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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

上海科学家发布全球首个高精度完整肝脏三维病理图谱

细胞尺度构建肝脏“数字孪生体”
据文汇报 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

研究所联合临港实验室研究团队近
日发布全球首个高精度完整肝脏三
维病理图谱，为破解肝纤维化等慢性
肝病难题提供了革命性研究工具。
这项突破性成果发表于国际学术期
刊《先进科学》上。

在人体这座精密“生命工厂”中，
肝脏如同24小时运转的核心处理中
心，肩负着解毒代谢、物质合成等500
余项生理功能。我国脂肪肝患者逾2
亿人，构成日益严峻的公共卫生挑
战。同时，全球每年因肝硬化死亡的
人数超百万，形势不容乐观。

长久以来，病理学家仅能通过二
维切片推测肝脏病变，如同拿着平
面地图研究立体城市。上海药物所
显微光学切片断层成像（MOST）技
术服务部、高召兵课题组联合临港
实验室殷宪振课题组组成多学科交

叉 团 队 ，实 现 了 完 整 肝 脏 0.35×
0.35×2 微米超高分辨率的三维成
像，相当于在细胞尺度构建肝脏“数
字孪生体”。

利用MOST技术，科学家首次看
清传统手段无法观测的胆管周围微
血管丛等精细结构，为系统全面从器
官到脉管到细胞，跨尺度精确表征肝
脏解剖结构和各类疾病病理变化奠
定了基础。

同时，研究团队还构建了四氯化
碳诱导的肝纤维化模型小鼠肝脏病
理图谱，进行深入的三维全景分析。
结果显示，肝纤维化小鼠肝脏表面出
现了明显的结节状改变，而肝脏内部
的中央静脉血管网络也发生了显著
变化。

进一步定量分析发现，肝细胞脂
肪变性的严重程度与距离中央静脉
的距离密切相关，距离越近，脂肪变

性越严重。这种病理特征的区域特
异性，为理解肝纤维化的发病机制提
供了新线索，也为潜在药物靶点发现
与靶向治疗提供了精准坐标。

为了更精准分析肝纤维化的病
理特征，研究团队采用深度学习技术
对三维病理图谱大数据进行自动分
割和分析。通过对大量图像数据的
训练，深度学习模型能够自动识别和
分割出脂肪变性肝细胞，并对其体积
比例进行精确计算。结果显示，肝纤
维化小鼠肝脏中脂肪变性肝细胞的
体积比例高达30.76%。

高精度全肝脏图谱的构建和三
维病理分析方法的成功应用，使肝脏
疾病的诊断能够更直观、全面地反映
肝脏的三维结构和病理变化。未来，
该技术有望进一步推广应用于其他
肝脏疾病的研究和临床病理研究。

■许琦敏

据文汇报 耐多药结核病治疗进
入新阶段。记者近日从同济大学附属
上海市肺科医院获悉，该院结核科沙巍
教授团队完成抗结核药物普托马尼在
华东地区的首例给药，相关治疗方案将
原本至少需要18个月的治疗周期缩
短至6个月，治愈率也可提高到90%。

此次的患者是一名在校大学生，因
感染耐药结核菌，被迫中断学业。沙巍
表示，普托马尼与已上市的贝达喹啉、
利奈唑胺等药物形成“三联疗法”核心

组合，进一步突破了耐药结核治疗瓶
颈。目前该患者已完成首剂服用，短程
治疗方案有望助其早日重返校园。

普托马尼是全球结核病联盟开
发的新一代抗结核药物，于 2019 年
获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上
市。作为一种全新的硝基咪唑类化
合物，普托马尼具有多重作用机制，
既能在有氧环境下抑制分枝杆菌酸
生物合成，阻碍细胞壁合成，杀死正
在复制的结核分枝杆菌，又能在厌氧

环境下释放一氧化氮，对非复制菌产
生呼吸毒性作用。同时，它还能通过
靶向戊糖磷酸化途径，造成磷酸戊糖
的积累，使甲基乙二醛的毒性蓄积，
让细胞生长停滞。

在使用新一代药物前，我国耐药
结核病患者主要依赖长程治疗方案，
疗程长达18个月到20个月，并且需要
联合使用5至7种药物。患者每日服
药量近30粒，不仅服药负担重，治疗
成功率也仅在50%左右。 ■李晨琰

每年 4 月的第二个星期六是全国爱鼻
日。春季到来，过敏性鼻炎患者也迎来了最

难熬的季节。鼻塞、鼻痒、喷嚏不断……这些症状不仅影响患者生活质量，还
可能诱发哮喘等更严重的疾病。

在过敏性鼻炎的防治中，避开过敏原是首要任务。春秋两季是花粉过敏的
高发期，尤其是蒿草、杨树、柳树等植物的花粉。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院长、主任医师张罗建议，在花粉浓度较高的时段，患者应尽量减少外出，如早晨
和傍晚。外出时，建议佩戴口罩和护目镜，减少花粉接触。 ■新华社发 程硕 作

据文汇报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附属第九人民医院近日，结合国家口
腔医学中心定位要求，与黄浦区、杨
浦区、宝山区、松江区的卫生健康委
签约，成立上海第九人民医院-社区
标准化口腔诊室专科联盟。此次签
约并首批挂牌的共计16家单位。这
也意味着，16家社区医疗机构的口腔
诊室将执行“九院”标准。

2023年以来，上海市卫生健康委
积极推进全市社区标准化口腔诊室建

设，提升区域口腔医疗服务可及性。
2024年，上海新增51家社区标准化口
腔诊室，全市累计建成标准化口腔诊
室83家。市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陆韬
宏介绍，此次专科联盟的成立，对解决
基层口腔诊疗资源不足问题有积极的
推动意义，更能以点带面，推动全市社
区口腔医疗服务体系升级。

九院党委书记、国家口腔医学中
心（上海）主任马延斌表示，作为牵头
单位，九院将充分发挥国家口腔医学

中心的先进技术辐射作用，通过社区
标准化口腔诊室专科联盟建设，推行
口腔诊疗双向转诊、共享号源等举
措，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口腔诊疗
标准化服务体系。

据悉，社区标准化口腔诊室联盟
将以“标准先行”理念为指导，通过统
一技术规范、操作流程、质控标准和管
理制度，推动口腔诊室从“有”向“优”的
转变，让居民在“家门口”享受高水平、
同质化的口腔医疗服务。 ■唐闻佳

据解放日报 最近，国际顶级科学
期刊《自然》刊登了中生复诺健生物科
技（上海）有限公司与浙江大学医学院
附属第一医院的合作成果，他们用复
诺 健 生 物 公 司 研 发 的 溶 瘤 病 毒
VG161治疗晚期肝细胞癌患者，显著
延长了患者的生存期，且安全性良好。

去年9月，溶瘤病毒VG161被国
家药监局药品审评中心授予“突破性
治疗药物认定”。目前，这一原创新
药已完成Ⅱ期注册临床研究，即将启
动关键性注册临床研究。

公司创始人、首席科学家贾为国
博士说，自然界中存在一些溶瘤病
毒，它们能闯入肿瘤内部的缺氧和免
疫抑制区域，通过激活人体自身免疫
系统，展现出抗肿瘤的潜力。基因科
学和技术兴起后，科学家开始用这种

技术改造溶瘤病毒，增强它们对肿瘤
的靶向性，并为它们提供能协同消灭
肿瘤细胞的“外援”。目前，全球已有
4个溶瘤病毒药物获批上市，用于治
疗黑色素瘤、头颈部肿瘤等。

与已上市的溶瘤病毒药物相比，
VG161的基因“外援”更多，携带白细
胞介素12、白细胞介素15等4个外源
性免疫调控基因以及 PD-L1 阻断
肽。在B超引导下，这款候选新药注
射到患者病灶中后，溶瘤病毒会不断
复制，并与 4 种“基因武器”协同作
战，让很多肿瘤细胞裂解，激活人体
内特异性抗肿瘤的免疫反应，达到

“瘤内疫苗化”的效果。在临床研究
中，科研团队发现VG161有“远隔效
应”，即注射到患者病灶中后，会引起
其他部位非注射病灶的缩小。这说

明局部给药能激发全身的免疫反应，
效果与疫苗类似，对难治、耐药的肿
瘤有不可替代的治疗潜力。

《自然》杂志论文显示，在34例所有
标准治疗均失败的晚期肝细胞癌患者
中，VG161单药治疗的客观缓解率为
17.65%，疾病控制率为64.71%。在二线
治疗失败患者的队列中，中位生存期达
9.4个月，显著优于基线相同的晚期肝细
胞癌患者4.7个月的生存期。其中，22例
入组前接受超过三个月免疫治疗且失败
的亚组患者，中位生存期达17.3个月。

“令人欣喜的是，11例VG161治
疗出组后再次接受曾经失效的标准
治疗的患者，中位生存期突破了20个
月。”赵荣华介绍，“这说明VG161治
疗能重塑肿瘤免疫微环境，重新激活
机体对标准治疗的反应”。 ■俞陶然

注意避开过敏原

据新华社 中国研究团队近日在
英国《自然》杂志在线发表论文，报告
世界首例将基因编辑猪的肝脏移植到
脑死亡人体内的成功案例，移植的肝
脏各项生理功能表现良好，这将有助
于解决移植器官短缺问题。

中国科学院院士窦科峰带领西
京医院等机构的研究团队，以一只经
过6处基因编辑的猪为供体，将猪的
肝脏移植到一名已脑死亡但身体基
本机能仍被维持的人的体内，人类受
体自身的肝脏被保留，以此模拟临床
肝衰竭患者的替代支持治疗过程。

“我们观察到，移植的经基因编
辑的猪肝脏在人体内能够发挥生理
功能，正常分泌胆汁，血供和病理结
果均良好。”窦科峰对新华社记者介
绍，在移植后的10天观察期内，未见
超急性排斥反应，未发现猪内源性逆
转录病毒在人体传播的情况。

《自然》杂志专门就这篇论文举
行在线记者会，介绍这是已知的全球
首个将基因编辑猪的肝脏移植给脑
死亡人类受体的成功案例，论文发表
标志着这项去年 3 月完成的研究成
果得到国际学术界承认。《自然》网站

相关报道表示这是“将动物器官移植
给人的一个里程碑”。

英国牛津大学移植学教授彼得·
弗兰德评价说，“这是一项重要的研
究”，推动了从动物向人类的异种器
官移植科研领域的发展，手术技术

“非常精妙”，表明在临床上应用相关
技术是可行的。

据介绍，这项研究的手术方案先
后通过相关的学术委员会、伦理委员
会等论证，严格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逐
项进行。人类受体为一例重型闭合
性颅脑损伤患者，经全力抢救仍脑死
亡，患者家属同意无偿参与异种肝移
植科学研究，为医学进步作出贡献。
移植研究在10天后因家属意愿终止。

近年来，在基因编辑等新技术推
动下，以猪作为供体的异种器官移植
取得较大进展。猪的一些器官与人
类器官大小和功能相似，经过基因编
辑后可以减少免疫排斥反应等风
险。全球医学界近年已报告了基因
编辑猪的心脏、肾脏移植到人体的多
个案例，这些研究将有助于解决可供
移植的器官短缺这个世界难题。

■蔺娟 郭爽

上海市肺科医院完成普托马尼华东地区首例给药

耐药结核病治疗进入新阶段

社区口腔诊室执行九院标准
首批挂牌黄浦区、杨浦区、宝山区、松江区16家单位

上海创新药成果登上《自然》杂志

用溶瘤病毒消灭肿瘤细胞

基因编辑猪肝脏移植人体
中国团队在《自然》杂志在线发表论文报告成功案例

数百种遗传疾病或有新疗法
据新华社 一个国际研究团队近

日在美国《科学·转化医学》杂志上报
告说，他们新开发的一种基因编辑疗
法在小鼠实验中可提高正确修复的
肝细胞比例。这有望为数百种遗传
疾病提供新的治疗方案。

目前，基因编辑疗法已经被用于
治疗某些罕见的遗传疾病，但其基本
机制主要是通过破坏或使有缺陷的基
因失活，而不是直接修复导致疾病的
基因突变，并且这些疗法费用高昂。

美国莱斯大学和贝勒大学医学
院领衔的一个国际研究团队最新开
发出一种名为“修复驱动”的基因编
辑疗法，通过暂时抑制肝细胞存活所

必 需 的 富 马 酰 乙 酰 乙 酸 水 解 酶
（FAH）基因等一系列过程，让只有经
过基因编辑的肝细胞得以存活并增
殖，未编辑或错误编辑的肝细胞则会
被逐步淘汰。研究人员比喻说，这就
像在一场比赛中，给了基因编辑过的
细胞先发优势。

研究人员通过小鼠实验发现，新
疗法能将正确修复的肝细胞比例从
传统方法的约 1%提高到 25%以上，
并能进一步促进肝脏的再生。

研究人员表示，新疗法提供的解
决方案可应用于由肝脏基因突变引
起的多种疾病，但仍需进一步研究以
推进临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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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事·三区

在“眨眼间”，传递人文关怀
“居家+专业”模式，让养老服务更有“温度”

■记者 毛信慧 文/摄

本报讯 上周末，一辆集结了初
音、EVA、柯南、奥特曼、假面骑士等
众多二次元IP元素的献血车，亮相杨
浦区大学路限时步行街。“破次元”的
方式，吸引不少“热血”年轻人参与无
偿献血。两天活动共采集血液 145
人份。

这辆特殊的献血车，由上海市血
液中心、杨浦区卫生健康促进中心联
合创智天地、杨浦区商务委、五角场
街道办事处等多部门共同推出。车

身绘有柯南、绫波丽、迪迦奥特曼等
10余个动漫形象。现场还提供EVA
系列正版粘土人玩偶作为献血纪念
品。市民献血后，可凭献血证领取商
圈提供的NFC橙汁，形成“公益-商
区-社区”联动。

活动中既有受家人、朋友影响首
次来献血的“萌新”，也有每年捐献热
血的定期献血者。

“这是我第一次献血！”一位“00
后”市民告诉记者，她专程为EVA周
边而来，“朋友在山东上学，特别喜欢
绫波丽和明日香，我想把这个粘土人

送给她。”
另一位每年定期献血的市民表

示，“如果将来能让动漫角色科普献
血流程，或者请虚拟主播讲解献血
知识，应该能更好地消除年轻人的
顾虑。”

杨浦区卫生健康促进中心相关
负责人介绍，此次活动通过“二次
元+公益”的创新形式，将无偿献血
融入商业空间，既提升公众参与度，
也塑造了商圈的公益形象。据悉，这
种“15分钟热血公益生活圈”模式，未
来还将在更多商圈推广。

形成“公益-商区-社区”联动

“动漫献血车”亮相大学路

“阿姨，这个力度怎么样？难受的
话就眨眨眼……”

4 月的一天，在永吉路 97 弄小区
内，54 岁的姜阿姨躺在床上，由家庭
照护床位护理员小刘帮她按摩手臂，
放松肌肉。她的身体因瘫痪而无法动
弹，只能用双眼与小刘“对话”。

延吉街道养老院位于杨浦区控江
路600号，是一家集康复照料、休闲养
生、文化娱乐为一体的养老机构。近
年来，为满足日益提升的居家养老需
要，杨浦区持续推进家庭照护床位建
设，鼓励辖区内的养老机构将服务范
围延伸到居民家里、老人床边，而延吉
街道养老院也紧跟脚步，于去年 4 月
正式开启居家服务。短短一年时间，
收获好评不断。

“延吉街道养老院的服务，为我们
家庭带来了很大的方便！”姜阿姨的丈
夫老胡感慨地说。

于细微处，传递人文关怀
一个人的一场病，有时会让一个

家庭生活的天平失了衡。
两年前，姜阿姨接连两次脑梗，致

全身瘫痪，丧失行动和自主进食能力。
回家静养后，她的日常照料成为难题
——丈夫老胡自身患有肾脏疾病，每周
还要定时去医院治疗。“一旦我离家，她
的身边少了人，我就很担心。”老胡说。

无奈之下，去年，老胡向所在的延
吉新村街道咨询了长护险服务，对方
告知，姜阿姨当时年龄仅 52 岁，不符
合申请条件，但可以考虑另一种养老
服务——家庭照护床位。

拿着街道给的宣传单页，老胡来
到了离家不远的延吉街道养老院，院
长章惠德接待了他。院内专业的服务
人员、照护场景让他放下心来。很快，
工作人员上门评估、签约，一套为姜阿
姨量身打造的居家服务方案制定完成
并启动，包含身体康复训练、助浴、清
洁、排便护理等多项内容。

一年多来，每周一、三、五下午，护
理员小刘都会上门，按照专业康复师
的个性化指导，为姜阿姨服务一小
时。先是打碎水果泥，用注射器小心
喂食，然后再进行身体按摩和清洁护
理，帮助活动关节，缓解肌肉萎缩。每
一个动作，小刘都仔细再仔细。“比如

喂食的时候，阿姨吞咽困难，我就不能
着急，一定要确定她咽下去了，才能喂
下一口，避免呛到。”小刘说。

服务过程中，小刘还会随时和姜
阿姨用“双眼”交流。这也得益于她长
期积累的养老服务经验。

“因为阿姨不能说话，一些地方如
果不舒服了，她没办法表达，所以我和
她约定好，用眼睛来传递信号。我经
常问她，这里痛吗，痛就眨眼。她眨一
眨，我就懂了。或者我问她今天心情
怎么样，她一眨眼，我就知道她心情不
错。”小刘介绍说，在养老院里，类似情
况的老人很多，他们也就逐渐摸索出
了交流方法。现在，她们二人的沟通
越来越顺畅，对姜阿姨的身体护理需
求也越来越熟悉了。

“现在，我每周一、三、五下午去医
院做血透，护理员就过来‘接班’，继续
照顾她。这样我在医院也比较放心。”
丈夫老胡欣慰地说，“这项服务，实实
在在地帮我们解决了一桩心事。”

15年经验，打造暖心体验
在细致服务的背后，是养老院丰

富服务经验与高标准人文关怀的深度
融合。

延吉街道养老院，始建于 2010
年，是上海第一家“上海民营三级养老
机构”，现核定床位 209 张，入住率近
100%。其中，中度、重度失智失能长
者占比约50%。

2024 年 4 月起，院方开启家庭照
护床位服务的探索试点，根据 15 年
的养老服务经验，设计了一张详细全
面的服务清单，包含个人照护、居家
照料、健康管理、居家康复、常用临床
护理、社工介入在内的6大类共计25
项服务内容，秉持着严谨、规范、务实
的服务理念，以人性化服务为特色，
为老人带去放心、安心、开心的居家
养老生活。

截至目前，延吉街道养老院的家
庭照护床位服务已累计服务 60 个家
庭。对于周边老人来说，这既能满足
他们“养老不离家”的情感需求，又能
实现机构级的养老服务，在服务范围
上则对长护险进行了补充，切实减轻
了许多家庭的照护压力。

“我们机构的养老服务经验充足，

对于活力老人和不同程度失智、失能
的老人都有相应照护方法，各护理员
也掌握与老人沟通的技巧。这些，都
被我们运用到了家庭照护床位服务
中。”延吉街道养老院院长章惠德表
示，“我们希望尽可能地人性化，为每
个老人提供定制化服务。老人需要什
么，我们提供什么，一切以老人的需求
为主。”

在杨浦，当前家庭照护床位服务
的专业力量正在不断提升，用专业服
务温暖广大老年人的幸福晚年。今
年全年，杨浦区计划新增家庭照护床
位不少于 500 张，积极鼓励有资质有
能力的养老服务机构把专业为老服
务送进老人家庭，聚焦老人居家养老
的急难愁盼，为他们的养老生活探索

“最优解”。
当银发浪潮来袭，如何破解“一人

失能、全家失衡”的困局？放眼杨浦，
家庭照护床位服务，或许正在以“居
家+专业”的创新融合模式，为之提供
新思路，链接起机构服务与家庭需
求。越来越多像姜阿姨这样的家庭，
看到了曙光…… ■汤顺佳

公共社区和科技园区间，“隐藏”
着一所大学的新校区——无需预约，
不用刷身份证，没有围墙，更找不到
校门。

在位于上海杨浦区的复旦大学管
理学院政立院区，市民能像逛街一样
逛大学。大学校区、科技园区、公共社
区“三区”融合发展，推动了文化资源
共享，也让科技成果转化更顺畅。

去年底，位于复旦大学主校区东
北侧约 1 公里处的这座新校区正式
启用。

一栋建筑，一楼是书店，二楼是图书
馆。市民来到这里，既可以在一楼买书，
也可以上到二楼，和学生们一起阅读。

不仅可以逛图书馆，市民还可以
与学生共享整个新校区的户外空间。

校区这边，居民小区连片、小店
云集，烟火气扑面而来；校区那边，隔
一条马路就是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
园区——大创智创新发展示范园
区。园区集聚着 4500 多家企业，与
在此工作、生活的17万人。

学校与周边社区、科技园区融合
发展，形成开放式教育商业综合体。
学生、市民、员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没有围墙的大学校区，镶嵌在科
技园区和公共社区间，知识氛围浓
厚，创业精神涌动，生活气息十足。

管理学院政立院区运营管理办公室
主任黄昊介绍，为保障学校正常教学秩
序，校方在教学区设置了门禁。A楼、B楼
作为教学楼，配套商业向公众开放；C楼
囊括了剧院、博物馆、运动中心等服务功
能，整栋楼没有门禁，全部面向公众开放，

成为“15分钟社区生活圈”的一部分。
“我们的专业剧院拥有700多个

座位，将由专业演艺公司运营，计划
年均演出超百场。”黄昊说。

毕业于管理学院的雷女士就住
在附近，她常来新校区。“校区跟社区
融合得很好，我来办公或约同学喝咖
啡，都没有拘束感。”她说。

从复旦大学毕业后，上海复旦科
技园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荆勇一直
在杨浦区的科创企业工作，见证和参
与了“三区”融合发展。

荆勇介绍，复旦大学与杨浦区着
力建设新型协作机制，聚焦重大科研
项目、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签署战略
（框架）合作协议，产、学、研互融互
动，政府、企业、高校、园区与社区打
破圈层，激发创新活力。

“每个科研项目需要的资源不一
样，我们必须对接好市场，才能保证这
些成果更好落地。”复旦大学科学技术
研究院技术转移中心主任仲实介绍，
技术转移中心是复旦大学科技成果转
移转化的“保姆”，提供信息、资源等一
系列服务。中心邀请杨浦区科技和经
济委员会、复旦科技园等单位和公司
代表，走进“潜力股”实验室，现场了解
科研进展、提供相关服务。

“不仅打通有形的围墙，还要打
通无形的围墙，让高校的智力资源向
杨浦区溢出，推动科技成果转化，服
务经济社会发展。”杨浦区科技和经
济委员会主任李正明告诉记者。

■姜泓冰 尚嵘峥
（来源：人民日报）

上海有个高校校区没围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