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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视窗

文·本报记者 管晶晶

“十年前，淮北某村，一个家族里的好几个男人都

于 55 岁之前在睡梦中猝死。家里人非常恐慌，辗转

托人找到我，想要搞清楚原因，但当时我们只能做心

电图等常规体检。如果是现在，就能通过分子诊断技

术来检测出这个家族男性成员的基因缺陷，从而做一

些预警工作，也许只要装个起搏器就没事了。”在近日

召开的第一届分子检测与慢病管理学术大会上，中国

医学科学院阜外心血管病医院副院长顾东风教授的

这个小故事，让人领会到分子检测技术的重要作用。

分子检测的神奇之处在于，能够绘制出每个人专

属的“基因地图”。为什么别的妹子光见吃不见胖，自

己喝凉水也长肉？为什么有的人从不抽烟喝酒还得

了肺癌、肝癌，有的人一辈子抽烟喝酒也没啥事？分

子检测可以解答，这一切都是基因“惹的祸”。

分子检测：解读疾病密码
做饭烧菜时，各种各样的蔬菜、食材总会产生

大量的边角废料，一般都会被当作垃圾顺手扔

掉。但是，当你知道了这些“垃圾”中蕴藏着大量

的宝贝时，你就会后悔不已，原来这些下脚料可都

是中药材，都是日常保健的佳品。

厨房里淘宝“垃圾”变中药
文·薄小星

冬瓜皮可以利水消肿，是小便不利的克星。

推荐“药方”：
1.三皮汤。材料：冬瓜皮、陈皮、姜皮；做法：

煮水代茶饮。

2.冬瓜粥。材料：冬瓜皮、赤小豆各 30 克；做

法：用上述食材熬粥。

上述两种代茶饮和保健粥的功效：利水消肿，

清热解暑。

3.冬瓜皮鲫鱼汤，治疗小儿腹胀、厌食。材料：

冬瓜皮100克，鲫鱼一条；做法：炖烂食用，喝汤。

冬瓜皮

西瓜皮（翠衣）可生津止渴。新鲜西瓜皮直

接擦涂可以治痱子，还可以止痒。

推荐“药方”：西瓜皮捣汁，用来漱口，可以治

疗口腔溃疡、口舌生疮。

西瓜皮（翠衣）

苹果皮有收敛作用，苹果皮中含有丰富的抗

氧化成分及生物活性物质。

推荐“药方”：
1.煎汤或泡茶，可治胃酸过多、痰多。

2.晒干研末，空腹调服，每日2—3次，对慢性腹

泻和神经性结肠炎、高血压等病症有一定的疗效。

苹果皮

分子检测又称 DNA 检测或基因检测，通过分子

生物学和分子遗传学的手段，从血液、体液、细胞、组织

等样品入手，检测出一个人的DNA分子结构水平或蛋

白表达水平是否异常，从而分析各种致病基因或疾病

易感基因的情况，使人们能及时了解自己是否会患某

种疾病或患某种疾病的风险概率，从而及时采取应对

手段，达到及早干预，及早预防，防患于未然的目的。

随着人类基因组图谱被逐一解密，基因组学研究

的不断发展，分子检测技术在全世界方兴未艾。记者

从第一届分子检测与慢病管理学术大会上了解到，目

前分子检测技术可以诊断出 1000 多种遗传性疾病，

癌症、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脑卒中、青光眼……这

些听起来就很“难缠”的疾病，都可以通过分子检测技

术来预测预警。

大量科学研究结果显示，很多疾病表现出较明显

的遗传倾向性，目前已经证实了一些易感基因与这些

疾病的关系非常明确，可以作为早期预警的指标。

抽取一管样本，通过采用各类高通量基因检测技

术，对经提取和扩增的遗传基因进行检测，就可以获

取个人遗传基因信息，从而得知此人有哪些易感基

因，易得哪些疾病。

由于易感基因并不等同于致病基因，所以，易感

基因的分子检测结果只是表示患病的几率，并不代表

疾病肯定会发生。“检测出来的结果，并不是百分之百

的是或不是某种疾病，而只显示一个概率，也就是你

得这种疾病的风险。”顾东风告诉记者。

血或唾液就能“算”出得病几率

■新闻延伸

很多媒体报道都喜欢援引安吉丽娜·朱莉的故

事 ，认 为 她 是 受 益 于 分 子 检 测 技 术 的 绝 佳 案 例 。

2013 年 5 月，好莱坞女影星安吉丽娜·朱莉公开表

示：通过分子检测，发现自身携带乳腺癌的高风险

基因——BRCA1，完成切除乳腺的手术后，其乳腺

癌患病风险从 87%降到了 5%。

在生物芯片北京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工

程院院士程京看来，安吉丽娜·朱莉的案例固然体现了

分子检测技术的贡献，但并不提倡这样激进的行为。

“因为分子检测预测的是罹患疾病的风险，而疾

病的发生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程京认为，

“分子检测预知某种疾病的高风险后，应该做的是改

变会诱发疾病的环境因素，而不是一切了之。这个环

境指的是人的肉体之外的所有有形和无形的东西，包

括生活方式、所处环境、情绪管理、睡眠等等。”程京院

士还举例说，比如抽烟的人，做了分子检测后，发现存

在肺癌的易感基因，有些人也许就会把烟戒掉，容易

得高血压的人改食低盐食物等等，而这样的行为和方

式更值得提倡。

现代医学研究证明：除外伤外，几乎所有疾病都

是由先天的基因风险因素和后天的环境因素共同作

用的结果。分子检测就是帮助找到潜伏在体内的疾

预防的意义大大超出治疗

陈皮可谓多用途保健品，既可治痰多咳嗽，又

对消化不良有帮助。

推荐“药方”：
1.陈皮雪梨饮，对付痰多咳嗽。材料：陈皮若

干，雪梨一个，冰糖适量；做法：雪梨切丝与陈皮同

煮，加入适量冰糖。

2.陈 皮 姜 丝 饮 ，主 治 消 化 不 良 、腹 胀 。 材

料：陈皮适量，鲜姜五片切丝；做法：陈皮、姜丝

煮水喝。 （一）

橘子皮（陈皮）

分子检测除了能够“预测”出你可能罹患的疾病，

现在也越来越多地应用到疾病的防治过程中。

药物性耳聋是后天性耳聋的主要原因，他们在发

病前没有任何征兆可循，医生都知道有一部分人会因

为药物的原因导致耳聋，但是如何区分这部分人群是

无法直观判断的。通过分子检测技术来判断是否携带

药物性耳聋致聋基因，就可以把他们区分出来，就诊时

只要通过出示检测后派发的个性化用药指南卡片，提

醒医生不要使用像庆大霉素、卡那霉素和链霉素这样

的氨基糖苷类抗生素，耳聋就不会发生。北京市已经

在2012年开展新生儿耳聋基因免费筛查工作，截至目

前共筛查新生儿37万余例，药物性耳聋基因携带率高

达 2‰—3‰。我国每年新增非先天性耳聋约 3万人，

而药物致聋占 40%—50%。以每年全国新生人口 2000

万计算，药物耳聋高敏人群近 6万人。如果在之前进

行耳聋基因筛查，“一针致聋”的悲剧就可以避免。

除了指导安全用药，帮助医生定制个性化治疗方

案，以便更加有效地治疗疾病，也是分子检测技术的

重要作用之一。

“现在肿瘤的临床治疗包括靶向治疗，往往是依

靠医生的经验或者临床表现，效果并不太好，可能导

致过度治疗或治疗不足。”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肿瘤研究所病因及癌变研究室主任林东昕院士说，

“肿瘤细胞的基因组改变是决定放化疗疗效的重要原

因，而宿主基因组遗传变异对其疗效也有重要影响。

由于宿主基因组遗传变异检测只需要外周血淋巴细

胞，而不需要肿瘤细胞组织样本，所以作为诊断，分子

检测技术受到重视。”

分子检测大有用武之地

上海某银行的朱女士 2013 年 8 月在产检中唐氏

筛查没有过关，随后她进行了无创产前基因检测，发

现胎儿罹患唐氏综合症的风险很高后，忍痛做了引产

手术。

然而，和绝大多数孕妇一样，朱女士并不知道被

赞为“孕妇福音”的无创产前基因检测技术并未取得

国家药监部门批准的注册文号，不属于合法的临床检

验项目。

据业内人士透露，分子检测作为一个新兴行业，

国内目前并不规范，得到批准的检测项目很少。但

是，在国内已有数十家公司正在开展分子检测业务，

检测项目涉及数百种疾病。未批先行，已是行业公开

秘密。而事实上，除了少数几家具有国家重点实验室

的科研机构或生物公司，市场上存在很多不正规的公

司，本身并不具有分子检测能力，只是做销售和市场，

再将样本送到一些机构进行检测。

2013 年 9 月，在经历了两年的多次会议论证后，

卫计委医政医管局发出一份电函通知，中国医科大学

附属第一医院、中南大学湘雅医学检验所和北京博奥

医学检验所三家单位获准可以使用基于分子检测的

个体化医学检测技术的先行先试，至此，基因检测市

场有了国家承认的“正规军”。

“以前经常有医院问，分子检测技术能不能尽快

对医院开展业务，我们说不能，因为这样是非法的。

现在卫计委通知三家机构可以试点，这是一个重大突

破。试点之后效果好，就可以在全国铺开。也许只要

半年、一年时间，合规合法面向医疗的分子检测服务

就可以在中国出现。”程京院士对前景充满希望。

合规合法的检测服务将很快出现

病风险。通过分子检测找到易感基因，了解自己是哪

些疾病的高风险人群，在生活方式等环境因素上进行

改变，也许是预防疾病的最有效手段。

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终身教授、首批上海千人计划

入选者吕晖博士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在美国，

通过基因检测及时发现并采取积极有效的预防措施，

家族性结肠癌发病率下降了 90％，死亡率下降了

70％，女性乳腺癌发病率降低了 70％，每年都有近百

万人在专业人士指导下接受基因检测。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六人民医院院长贾伟平是

一位糖尿病专家，她介绍说：“现在对糖尿病的预警多

采用肥胖、糖调节异常等临床症状，治疗多依据当时

血糖情况，但其实这些阶段已经存在一定的病理生理

改变，而分子检测可以在临床高血糖发生之前，就提

供有效的预警及个性化指导，使得疾病防治关口再前

移。”

在程京院士的愿景中，未来分子检测将用来指导

常规体检，让常规体检更加有的放矢，从而改变健康

管理的观念。最重要的是通过它来指导人们管理疾

病。正如《黄帝内经》所言：“上医治未病，中医治欲

病，下医治已病。”程京说：“在疾病发生之前，超早期

地发现体内可能正在发生或者是将会发生的某种损

伤或风险，然后有针对性地提供高度个性化的方案来

避免这种损伤或风险。”

分子检测技术的迅速发展也许意味着，医疗保健

的基本方法将发生转变——从关注疾病的诊断和治

疗，转变为以预测和预防疾病为主，预防的意义将大

大超出治疗。

骨科作为医学领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伴随

着生物力学、生物材料学、计算机技术、生物影像学技

术、机器人技术、纳米医学技术、光纤技术、激光技术

等等的不断发展和成熟，现今已成为医学中发展最为

活跃的一个学科。

北京世纪坛医院骨外科主任于方已从事骨科医

疗工作 28年，他说，自己亲眼目睹了我国骨科快速发

展的历程，参与了这个进程中的不同阶段，享受了科

技进步、骨科发展带给医生和患者的益处。他认为，

微创理念将引领骨科各专业的发展方向。

于方表示，现在骨科专业的划分越来越细，多数医

院主要分为创伤骨科、脊柱骨科和关节骨科；有些医院

还有肿瘤骨科、小儿骨科、手足骨科等。而在一些省市

的中心医院，某一个专业上还会予以进一步细分，如关

节专业又分为髋关节、膝关节、肩关节等；脊柱专业又

分颈椎、胸腰椎等。这种专业划分已成为趋势。专业

的划分使得从事该专业的医师能够有较充分的时间和

精力钻研其所涉及的领域，从而更精、更细、更准、更完

美地解决面临的临床问题，提高伤病的治愈率。

于方说，每一个骨科专业的发展，都包括对疾病

的认识深度以及医学理念的进步，加之先进医学技术

的不断鼎力相助，使得当今的医学不断地冲撞着传统

医学，改变其原貌。如创伤骨科，对骨折的治疗观念

由机械力学向生物学方面发生了彻底的改变。即从

绝对解剖复位、坚强的内固定、骨折一期愈合的力学

固定方式（AO），演变为间接复位、弹性固定、骨折间

接愈合（骨痂愈合）的生物学固定方式（BO）。BO 概

念的内涵：必须充分重视局部软组织及骨的血运，固

定可靠而无加压。而先进的微创技术，影像技术，内

固定技术的应用，更使得在治疗创伤骨折方面已不再

是大创口，完全解剖，超强固定；而是小切口，间接复

位、生物学固定等等，这些都缩短了手术时间，大大减

少了并发症，提高了治愈率。

“微创的理念已经越来越被医生所接受，并必将

引领着骨科各专业的发展方向。”于方认为，科技的进

步使得医生对微创的认识和应用不断深入并完善，同

时，先进技术的不断涌现，也使得微创理念能够在临

床上发挥更大作用。

于方介绍，微侵入技术现已在创伤骨科、脊柱骨

科和关节骨科有不同程度的应用。在上个世纪六十

年代，关节镜技术的应用颠覆了以往的关节内手术方

式。现在，腔镜技术在脊柱骨科发展迅速，腹腔镜、胸

腔镜、椎间盘镜、侧路镜的应用使得脊柱手术创伤越

来越小，也使一些复杂手术变得简单、安全。

“可以说，这些微侵入技术正在颠覆着传统的脊

柱手术方式。”于方说，现在腔镜技术还只用在解决脊

柱的有关疾病上，各地的应用还不成熟、平衡。但是，

腔镜外科与射频技术、激光技术等其他技术相结合，

必将成为微侵入脊柱外科的主导。

于方表示，多种技术在临床上的融合，改变着医

疗环境和方式。如影像技术，导航技术的融合，让医

生的视野深入到患者体内，高难手术因此得以更准确

地开展。一体化手术室的出现，就是各种技术融合的

产物，它改变着医疗环境。“物联网在医学上的应用和

延伸，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必将为未来的骨科，

乃至整个医学带来更美好的前景。”于方说。

微侵入技术正在颠覆传统骨科手术方式
■医卫前沿
文·本报记者 段 佳

科技日报讯 1 月 7 日，第四届北京市“非公有制

经济人士优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表彰

大会”召开，北京长庚医院董事长林元太荣获“优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荣誉称号，另外有

45 名非公有制经济人士获此殊荣。

北京长庚医院董事长林元太表示，荣誉对医院今

后的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他们将乘势而上，更加努力

地将医院做大做强，将长庚医院打造成一个为百姓健

康服务的微创骨科品牌医院，更好地造福祖国和人民。

据了解，林元太作为北京长庚医院的董事长，主

动与北京市党组织加强联系，密切配合、定期通报、共

同管理，并坚持诚信经营，积极投身到北京医疗卫生

行业，全力打造百姓满意、政府放心的“微创骨科”医

院。另一方面，林元太热衷社会公益，投入大量的人

力和财力，把“治未病”的理念融入到居民健康教育工

作中，并通过为困难群体减免医疗费用、提供医疗援

助资金等方式积极为群众解决实际困难，累计捐款捐

物达百余万元。 （程昱）

北京长庚医院打造微创骨科品牌医院
科技日报讯 宽敞明亮的输液室、干净整洁的化

验室、品种齐全的药房、美味可口的早餐、热情和蔼的

医生护士，1月 10日，几位前来就诊的患者愁容消失，

暖意涌心田。这一幕发生在解放军第 302 医院专门

为艾滋病患者和携带者开设的“爱心门诊”里。

302 医院是国家级艾滋病重点实验室和药物验

证基地。医院自 1990 年收治了中国大陆首例输入

性艾滋病患者以来，就始终将关切的目光投向对艾

滋病患者及携带者的关爱上。

2010 年医院专门在门诊大厅成立了为艾滋病患

者提供细心周到服务的爱心诊室，除了落实国家规定

的“四免一关怀”和艾滋病机会性感染救助基金等相

关政策外，还常年为患者免费检测 CD4 细胞及 HIV

（艾滋病病毒）载量，并针对患者接受“鸡尾酒”联合抗

病毒治疗副作用大的问题，研制出国内首个艾滋病感

染者抗病毒治疗依从性预测模型，干预患者定时定点

服药，对重拾患者信心、提高生存质量和生存率起到

了积极地推动作用。

为了给艾滋病患者提供更好的就诊环境，今年医

院又正式将爱心诊室扩大为爱心门诊，选拔细心周

到、业务能力强的医务人员专职提供服务。门诊内药

房、检验室、药房、输液室、治疗室、心理健康室一应俱

全，患者在这里不仅能享受到方便快捷的“一站式”服

务，还能吐露心声、排解压力，扫除阴霾，以阳光的心

态面对病魔。最近，爱心门诊又与临床检验中心合作

将 HIV检测下线标准从 200个单位提升为 40个单位，

这样方便医生随时监控 HIV 复制情况，指导用药标

准，使患者达到更好的治疗效果。 （戴欣 张芸）

“爱心门诊”为艾滋病患者提供一站式服务

据新华社消息，国家卫生计生委 1 月 9 日公布与

公安部联合发出的通知，要求自 2014年 1月 1日起启

用新版《出生医学证明》（第五版），旧版《出生医学证

明》签发日期截至 2013年 12月 31日。

通知说，对持有《出生医学证明》的新生儿，户口登

记机关审验《出生医学证明》等材料后为其办理出生登

记。无法核定新生儿母亲信息的新生儿，不能获得《出

生医学证明》。对不符合签发条件，未获得《出生医学

证明》的新生儿，户口登记机关经调查核实后，依照有

关规定为其办理出生登记。《出生医学证明》一经签发，

签发机构对证件记载的信息原则上不作变更。《出生医

学证明》的真伪鉴定工作，由申请鉴定的户口登记机关

所在的县（区）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或其委托机构统一

受理和反馈。发现伪假证件时，应当将证件复印件和

真伪鉴定书逐级报送至国家卫生计生委备案。

通知明确了卫生计生和公安部门职责，卫生计生

部门要建立健全管理制度，规范业务流程，加强监督

管理，积极推动信息化建设工作等；公安部门要积极

配合新版证件的启用和管理工作，尽快掌握新版证件

的使用、管理要求及真伪鉴定方法，严厉打击涉及《出

生医学证明》的违法犯罪行为。

新版《出生医学证明由正页、副页和存根三部分

组成，内容包括新生儿信息、新生儿父母信息、签发机

构信息等。

新版出生医学证明启用

据新华社消息，大家都知道挠痒时常会感到特

别舒服，日本一项研究揭示了这种现象背后的深层

机理，即挠痒会激活大脑中的“奖励系统”，从而使人

觉得舒服。

日本生理学研究所的望月秀纪等人近日在美国

《神经生理学杂志》上报告说，他们测试了 16 名健康

的成年男性和女性在挠痒试验中的反应，受试者的

手腕上装有电极并会因电流出现瘙痒感，他们在挠

痒时大脑内部的活动被研究人员使用功能磁共振成

像技术记录下来。

结果发现，在挠痒时，大脑中的纹状体和中脑部位

有强烈反应，而这些部位属于能给人带来快感的“奖励

系统”。此前研究已发现，在赌博赢了大钱或者被别人

夸奖时，大脑中的这种“奖励系统”也会被激活。

挠痒时为何会感到舒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