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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

大西洋经向翻转环流接近临界点
据新华社 近日发表在美国《科

学进展》杂志上的一项新研究显示，
大西洋经向翻转环流（AMOC）正接
近临界点，研究人员认为这可能“对
气候系统和人类来说是个坏消息”。

大西洋经向翻转环流被称为“大
洋传送带”，是地球气候系统的一个
重要调节系统，将表层的温暖海水、
热量、盐分、营养物质等从赤道附近
运往高纬度地区，并在那里冷却、下
沉，将较冷的海水从深海运回赤道地
区。这种流动有助于分配能量和热
量，并调节全球变暖的影响，直接影
响人类生活的气候条件。

然而，由于全球变暖导致冰盖融
化速度快于预期，河流水位不断上
涨，北大西洋的淡水流入量增加，阻
碍来自南方盐度更高、更温暖的海水
下沉，导致该系统趋向崩溃。此前研
究显示，AMOC 处于 1000 多年来最
疲软状态。

荷兰乌得勒支大学的研究人员
利用计算机模型和此前数据，计算
出 AMOC 到达临界点时可观测到
的预警信号：即该环流引发的大西
洋南部边界地区淡水输送的最小
值。分析显示，目前的 AMOC 正在
接近临界点。

研究主要作者、乌得勒支大学学
者雷内·范·韦斯滕表示，AMOC正在
接近临界点不只是一个理论概念，这
对气候系统和人类来说是个坏消息。
目前还没有足够的数据表明临界点是
在何时达到，但当AMOC触及临界点
时会对人类造成不可逆影响。

研究还描绘了AMOC崩溃可能
引起的一些后果：大西洋某些地区的
海平面将上升1米；亚马孙地区的雨
季和旱季将受影响，可能使本已脆弱
的雨林超过其自身临界点；世界各地
的气温波动将更不稳定；南半球将变
得更温暖等。 ■郭爽

据解放日报 对痴呆的早期识别
与干预对降低疾病负担至关重要。
然而，痴呆早期识别难度大，传统有
创或高成本检查技术存在局限，迫切
需要发展便捷、无创、可靠的生物标
志物进行筛查。

近日，复旦大学类脑智能科学与
技术研究院冯建峰教授/程炜研究员
团队联合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郁
金泰教授团队展开联合攻关，采用大
规模蛋白质组学数据和人工智能算
法发现了预测未来痴呆风险的重要
血浆生物标志物，可提前 15 年预测
痴呆发病风险，对痴呆高危人群的筛
查和早期干预具有重大意义。

北京时间 2024 年 2 月 13 日，相
关研究成果发表在《自然·衰老》，并
被编辑选为研究简报进行报道。《自
然》主刊同一天对该研究工作进行重
点介绍，认为这项工作“标志着向能
在早期无症状阶段检测阿尔茨海默
病及其他类型痴呆的血液检测方法
迈进了一步，这一目标正是科学家们
几十年来一直在探寻的”。

研究团队基于大样本队列数据，
对 52645 名非痴呆社区人群进行了
平均超14年的追踪随访。整个随访
过程中，1417 名参与者被诊断为新
发全因痴呆，691名患者被诊断为新
发阿尔茨海默病，285名患者被诊断
为新发血管性痴呆。

研究通过对1463种血浆蛋白质
数据进行分析，发现了对痴呆预测极
具价值的血浆生物标志物：GFAP、
NEFL和GDF15。随后，研究团队运
用机器学习算法对上述得到的与痴
呆风险有显著关联的蛋白进行重要
度排序，发现仍旧是GFAP、NEFL和
GDF15 这三个蛋白排名最靠前，即
对痴呆预测的贡献最大。

“我们团队前期构建的全表型痴
呆预测模型可提前10年预测发病风
险，精度达85%，本研究进一步将预
测年限提前到发病前15年且预测精
度突破90%；该研究表明蛋白质组学
在脑疾病早期精准干预中的重要作
用，为未来脑疾病研究提供新的思
路。”程炜表示。 ■黄海华

据解放日报“以前拿到化验单，
总是一头雾水，看到上面密密麻麻的
数字和专业术语，真不知道是啥意
思。现在好了，直接用手机扫一扫瑞
金医院化验单上的二维码，就有医院
专家对应讲解指标与身体功能的关
系，让我直观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
省去了大量查阅资料的时间，真是方
便。”近日，来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
属瑞金医院就诊的张女士说。

“怪不得医生总说我低密度脂蛋
白高，扫了化验单上的二维码，听了视
频里陈桢玥主任的科普视频，才知道
这些数字背后的含义原来这么多！”患

有心血管疾病的陈先生握着手上的报
告单，十分感慨，“化验单的改进，体现
出对患者更多的关怀和指导，这是一
张有温度、会说话的智慧化验单。”

近日，瑞金医院检验科主任王学
锋带领团队联手推出“智慧化验单”，
每位前往瑞金医院进行血脂检查的
患者，都会收到一份个性化的血脂化
验单，上面印有两个系统讲解的二维
码，扫码后便可观看医院专家的对应
科普视频，方便患者更清楚了解化验
单的相关指标，还能科学指导有心血
管疾病风险的人群用药。

“通常，化验单上的血脂会有一个

参考范围，但是临床发现，这个参考范
围以内的一些人群也会出现心血管意
外，也就是说，传统意义上达标的群
体，也会有心血管风险。因此，为了让
这群人提早注重防范，将相关指标控
制在属于自己的‘健康值’内，我们特
地推出这样的‘智慧化验单’。”王学锋
介绍，“化验单是实验诊断结果反馈医
师、患者的报告形式，除纸质报告外，
近年来电子报告也为业界广泛使用，
但除了检测项目、正常值范围之外，医
师、患者得到的信息有限，除相关专科
医师外，一般医师较难对特殊患者的
个体情况作出精准判断。” ■黄杨子

据解放日报 面对寒潮天气该如
何 防 寒 保 暖 ？ 需 要 预 防 哪 些 疾
病？复旦大学附属金山医院急危
重病中心副主任张琳接受了记者
采访。

金山医院地处远郊，急诊量因气
温下跌出现上升。数据显示：日均急
诊就诊总量高达 1000 余人，其中急
诊内科达 500—600 人。专家分析，
目前主要病种包括急性呼吸道感染、
心脑血管疾病、不当取暖导致的一氧
化碳中毒。

“根据我们现有疾病谱统计，七
成以上急诊患者是上呼吸道感染、肺
部感染。目前支原体肺炎、甲流比例
有所下降，乙流仍占据主流。天寒地
冻，平日有慢性支气管炎的患者会诱
发哮喘，保暖不足则病毒容易侵袭，
细菌病毒如没及时控制就会成为肺
炎。”张琳解释。

从急诊数据来看，心脑血管疾病
患者也有所增加。专家说，低温会导
致心脑血管收缩痉挛，引发胸痛心
梗、缺血性脑卒中（脑梗）等。

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不少中青
年不注意生活方式，合并肥胖、代谢
综合征等，早早患上了“三高”（高血
压高血脂高血糖），严寒季节这类人

群也应充分引起警惕。
张琳举例，上一轮寒潮时，一位

平日身强体壮的中年人突然一侧肢
体乏力，直至次日出现口角歪斜、头
晕才前往就诊，错过了最佳黄金救治
时机。

专家特别提醒：缺血性脑卒中
（脑梗）治疗的关键，在于急性期尽早
接受规范治疗。目前，国际广泛推荐
的有效治疗措施是脑梗死急性期发
病4.5小时内，应用静脉溶栓治疗；发
病6小时内，前循环大血管闭塞应用
血管内治疗。

专家说，郊区有一些市民选择烧
炭取暖，部分时髦青年也会“围炉煮
茶”，进行这些操作时应保持室内通
风，正确使用煤气灶等设施，防范一
氧化碳中毒。

随着冰冻的出现，骨科门诊就
诊人数也有所上升，张琳建议市民
出门时尽可能穿鞋底有深齿、防滑、
保暖的平底鞋，尽量不穿高跟鞋。
如遇结冰路面，应慢行；如不小心滑
倒，避免用手腕支撑地面造成意外
伤害。

专家最后列出健康提醒：市民
应根据天气变化适时增减衣服，气
温较低时，尽量使用取暖设备。老

年人、孕产妇、儿童和心脑血管疾
病（脑卒中、冠心病等）、慢性支气
管炎和哮喘患者应注意保暖，加强
营养，适度锻炼；心脑血管疾病人
群要做好头部保暖，有哮喘或支气
管炎等患者应戴好口罩和围巾。
有基础性疾病患者做好自我健康
监测，遵循医嘱、按时服药，控制好
基础疾病。

此外，市民还应牢记“中风120”
“BE FAST”口诀，迅速识别脑卒中、
即刻行动。

“中风 120”口诀：1 代表“看到 1
张不对称的脸”；2 代表“2 只手臂是
否出现单侧无力”；0代表“聆（零）听
讲话是否清晰”。如果有任何一个症
状突然发生，极有可能是脑卒中，要
立刻拨打急救电话120。

“BE FAST”口诀为Balance：平衡
或协调能力丧失，突然出现行走困
难；Eyes：突发的视力变化，视物困
难；Face：面部不对称，口角歪斜；
Arms：手臂突然无力感或麻木感，
通常出现在身体一侧；Speech：说话
含混、不能理解别人的语言；Time：
上述症状提示可能出现脑卒中，请
勿等待症状自行消失，立即拨打120
获得医疗救助。 ■顾泳

据解放日报 记者从上海市质子
重离子医院获悉，2023 年医院治疗
出院患者量再破新高，单台质子重离
子放疗设备服务效率、重点病种疗效
继续保持国际同类机构领先水平。
截至2023年底，医院运营8年7个月
累计服务患者量达6395例，年平均增
长率为18%（日本同类机构完成6000
例治疗量历时17年）。目前可收治病
种范围已扩展至近50种，临床标准规
范（SOP）更新至 66 项（第 12 版），已
基本覆盖国内常见恶性肿瘤。

随着医疗质量安全体系的不断
完善，临床应用创新的不断加强，上
海市质子重离子医院收治能力持续
扩容。2023 年完成治疗量达 1090
例，较2022年增长6.8%，连续三年突
破千例大关，单月完成治疗峰值达
113例，均为开业以来最高并稳居国
际同类机构之首。

近 50 种可收治病种范围里，市
质子重离子医院将发病率靠前、质子
重离子放疗更具优势的鼻咽癌、颅内
颅底肿瘤、肺癌、肝癌、前列腺癌以及
胰腺癌、乳腺癌作为重点病种做精做
强，上述病种患者数已占收治总数的
四分之三。随着临床科研病例大数
据平台建设日趋完善，患者5年生存
率、临床疗效、毒副反应控制等均令
人满意。

以我国常见的头颈部恶性肿瘤

鼻咽癌为例，因鼻咽部位解剖结构复
杂，手术治疗难度大，放射治疗成为
主要根治手段。迄今，市质子重离子
医院已治疗并随访鼻咽癌患者1151
例。初治鼻咽癌患者 5 年生存率达
94.6%，明显优于光子放疗。

与初治鼻咽癌相比，复发鼻咽癌
的临床治疗更为棘手。市质子重离
子医院在国际上首创单纯重离子治
疗局部复发鼻咽癌，相较光子放疗，
患者 5 年生存率从不到 30%提高到
47%，鼻咽癌再程放疗最常见的并发
症——鼻咽黏膜坏死发生率从 40%
降至15%。

再以肺癌为例，市质子重离子
医院以重离子为主治疗并随访各类
型肺癌患者 705 例。早期（I 期）非
小 细 胞 肺 癌 患 者 5 年 生 存 率 为
63.2%，与手术治疗效果相当（5年生
存率 45%—65%），急性 3 级及以上
不良反应发生率仅为0.54%。其中，
磨玻璃结节型早期肺癌 5 年生存率
达 100%。不宜手术的局部晚期（III
期）非小细胞肺癌患者 5 年生存率
为35%，3级及以上不良反应发生率
仅为 5.1%，显著低于光子放疗。对
于肺癌患者，特别是高龄或伴有其
他疾病（如慢性阻塞性肺炎、肺气肿
等）无法耐受手术的患者，质子重离
子放疗以无痛、无创为患者提供了理
想选择。 ■顾泳

据新华社 先天性耳聋中约 60%
与遗传因素相关，目前临床上尚无治
疗药物。近日国际顶级医学期刊《柳
叶刀》以长文形式发表了一篇关于遗
传性耳聋基因治疗的临床试验研究。
该研究证明了遗传性耳聋基因治疗药
物在临床患者治疗中的安全性和有效
性，展现了基因治疗对治愈遗传性耳
聋的应用潜力，有助于推动耳聋基因
治疗药物的研发和临床应用。

记者从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
科医院1月25日举办的发布会上获

悉，听力损失和言语障碍是全球范围
内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据统计，全
球先天性耳聋患者高达 2600 万，就
我国而言，每年新生约3万聋儿。

主导完成上述研究的复旦大学
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舒易来教授表
示，OTOF基因（表达耳畸蛋白）突变
是导致先天性耳聋常见的病因之
一。为了解决遗传性耳聋无药可医
这一世界难题，他和团队历经多年探
索，联合多方合作，开发了基于腺相
关病毒的双载体基因置换疗法，最终

研发出针对OTOF基因突变的耳聋
基因治疗药物，并自主创新开发出精
准、微创的耳部递送路径和装备。

2022年6月，这一临床研究获得
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伦理
委员会批准；2022年10月，研究团队
发起临床试验，并于后续实施首例遗
传性耳聋患儿的内耳基因治疗。该
试验遵从大龄儿童到小龄儿童原则，
陆续纳入多例患者接受基因治疗，目
前最长的随访时间已达1年以上，患
儿可进行日常对话。 ■龚雯

随着冰雪运动的普及，滑雪、滑冰等运动成为春节
假期期间公众喜爱的运动。中国疾控中心发布健康提

示明确，参与冰雪运动需选择正规场所，应佩戴头盔、护肘、护膝、护臀等防护
装备，降低因碰撞和摔倒而受伤的风险。 ■新华社发 王鹏 作

复旦科研人员发现重要血浆生物标志物

提前15年预测痴呆发病风险

智慧化验单“会说话”

可收治病种扩至近50种

安全提示

脑卒中要尽早接受规范治疗

基因治疗遗传性耳聋获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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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事·三区

“健康关口”如何移到居民“家门口”
编者按

“就近就医”“治未病”，是居民群众的期盼与需求。“小病在基层、大病到医院、康复回基层”，是杨浦医疗健康服务的“正在进行时”。
“加油加油！我们再来一次！”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护理团队运用“五心魔法”，为患者打开“康复之门”；“一站一品牌”，社区卫生服务站成为铺设

全区健康服务网络的“支点”，“中医药文化之香”沁人心脾；全身垂直律动步态训练器上，残疾人士有社区（运动）健康师当“陪练”，“体医融合”在社区
进一步深化……

高品质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可谓高品质生活的“强支撑”。“健康关口”移到居民“家门口”，“大专家”“好设施”，向着民心努力前行。

近年来，殷行街道按照“一线工作
法”的要求，着力强化数字赋能，推动
基层治理提质增效。

在残疾人入户调查中，往年的“连
日作战”缩短至半小时；为 90 岁以上
高龄老人配送爱心奶项目，98名老人
状况实时更新、一键推送……殷行街
道党工委携手区大数据中心、区城运
中心，在市一（2）、市二（1）两个居委会

启动“基层数治助手”试点，大大提升
工作效率。

针对电瓶车乱停放、飞线充电、
入户充电等安全隐患，街道深入调
研、排摸需求、听取意愿，探索了“党
建引领、政府引导、居民自治、市场运
作、法治保障”的工作机制，共完成
168 处车棚智能化标准化改造，解决
了辖区内 3 万余辆非机动车停车充

电等问题，在全市率先实现智能门禁、
智能消防、智能充电、智能探头“四位
一体”式的智能车棚全覆盖。目前，

“智慧车棚”应用场景已接入区级城运
平台，将安监、消防、移动端预警装置
以及管理平台连通贯穿，形成智能化
管理模式。

与此同时，街道创新推出“数字化
养老”服务场景，整合智能语音伴侣、

卫生间呼叫、烟雾报警、燃气报警、睡
眠监测等八个场景，对老人进行实时
看护。该场景配置的数字养老小程序
紧急通讯等辅助功能，让老人亲属、关
系监护人、为老服务关爱员第一时间
掌握老人健康状况、居住情况，实现看
护监测数据统一对接、实时同步、追溯
查询。项目实施以来，已接收并及时
处理烟雾报警286次、燃气报警16次、

紧急呼叫上千次。
据悉，下一步，街道将在50个居民

区加快推广“基层数治助手”，并融入
对接更多应用场景。 ■记者 王歆瑜

为患者打开康复之门，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有“五心魔法”

“加油加油！我们再来一次！”近
日，记者见到 72 岁的王桂凤时，她正
在护士的鼓励下，锻炼手部功能。

当患者缠绵病榻，不仅需要医学
上的治疗，更需要精神上的慰藉与鼓
励。“十分感激病房里的医生护士们，
是他们的耐心和鼓励，让我可以重新
站起来。”在控江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病
区，时常会听到患者这样的“点赞”。
自去年 1 月试运行以来，不少患者在
护理团队的精心照料下，逐渐恢复了
生活自理能力。

去年 12 月，王桂凤刚来到中心
时，她躺在床上不能动弹，情绪很焦
虑。此前，她遭遇车祸，因基础疾病
较多，曾在多家医院辗转治疗，但效
果不佳。

医护团队为她制定了个性化的
康复治疗方案，包括床边肢体康复、
疼痛处的中医封包以及肢体行走、手
功能训练等。细心的护士们还发现，
王桂凤平日喜欢刷短视频，便鼓励她
用手机记录生活点滴。渐渐地，王桂
凤的康复训练有了起色，如今已能独
立行走。

帮助患者康复，究竟有什么“魔
法”？“我们不仅要照顾患者的躯体症
状，更要关注他们的心理健康。”护士
长董琪告诉记者，在日常工作中，护

士们经常鼓励患者，嘘寒问暖，还用
游戏的形式引导他们积极参与康复
训练。“让患者有归属感，他们才能安
心治疗。”

真诚心、爱护心、关怀心、同情心、
忍耐心，这“五心”是病房护理团队对
自己的严格要求。

作为上海市首批示范康复中心之
一，控江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致力于为
患者提供全方位的康复护理服务。病
房收治的患者中，失智、失能、瘫痪在
床、终末期的老人占大多数，除了药物
治疗，护理团队还落实对患者及其家
属的心理疏导。同时，医护人员还不
断进行业务技能的学习，护士长每周
结合病房患者的实际情况，对团队进
行护理知识提问及讲解……

“经过一年的努力，我们的病房收
治率维持在95%以上，这是对我们工
作最好的肯定。”控江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副主任单敢表示，未来，中心将继续
深化与区域医联体单位的合作，将中
医适宜技术引入康复病房，为患者提
供更多样化的康复治疗方案，进一步
提升康复效果。

居民“家门口”，“中医药
文化之香”沁人心脾

今年的上海“两会”上，政府工作
报告提出，促进优质医疗资源扩容下
沉，持续加强社区卫生服务能力建
设。在此过程中，如何补齐短板、打通

堵点，真正实现“小病在基层、大病到
医院、康复回基层”？

在杨浦，社区卫生服务站作为距
离居民区最近的医疗资源，成为铺设
全区健康服务网络的“支点”。

平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明园村
社区卫生服务站位于许昌路，面积
200 多平方米，这里设有独立的候诊
区、中医诊室、中医治疗区、药房和中
医药特色文化角等，配置了针疗设
备、艾疗设备、罐疗设备、中医定向治
疗仪等 6 类中医特色诊疗设备。站
点每周提供 8 个半天的中医诊疗服
务，不时就有居民前来问诊，检测血
糖、血压等。

2023 年，杨浦以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为依托，为社区卫生服务站配
置中医骨干人员和先进设施设备，
提升服务能力，满足周边居民需求，
已建成 4 家以中医药服务为特色的
示范社区卫生服务站，形成“一站一
品牌”。

明园村社区卫生服务站聘请岳阳
医院名中医陈咸川及其团队，开设不
寐（失眠）专病门诊，对睡眠障碍进行
干预，提高患者的睡眠质量。站点还
融合了健康驿站功能，运用中医药方
法精细化管理糖尿病，数字化信息可
及时上传健康云。

“就近就医”“治未病”，是居民
群众的期盼与需求，近年来，杨浦从
完善医疗卫生基础设施、提升基层

医疗服务水平等方面入手，织密织
牢医疗服务网，让群众在家门口就
能便捷地享受到优质康复服务，社
区康复覆盖面进一步扩大，服务能
级再上新台阶。

原发性冻结肩又称肩周炎，是常
见病、多发病。如今，杨浦越来越多
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引入专业设备
和优质医疗资源，为居民提供“近在
咫尺”的专业康复服务。长白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中心康
复服务以“1+3”网络为基础，即 1 个
康复中心与 3 个康复服务站，通过中
西医康复深度融合模式，为社区居民
提供原发性冻结肩综合康复治疗、盆
底器官脱垂康复治疗两大康复特色
诊疗。

走进长白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可以看到改造完成后的社区康复中
心设置合理，配套齐全，设有康复评
估室、物理治疗区、作业治疗区、言
语吞咽治疗区、盆底康复区、感统训
练区等，提供神经系统、运动系统、
产后盆底肌松弛、肩颈关节功能障
碍等疾病的康复治疗。此外，还有
来自杨浦区中心医院、上海市第一
康复医院的专业力量为社区提供技
术支撑。

“体医融合”在社区“花开正艳”
几年前，居民陈乃龙因为一场意

外导致一级伤残。全新升级的殷行社
区运动健康中心内，全身垂直律动步
态训练器上，他正在社区（运动）健康
师的指导下进行训练。“这个机器可以
增加血液循环，改善平衡，用了这个之
后感觉肌肉也没那么容易痉挛了。”经
过坚持不懈的锻炼，如今陈乃龙已经
可以放下拐杖慢慢走路了，“这里改造

后设施更先进了，环境更好了，我们感
到更方便了。”

在科学健身成为文明新风尚的当
下，殷行社区运动健康中心所有运营
人员都经过社区（运动）健康师培训和
急救培训，并通过考核，持证上岗，为
居民提供专业健身指导、运动健康知
识普及和推广等服务，实现社区（运
动）健康师运动营养、科学健身、伤病
防护、心理调适等四大服务标准化落
地的应用示范与推广。

2023年，杨浦以社区（运动）健康
师试点项目为抓手，深化“体医融合”，
推动健康关口前移，不断提升居民健
康水平。

区 医 保 局 选 取 糖 尿 病 早 期 患
者、脑卒中后遗症患者、办公室久坐
脊柱亚健康人群、运动损伤人群等 8
类试点人群，由社区（运动）健康师
制定方案并实施运动干预。据统
计，去年以来，社区（运动）健康师线
下开展健康干预 98 次，受益群众约
4800 人次；线上直播 186 次，受益群
众约 10400 人次。

接下来，区医保局将进一步加强
顶层设计，注重部门协同，开展多元合
作，探索运动处方实施，坚持数字赋
能，聚焦“三高共管”，选取杨浦北部医
联体开设运动干预门诊，形成适合杨
浦的防控重大慢病健康管理模式，打
造可落地、可持续和可推广的健康管
理示范样板。

让居民群众更有“医”靠，在“家门
口”即可与“大专家”面对面，健康服务
网络越织越密……未来，杨浦将全力
构建高品质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促进
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记者 毛信慧
本版部分图片为资料图

“连日作战”缩短至半小时，“基层数治助手”来到社区干部身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