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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

首个脑机接口临床队列研究开启
上海华山医院与北京宣武医院在两地同时开始接受患者入组

据文汇报 第 20 届亚洲神经肿瘤
年会近日在沪开幕，大会主席、复旦
大学附属华山医院院长毛颖教授在
会议间隙接受记者专访时透露，全
球首个脑机接口临床队列研究近日
已开启患者入组。该项目由毛颖担
任领衔研究者之一，由华山医院与
宣武医院在上海、北京两地同时启
动入组工作。

脑机接口，通俗地说，是一项通过
采集和分析大脑的电信号，实现大脑
与外部设备信息交换的技术。该技术
在医疗、康复等领域的应用广受期
待。2024年，中国脑机接口技术迎来

一个个里程碑式的突破，由毛颖领衔
的华山医院神经外科团队成为多项脑
机接口应用落地的关键手术团队。

就在今年初，一位患者在华山
医院完成高通量柔性脑机接口植入
手术后，仅在脑海中想出“2025 新年
快乐”这几个字，就被电脑成功解
码，并发出指令操纵机械手做出“比
心”动作，人称“意念合成言语”。此
前，还有一位因车祸造成颈椎脊髓
损伤导致手部无法抓握、站立的 38
岁患者，在华山医院接受脑机接口
植入手术后，可在气囊手套辅助下
用手拿起杯子喝水，被称为“意念喝

水”。这也是上海第一例、全国第三
例脑机接口临床试验。

从“意念合成运动”到“意念合成
语言”，这些神奇表现都来自蓬勃发
展的脑机接口技术。依托国家神经
疾病医学中心（华山医院），毛颖带领
的团队已完成多例脑机接口病例的
临床验证，帮助患者恢复运动功能、
语言解码。

毛颖表示，全球首个脑机接口临
床队列研究旨在进一步验证植入式脑
机接口治疗方案的有效性、安全性等
关键问题，以便将这一前沿技术更早
惠及更多有强烈康复意愿的患者。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亚洲神经肿
瘤年会对毛颖及其所在的华山医院神
经外科也颇有纪念意义。这是该会时
隔20年再度由上海医生担任主席，上
次担任主席的上海医生正是毛颖的老
师、中国工程院院士周良辅。此次年
会再次回到上海，彰显了中国神经外
科在国际神经肿瘤领域的地位。

毛颖表示，大脑作为人体“总指挥
部”，涉及运动、语言等诸多复杂的功
能区。脑肿瘤手术治疗难度主要在于
切除肿瘤的同时，要实现对功能区的

“最小打扰”，这个平衡是很难把握的。
“如何开拓新疗法、并实现保护脑

功能的目标是我们多年来的研究重
点。”毛颖介绍，包括 CART 细胞治
疗、靶向治疗等新兴疗法，正给神经肿
瘤治疗提供新方案。由华山医院自主
研发的大脑精准定位技术不仅在脑肿
瘤手术中辅助医生实现“最大程度安
全切除”，更为如今的脑机接口新技术
落地提供助力。

毛颖还告诉记者，围绕脑机接口
这一前沿技术，上海即将成立相关专
业分会，汇聚基础、临床、产业等“产学
研医”创新链上的多股力量，以推进中
国原创技术在该赛道上进一步突围。

■唐闻佳

据解放日报 2025年欧洲心血管
介入医学大会日前在法国巴黎召开，
来自中国上海的医工交叉高端医疗
器械临床数据惊艳亮相。由复旦大
学附属中山医院心外科团队领衔临
床研究、中国本土企业苏州杰成自主
研发的“JVALVE TF经股主动脉瓣膜
系统”表现优于同类产品，患者心功
能显著提升。这意味着，在进口产品
占主流的高端医疗器械市场，我国医
工交叉成果得以实现“弯道超车”。

据统计，全球主动脉瓣反流发病
率在不断上升。2019年全球患者人
数为 2640 万人，今年或达 2990 万
人。我国患者人数 2019 年为 390 万
人，今年或达440万人。中山医院心
外科教授魏来首次公布一项前瞻性、
多中心临床试验。该试验以中山医
院领衔，共纳入国内18家中心127例
症状性主动脉瓣反流患者，术后 30
天、6 个月、12 个月对所有患者进行
临床和超声心动图随访评估。12个
月临床随访发现：应用“J-VALVE TF
瓣膜”的患者术后全因死亡率、永久
起搏器植入率两个关键指标分别为

3.2%和12.6%，全球领先。
心脏好比是人体的“动力泵”，随

着老龄化加剧，这个精密阀门可能因
各种病变而“关不严（反流）”或“打不
开（狭窄）”。一旦确诊严重狭窄，患
者五年生存率仅为20%，中重度反流
的患者平均生存期也仅有 5 年。此
前，全球获批的微创 TAVR（经导管
主动脉瓣置换术）瓣膜，大多只能治
疗主动脉瓣狭窄，如果用这些瓣膜来
勉强应对主动脉瓣反流，手术失败率
非常高。

魏来打了个比方：主动脉瓣犹如
心脏的阀门，阀门有门框，狭窄时植
入TAVR可以撑开门框，非常稳定；
但反流与狭窄完全不同，反流意味着

“门框”松弛扩张，植入TAVR撑不起
来，基于此，反流治疗始终是世界性
难题。

J-VALVE TF 瓣膜的优势在于
定位键呈现分离式，而非传统的刚性
连接。分离式的聪明设计，完全解决
了之前其他瓣膜在松弛半环里撑不
住的瓶颈，其“三明治”结构设计将瓣
膜“挂”在三个瓣窦上，并利用完美力

学理论，稳稳固定在瓣窦里。有意思
的是，设计一开始也是“无心插柳”，
专家说，“第一代 J-VALVE TA 瓣膜
的设计最初是为了让瓣膜植入得更
牢固，并非专门为了反流设计，但后
续动物实验发现，瓣膜应对主动脉瓣
反流效果意外地好。”

从第一代 J-VALVE TA 瓣膜问
世（该产品于 2017 年获得中国国家
药监局批准），到如今升级第二代
J-VALVE TF瓣膜，十余年间包括中
山医院、华西医院等医学科学家与杰
成医疗联手，于细节处不断改进，在
动物实验、临床试验过程中不停修改
意见，实现了我国高端医疗器械的

“升级换代”。
记者了解到，第二代瓣膜从经心

尖入路到经股动脉入路，瓣膜直径从
11毫米降至7毫米，总面积减少到四
分之一……持续探索创新后，瓣膜直
径最小可达6毫米，最大只有7毫米，
彻底颠覆此前无法解决的主动脉瓣
反流的治疗状况。临床绝大多数患
者可在术后次日下床，大幅减轻了患
者、医院乃至社会的负担。 ■顾泳

沪研瓣膜实现“弯道超车”
可解决主动脉瓣反流这一世界性难题

据解放日报 上海儿科医疗资源
持续扩容。近日，复旦大学附属中山
医院儿科中心正式开业，复旦大学附
属儿科医院奉贤院区启动建设。

中山医院儿科中心位于徐汇区
枫林路与医学院路路口，提供儿内
科、儿外科等常见病和多发病诊

治。记者步入诊疗区看到，采血、
检验、药房、注射、输液等功能区域
科学规划，为家长与孩子提供了便
捷高效的一站式诊疗服务。目前，
中山医院儿科中心的服务时间是
每周一到周六 8:00—17:00，暂没有
急诊。

国家儿童医学中心配套工程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奉贤院
区项目近日正式开工建设。项目选
址金汇镇，东至贤浦路，南至望河
路，西邻中福会国际和平妇幼保健
院奉贤院区，北至沿港河，核定床位
500张。 ■顾泳

据解放日报 国家中西医结合医
学高地建设推进会暨岳阳医院松江
院区项目启动会日前在松江举行。
岳阳医院松江院区一期项目正式落
地，预计2028年竣工。

新院区建成后，将发挥中医药、中
西医结合特色优势，打造与松江新城经
济和社会发展相适应的医疗卫生服务
体系，助力“科创、人文、生态”现代化新
松江建设，进一步满足松江人民在“家
门口”享受优质医疗服务的需求。

项目选址于上海松江站旁，交通
便利。项目总计新增核定床位1200
张，其中一期工程新建总建筑面积为
135316平方米，涵盖医疗综合楼、科
教宿舍综合楼、配套用房等建筑，规
划建设床位 600 张。松江区卫健委

相关负责人表示，项目通过合理组织
功能分区及流线，实现了洁污分流、
医患分流、人车分流。同时还考虑了
上下车的有序动线设计，确保患者在
就医过程中能够享受到安全、便捷、
有序的交通环境。

据悉，岳阳医院松江院区将打造
平移针灸、推拿、皮肤三大华东区域
中医诊疗中心，发挥中医特色优势；
开设扩容血液、妇科等国家重点专
科，提升专科诊疗水平；打造中西医
结合神经疾病、心血管疾病、消化疾
病等国家中西医协同“旗舰”科室，推
动中西医结合诊疗模式的创新与发
展；推动肛肠、乳腺、脉管病等中医特
色学科建设提质升级，形成具有鲜明
特色的学科群。 ■李成东

定制化基因治疗首次实施

中山医院儿科中心开业
复旦儿科奉贤院区启动建设

岳阳医院建松江院区
预计2028年竣工，一期规划床位600张

据新华社 一个国际研究团队近
日在美国《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发
表论文说，他们成功为一名患有罕见
遗传病的婴儿实施了定制化基因编
辑治疗。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当天
发表声明说，这是基因疗法首次在人
类患者中实现定制化临床应用，为将
来开发针对其他罕见病的定制化基
因疗法奠定了基础。

这名婴儿在出生后不久被确诊
患有氨甲酰磷酸合成酶 1（CPS1）缺
乏症，这是一种罕见的遗传疾病，特
征是患者肝脏无法完全分解蛋白质
代谢过程中产生的某些物质，导致氨
在体内积聚到毒性水平，进而损害大
脑和肝脏功能。该疾病患者在婴儿

早期的死亡率约为50%。
美国费城儿童医院和宾夕法尼

亚大学佩雷尔曼医学院的美国和加
拿大等国研究人员利用 CRISPR 基
因编辑技术开发出定制化疗法，在婴
儿的肝细胞中纠正了致病的特定基
因突变。从患者确诊到接受治疗的
过程仅耗时6个月。

这种基因疗法专门设计作用于
非生殖细胞，因此相关基因变化仅对
患者本人产生影响。

论文介绍了这名婴儿在大约7个
月和8个月大时接受药物输注的情况，
在初始输注后的7周内，患儿能够摄入
更多蛋白质，也减少了控制氨水平的
药物用量。多家科学媒体报道说，患

儿在接受药物输注后状况良好。研究
人员表示，仍需进行更长时间的随访，
以评估这一疗法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国家转化
科学促进中心主任乔妮·拉特表示，
这种可实现快速定制的基因编辑技
术，有望为数百种罕见疾病带来变革
性的精准医疗方案。

全球目前已有多款基因编辑疗
法获批上市，如治疗镰刀型细胞贫血
病，但这些疗法并非完全针对个体基
因突变进行治疗，而是采用通用策略
来治疗患有相同疾病的人。相比之
下，本次研究人员实施了定制化基因
编辑治疗，以纠正患儿基因组中的特
定基因序列。 ■谭晶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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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事·三区

“家门口的生态客厅”怎么建
杨浦与复旦大学持续深化合作，为创新治理提供“杨浦方案”

相关链接

越来越多的城市生态宝藏正在
不断被发现。市规划资源局用途实
施处负责人介绍：“经过一年地毯式
调研普查，上海已识别出湿地空间面
积约 6335 平方公里，其中，滨海湿地
占比约65%，郊野湿地占比约32%，城
镇湿地占比约3%。”

目前，上海正在开展全市湿地空
间规划研究，对标国内外先进城市，
进一步研究关注城市中、郊野里、宅
前屋后的小微湿地空间网络和节点
营造，从而打造既引领生态系统整体

保护和修复，又符合超大城市市民休
闲游憩需求的湿地空间体系。

预计6月底前，上海将发布《上海
市湿地空间规划指南》，计划首批推
进约 20 个湿地空间营造试点。规划
至2027年，推动各类型湿地空间示范
试点。至2030年，按照一张蓝图全面
基本形成湿地空间格局，推出一批蓝
绿交织、水体清澈、生物多样、“湿意”
盎然的示范项目。至2035年，全面建
成可持续生态之城。 ■戚颖璞

（来源：解放日报）

本报讯 日前举行的2025上海国
际碳中和博览会，又一次让城市的绿
色发展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
生福祉。作为上海面积最大的中心
城区之一，杨浦保留了市内少见的原
生湿地生态系统，以新江湾城湿地最
为典型。自 2024 年 3 月以来，根据

《上海市生物多样性调查评估工作方
案》，杨浦区生态环境局委托复旦大

学，全面开展生物多样性调查，系统
梳理杨浦生物多样性现状，主要包括
陆生生物多样性调查、水生生物多样
性调查、生物多样性相关传统知识调
查等内容。

“在这次调查中，最让我们感到
惊喜的是小灵猫的出现……”2025年
杨浦区六五环境日主题宣传活动现
场，来自复旦大学生物多样性研究所
的裴俊敏作了生物多样性调查与评

估主题讲座，重点介绍了该项工作的
开展情况。

在本次调查中，调查组在新江湾
城湿地记录到了 21 种昆虫上海新记
录种，还观测到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小
灵猫。“这表明，这一区域已经具备稳
定、隐蔽、连通的生态系统。”裴俊敏
介绍。

近年来，新江湾城街道以校地融
合为抓手，聚焦复旦大学江湾校区周

边环境品质提升，以机制创新激活区
域发展动能，实现了从“脏乱边角”到

“生态客厅”，从“管理盲区”到“共治样
板”的转变。

“推窗见绿、漫步成景”，
复旦师生与居民共享美景

针对国权北路、绥芬河路围合区
域一处长期失管失养的2.4万平方米
地块，街道联合市城投、区建管委组建
了工作专班。在广泛征询复旦大学以
及周边居民意见的基础上，专班以“拆
违清脏、贯通水系、增绿提质”为核心
任务展开工作，成功贯通河道，种植
222 棵紫薇花树，并建成慢行步道与
休憩广场。该区域已于2024年11月
全面开放，以“源浦江·汇江湾”文化地
标串联起黄浦江水脉，打造新江湾城
西北门户的生态客厅。

为消除校区与社区之间的“百米
荒芜”地带，街道联合复旦大学江湾校
区管委会、上海城投，对校区西南门两
侧约 5000 平方米的边角料地块进行
了综合整治。拆除历史遗留的围墙，
清除私种农作物与堆积的建筑垃圾
后，一条“校社共融绿廊”随之建成，已
于2025年1月正式开放。

结合“15分钟社区生活圈”规划，
街道启动了环复旦的骑者驿站项
目。经过前期的实地调研与意见征
询，街道在国权北路、国帆路、政青路
和淞沪路等环绕复旦大学的沿线区
域，新增及改造了共计 6 个骑者驿
站。这些驿站整合了多种功能，成为
集“骑行+休憩+便民”于一体的复合
型服务载体。

针对位于复旦大学西侧的公租
房小区尚景园存在的非机动车乱停
放、机动车充电设施不足等问题，街
道充分发挥市公租中心、区公租公
司、属地街道、居委会、物业服务企
业“五位一体”的协同治理优势。多

方合力推动“居民公约 2.0 版”的落
地实施，不断提升基层治理的精细
化水平。

此外，针对毗邻复旦大学江湾校
区生活园区、权属关系复杂的国政路
失管绿地问题，新江湾城街道计划联
合区绿化市容局、区财政局，对该历
史遗留的部队失管失养公共绿地进
行综合整治，目标是将该绿地纳入区
级统一管理，最终实现复旦大学江湾
校区周边生态绿廊建设的全覆盖，为
师生创造“推窗见绿、漫步成景”的宜
居环境。

构建人、水、路和谐共生
的全域绿色共同体

未来，新江湾城街道将持续深化
校地协同、区区联动、产城融合。街道
将依托湾谷科技园与复旦大学江湾校
区丰富的科创资源，联合宝山区淞南
镇、高境镇实现相互赋能与共赢发展，
共同打造大吴淞地区发展示范区；织
密“生态网络”，在区区交界处因职责
界限不清形成的管理盲区，建立由街
镇牵头合作、部门协调配合的长效管
理机制，通过定期开展联合专项清洁
整治，推动集中连片治理和生态综合
治理，构建人、水、路和谐共生的全域
绿色共同体。

同时，街道还将深化与复旦大学
的“校地共治”合作，开展城市更新课
题研究，重点聚焦失管地块长效管护、
智慧社区建设等关键课题，努力形成
可复制、可推广的治理方案。

保护生态环境，实现绿色发展，除
了政府持续性开展工作以外，市民群众
的参与度也很重要。“杨浦居民的生态
保护热情一直很高涨，这让我们很欣
喜。接下来，我们也会做好相关科普工
作，营造‘美丽中国我先行’的良好氛
围。”裴俊敏说。 ■汤顺佳 毛信慧

（部分图片为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