 者 需 要 什 么 样 的 服
务。“有时，家属也很为难，因为癌
症患者常常很消极，会和家属说，
你又不知道我的痛苦；而且家属的
劝告，也不愿意听。但我们以病友
身 份 去 和 患 者 沟 通 时 ，就 不 一 样
了。所以，我的服务更精准，更符
合患者的需求。”

当前，除专业讲座以外，爱康癌症
康复服务中心还提供多种服务，帮助
大家不仅在生理上加速康复，也在心
理上加速康复。

“针对出现乳腺癌淋巴水肿的，
我们准备了划龙舟、非洲鼓等项目，
为了提升大家的自信，我们还会举
行走秀活动。”施月波表示，“有很多
患者心态不好，我们就鼓励开展病
友结对。每一个新的患者加入后，
我们都会进行家访和电话联系，每
月至少一次。我们要关注这个患者
的心态变化、治疗进展等。这是一
种情感支持、康复陪伴，让每个姐妹
都不孤单。”

每天“报到”，每个健身
设备都用一遍

长者运动健康之家，是上海在全
国首创、面向老年人的社区多功能健
身场所，目前，杨浦已建成4家，深受
老年人欢迎。

居民顾女士就每天去五角场街道
长者运动健康之家“报到”，“在这里锻
炼、放松一两个小时，每个设备都用一
遍。”顾女士一边进行微循环促进放
松，一边和记者说，以前在室外锻炼，
遇到刮风下雨或高温酷暑很不方便，
还存在安全隐患。长者运动健康之家
不受天气影响，各种健身设备都十分
适合老年人使用，还有工作人员指导，
她很满意。

工作人员姚海燕对于顾女士这
样的“老顾客”已经十分熟悉，“今天
来晚了一点嘛”“走路过来的，慢了
点，哈哈”……下午营业时间刚到，姚
海燕和进门的“老顾客”们亲切地打
着招呼。

酷似跑步机的“走步机”，看上
去像躺椅的垂直律动沙发……100
多平方米的空间里，大大小小健身
设备共有 20 多种，都是为老年人

“量身定制”，心肺锻炼、微循环、律
动训练等项目皆可开展。姚海燕
告诉记者，目前有长期用户五十余
名 ，都 是 来 自 附 近 社 区 的 退 休 老
人。工作人员会“因人制宜”，推荐
使用相应的健身设备，并提供专业
指导。

在长者运动健康之家，老人使用
市体育局发放的专项助老体育消费
券，每月仅需 69 元即可享受各项服
务。未来，还将有更多点位建成开放，
为更多老年人提供“家门口”的专业运
动健康服务。

■毛信慧 汤顺佳 赵旭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