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技日报讯 （新文）8 月 10 日，湖南湘

潭发生一例孕产妇死亡事件，事情发生后社

会媒体给予了充分的报道，卫生行政机关也

及时介入。

中国医师协会 15 日发布《尊重生命 尊

重事实 尊重法律》，认为医务人员的职责是

呵护人的健康和生命，医务人员严格履行职

责对患者病情认真仔细观察及时准确处理

是医疗安全保证的根本。

中国医师协会公开呼吁，医务人员强化

责任心，严格执行各种规章制度，以对得起

患者的托付和信任。医务人员应重视和患

方的沟通，特别是医疗不良事件发生后更应

加强医患之间的信息交流，客观公正对待医

疗不良事件。

医疗不良事件出现后，分清是非、明确

责任是纠纷解决的关键，在媒体和社会的压

力下不分清责任去调解不妥当。本案的纠

纷解决应当有鉴定或至少有专家论证结论。

同时，医师协会认为，媒体热炒产妇的死

亡甚至有多幅照片冲击大众的视野，能挑动人

们对于医患之间敏感的神经，但是恰恰加剧了

医患之间的对立，伤害了医患之间的互信。希

望媒体理性、冷静地处理医疗不良事件。

中国医师协会就孕产妇死亡事件表态

我国是肝病的高发区和重灾区，其中

肝炎占了较大比例。以乙型肝炎为例，根

据 2006 年全国流行病学调查资料显示，我

国乙型肝炎表面抗原携带率约为 7%，总携

带病毒人数 9300 万人，其中慢性乙肝患者

超过 2000 万人，几乎占全世界乙肝总数的

三 分 之 一 ；此 外 ，专 家 估 计 ，我 国 至 少 有

1300 万慢性丙型肝炎病毒携带者，他们中

有四分之一最终将发展成慢性肝炎、肝硬

化或原发性肝癌。每年死于肝病的患者超

过 30 万人之多，其中约半数以上为肝癌。

更为严重的是，我国慢性乙肝病毒携带者

中，约有 40%来有自乙肝表面抗原的母亲，

通过母婴垂直传播，使新生儿成为慢性乙

肝病毒携带者。

肝病被列为威胁我国人民健康的头号

“敌人”，是我国重大的公共卫生问题之一，

同时也成了全世界医学界共同关注的重要

课题。针对肝病的现状以及治疗前景，笔者

采访了我国著名的肝病与感染病学专家、首

都医科大学肝病转化医学研究所所长、首都

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副院长、中华医

学会肝病学分会候任主任委员段钟平教授。

开辟中医药治疗肝病新思路

段钟平是我国著名的疑难及重症肝胆

病专家，对各种重型肝炎、肝衰竭、肝硬化、

酒精性肝病等终末期肝病有系统与深入的

研究，其所在的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

医院，是我国规模最大、设备最为先进的疑

难和重症肝病诊断、治疗、科研与教学中心

之一。由段钟平教授亲手创建的北京市人

工肝治疗与培训中心，拥有一支由国内多名

肝病领域知名专家、硕士、博士、出国留学人

员为主组成的专家队伍，医疗技术实力雄

厚，每年收治的各种疑难和危重肝病患者接

近 600人次，开展的各种人工肝及相关血液

净化治疗超过 500人次，部分国内外同行将

其称为“肝病段”，而众多患者及家人则把其

称为“肝病断”，即“使患者从此摆脱肝病困

扰”之意，其精湛的医术、良好的医德被众多

患者广泛称道。

段钟平说，中国目前乙肝和丙肝的问题

远未解决，对经济社会影响既深远又广泛，

而中医药可以成为肝病治愈的有效途径之

一。

以片仔癀入手治疗肝病

怎样治疗肝病这一顽症？治疗肝病的

出路在哪里？段钟平认为，作为以整体治疗

结合辨证施治为特长的传统医药以人为本，

具有独特优势。近年来西方医学虽然在乙

肝和丙肝抗病毒治疗、肝移植手术治疗方面

取得重大进展，但仍有一些肝病如肝癌的整

体治疗效果提高、生活质量改善等难题迄今

仍无法解决。

段钟平指出，我国在探索中药或中西医

结合治疗肝病之路方面，一直是全世界医药

界关注的重点，也是肝病治疗取得突破的希

望之一。

据了解，20 世纪 90 年代，上海复旦大

学医学院就对片仔癀进行保肝利胆、抗肿

瘤、调节免疫、抗炎止痛等药理药效的研究，

研究结果清楚表明：片仔癀对动物肝癌有明

显的抑制作用，对机体具有特殊双向免疫调

节作用，并有显著的保肝利胆和消炎镇痛作

用。在国内多个医院进行的治疗急性胆囊

炎、病毒性肝炎、促进软组织损伤愈合等临

床试验中，均显示片仔癀的临床效果非常显

著，而且安全性很高。2004 年“片仔癀胶囊

对原发性肝癌患者（毒热瘀结证）介入治疗

减毒增效的随机双盲、安慰剂平行对照多中

心临床试验”被列入国家 863计划项目。研

究结果表明：片仔癀在缓解患者临床症状，

减轻肝癌患者疼痛，提高患者生存质量等方

面作用显著，并能减轻化疗毒副反应。

解开“湿热蕴结证”之谜

目前慢性乙肝主要通过干扰素和/或核

苷（酸）类似物进行抗病毒治疗，但是抗病毒

治疗周期长，尤其核苷（酸）类似物没有固定

疗程，长期治疗后患者容易产生耐药。另外

如干扰素等药物的副作用大，部分患者由于

无法耐受药物副作用而无奈停药。即便一

些患者能够接受长期的抗病毒治疗，也只能

收到持续抑制病毒复制的效果，很难实现完

全治愈慢性乙肝的目标。因此，目前慢性乙

肝的抗病毒治疗整体疗效不理想，仍然存在

着诸多待解决的问题。一些新的针对慢性

乙肝治疗的药物急需得到开发，部分特殊的

慢性乙肝人群也迫切需要得到及时干预治

疗。此外，慢性乙肝、肝硬化患者经常合并

肝区胀满不适、持续或间断疼痛、口苦等症

状，以及脂肪肝、胆囊炎等情况，单纯的抗病

毒治疗无法解决这些问题。

段钟平强调，中医药治疗各种慢性肝

病，具有悠久的历史和确切的疗效。中医认

为慢性乙肝多由湿热毒邪内侵，引发“湿热

蕴结证”，主要病机为正虚邪恋，虚实夹杂，

气血脏腑功能失调。基本治法为益气养阴、

清热解毒、健脾补肾、活血通络。国家名贵

中药片仔癀主要成分为三七、蛇胆、牛黄、麝

香，其中三七散瘀止血，行滞通脉；蛇胆清热

解毒，牛黄泻火清热，麝香活血开窍，消肿止

痛，与慢性乙肝治疗思路和机制较吻合。但

迄今缺乏片仔癀对慢性乙肝肝炎患者治疗

有效性和安全性的系统研究。这一研究就

是通过片仔癀治疗慢性乙型肝炎随机对照

的前瞻性研究，评价片仔癀治疗慢性乙肝的

有效性和安全性，为片仔癀在慢性肝病领域

的应用提供理论和试验数据。

段钟平说，针对中药片仔癀治疗肝病的

研究项目目前还在进展之中，预计 2015年 6

月之前将有两项令人期待的研究成果发布。

中医药或成为肝病治疗有效途径
□ 米 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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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讯 （钟艳宇 记者吴红月）近

日，北京大学血液病研究所黄晓军教授在国

际血液学领域的顶级学术期刊《Blood》（影

响因子 9.775）发表关于“单倍型造血干细胞

移植供者优化选择”的研究论文。该成果发

现了单倍型移植供者的“优化选择法则”，可

有效降低移植合并症发病率，提高患者生存

率。

该论文被选为《Blood》当期封面焦点文

章，由主编 Bob L·wenberg教授在卷首特别

推荐，并授权免费获取全文。

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Allo-HSCT）

是治愈血液病最有效方法，由于免疫屏障的

存在，长期仅限于人类白细胞抗原（HLA）相

合的情况下进行：但同胞（兄弟姐妹）间仅

25% HLA 相合几率，随着我国独生子女家

庭成为主流，同胞相合供者日渐匮乏；而中

华骨髓库等非血缘供者库捐献成功率仅

11%。因此，供者来源缺乏是 Allo-HSCT 领

域长期未解决的重大难题。

黄晓军课题组历经十余年系列研究，从

细胞因子诱导免疫耐受等临床前期研究逐

步建立、完善了国际原创的单倍型移植技术

体系——“北京模式”，达到了与人类 HLA

相合同胞和非血缘供者移植等同的疗效。

北京大学血液病研究所目前每年完成单倍

型移植近 400 例，已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单

倍型移植中心，并推广至全国 50 余家移植

中心及意大利罗马移植协作组等海外中心

应用。

单倍型的广泛应用随之带来新的科学

问题：如一位恶性血液病患者同时拥有父

母、HLA 不合兄弟姐妹等单倍型供者，如何

最优化供者选择，使恶性血液病患者复发

率更低、移植物抗宿主病（即移植排异）更

少、生存率更高？国际上尚缺乏该问题的

系统研究。黄晓军课题组在 1210 例单倍

型移植临床实践基础上系统研究发现：年

轻、男性供者移植组“移植相关死亡率低、

生存率高”；父亲较母亲供者组“移植物抗

宿主病发病率低、移植相关死亡率低、生存

率高”；子女较同胞供者组“移植物抗宿主

病发病率低”；父亲较姐姐供者组“移植相

关死亡率低、生存率高”；非母系遗传抗原

（NIMA）不合同胞较父亲、非父系遗传抗

原（NIPA）同胞供者组“移植物抗宿主病发

病率低”，从而建立了单倍型移植供者“优

化选择法则”。

《Blood》特邀德国 Tübingen 大学 Ru-

pert Handgretinger 教 授 在 当 期“Inside

Blood Commentaries”栏目进行评述：与非

血缘移植中 HLA 配型是供者选择首要原则

不同，亲缘单倍型移植中供者选择对患者移

植物抗宿主病、移植相关死亡、复发率意义

重大。迄今对于供者年龄、性别、亲缘关系

等选择原则知之甚少，而这篇研究论文在大

量临床病例基础上提出的供者选择法则，可

有效降低移植合并症发病率，提高患者生存

率。该法则应在其他单倍型移植模式中进

一步验证。鉴于“北京模式”覆盖全球 50%

以上单倍型移植病例，这对改善大量患者生

存具有重要影响。

该论文的第一作者为北京大学人民

医院血液病研究所王昱副主任医师和常

英军教授，通讯作者为黄晓军教授；该研

究 得 到 了 国 家 自 然 科 学 基 金 重 点 项 目 、

“973”、“863”项目，“长江学者”奖励计划，

北京市重点实验室，“北京大学—清华大

学”生命科学联合中心等多项科研基金的

资助。

《Blood》（血 液）由 美 国 血 液 学 会 主

办。刊载血液学基础实验和临床研究的论

文，包括良性与恶性白细胞、红细胞、血小

板病症以及机制、免疫学和肿瘤学的血液

研究。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黄晓军教授在《Blood》发表封面焦点文章:

亲缘间单倍型移植有了“优化选择法则”

科技日报讯 （仰东萍 记者李颖）近

日，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完成世界首例 3D

打印人工定制枢椎，应用于恶性肿瘤的

治疗。

12 岁的小患者明浩患有尤文氏肉瘤，

癌变部位位于枢椎，随时可能出现不可逆

的脊髓损伤，导致完全瘫痪、呼吸骤停，病

情非常凶险。

据该院骨科教授刘忠军介绍，人的颈

椎由七节椎骨组成，其中，最上面与颅底相

连的两节分别为寰椎和枢椎。与其它椎体

相比，这两块椎体显得比较“特别”。寰枢

椎与人的头颅之间，就像三角形尖顶上面

放了一个圆球，一方面头颅可以上下左右

活动自如，另一方面也使寰枢椎成为颈椎

中最不稳定、最脆弱的支点。同时，寰枢椎

的椎孔内有为脑基底部供血的最大动脉分

支——椎动脉，有穿行其中的脊髓，这里几

乎是手术禁区。

而尤文氏肉瘤是一种病情发展迅速、

恶性程度高的溶骨性病变，对骨骼具有渗

透性或虫蚀样破坏。作为罕见的脊柱原发

恶性肿瘤，尤文氏肉瘤多发于儿童。其主

要累及骶椎，其次是胸椎和腰椎，颈椎最为

罕见。

对于尤文氏肉瘤的治疗，目前以手术

结合放疗、化疗综合治疗。其中手术切除

肿瘤是治疗的关键。由于脊柱肿瘤解剖位

置邻近脊髓、神经、重要血管和脏器结构，

手术切除肿瘤是治疗的关键。

刘忠军教授和他带领的团队经研究决

定，为明浩的枢椎进行前路和后路两次手

术。明浩要通过手术切除的枢椎被称为手

术禁区，目前全国能够完成枢椎切除手术

的医院只有不过 5家。仅仅切除被肿瘤侵

蚀的枢椎还不行，还要想办法在第一和第

三颈椎之间添上内植物，这样手术后明浩

的头才能够抬起来。

传统手术切除病变椎体后，会用钛合

金网笼代替原来椎体的位置，但容易出现

椎体塌陷，椎间高度难以维持等情况，给患

者带来极大痛苦。

刘忠军教授和他的团队决定尝试使用

孔隙金属代替缺损的脊椎结构。即使用钛

合金粉末 3D打印技术，制造出空间结构复

杂、符合解剖形态的孔隙金属结构，使骨细

胞长入空隙金属内，达到融合的效果。同

时，由于人工椎体独特的设计结构，不再使

用钛板辅助固定。

刘忠军教授和他的团队，通过计算和

研究，为明浩设计了一个孔隙金属枢椎，用

以取代被肿瘤侵蚀的椎体。

经过 7 月 18 日、7 月 31 日的颈椎后路

和前路两次手术，患者小明浩换上了首例

应用 3D打印技术人工定制的枢椎椎体，并

于 8月 18日顺利出院。

至此，针对治疗寰枢椎恶性肿瘤，北

医三院骨科刘忠军团队完成了世界首例

应用 3D 打印的人工定制枢椎作为脊椎外

科内植物，进行脊椎肿瘤治疗以后的稳定

性重建。

据刘忠军教授介绍，枢椎的特殊生理

结构及位置，使人工定制枢椎能够充分利

用 3D 打印技术进行制作。在完全模拟枢

椎复杂形态的同时，增加了支撑面积，椎

体稳定性大大提高。极大降低了患者在

通用术后与钛合金网笼相邻的椎体出现

塌陷所致相关并发症的发生。个性化的

3D 人工椎体达到了椎体一体化的效果，

具有现在国际通用的钛网替换技术不可

比拟的特点。

据悉，刘忠军教授实施的将 3D打印人

工定制枢椎用于枢椎恶性肿瘤手术治疗的

方法，为肿瘤切除后颈椎结构重建技术开

辟出一条崭新途径。

经过 4 年 3D 打印脊柱植入物方面的

研究探索，相关文章也已在世界顶级的脊

柱外科学杂志发表。

北医三院完成世界首例
3D打印人工定制枢椎置换术

■治疗手册

8月 16日，首届家庭医生发展先锋论坛

发布了 2014 年中国家庭医生执业信心指数

（FDCI)调查报告。数据显示 2014年家庭医

生信心指数为 32.64（小于 50，悲观），不过对

3年后的预期上涨至 53.02，趋于乐观。

《中国医学论坛报》总编侯晓梅女士指

出，家庭医生信心指数是反映中国医生对家

庭医生执业的信心强弱的指标，表达了中国

家庭医生从业心理状态的主观感受。该指标

包括执业环境、收入水平、工作压力、职业晋升

空间、获得社会尊重、个人价值实现六个维度，

是预测家庭医疗服务市场趋向的行业景气指

标。FDCI的取值范围在 0—100 之间，以 50

为临界值。指数在50以上，反映景气状况趋

于上升或改善；低于50，反映景气状况趋于下

降或衰退；等于50，反映景气状况变化不大。

调查报告显示，在影响家庭医生执业信

心的六个因素（执业环境、收入水平、工作压

力、职业晋升空间、获得社会尊重、个人价值

实 现）中 ，收 入 水 平（23.5%）和 执 业 环 境

（21.9%）是最被看重的因素。

家庭医生的工作内容主要是在基层承担

预防保健、常见多发病诊疗和转诊、病人康复

和慢性病管理、健康管理等一体化服务。

然而，成都正广兴健康管理集团医学

总监张新征却认为家庭医生必须实行分级

建设。

“家庭医生的能力必须有分层。”张新征

表示，不同层极的家庭医生提供不同层极的

服务内容，明确的服务能力划分和培养才能

让家庭医生成长道路明晰、方向明确。“要求

所有的家庭医生提供统一的服务，是目前家

庭医生发展无序，从业人员感觉前途渺茫的

最根本原因之一。”

《国务院关于建立全科医生制度的指导

意见》指出，到 2020 年，在我国将初步建立

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全科医生制度，基本实

现城乡每万名居民有２—３名合格的全科

医生，基本适应人民群众基本医疗卫生服务

需求。

“由于现在整体的全科医生体系还处于

打基础的阶段，家庭医生的收入受限，除此

之外，中国医生认为社区中心与三甲医院相

比，难以获得比较好的职业发展机会。”侯晓

梅表示，这两个原因导致了现在全科医生作

为理应是医疗体系中最庞大的人群，在现实

中变得奇缺。

目前的家庭医生工作主要分布在一些

社区的试点单位，以一个家庭医生的团队覆

盖当地社区几万人，提供一些基本卫生服

务，同时设计对于不同类型的健康管理收费

服务包，以病种或者人群来分类服务包，构

建一个长期的合作关系，防范基本疾病的发

生以及完成慢性病的康复。

首都医科大学顾湲教授指出：全科医生

可以为患者解决大医院无法解决的问题，成

为高质量的守门人，如今我们家庭医生的重

要性被承认，未来的发展成为必然趋势。

中国家庭医生执业信心指数调查结果发布
□ 本报记者 李 颖

开拓和谐办医新路径
科技日报讯 （记 者李颖）为 了

进一步增进医患互信，提升医院管

理和服务社会各界水平，8 月 15 日，

北京市医院管理局全面启动了 2014

“相约守护”互换体验季。这也是北

京市医院管理局以“科学办医、温暖

行医、文明就医”为主题开展培育和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活

动之一。

第一批来自媒体、机关、企业、

学校、科研院所、社区的 227 名社会

各界人士，“变身”医务助理或志愿

服 务 人 员 ，走 进 北 京 市 属 21 家 医

院，通过“服务患者”的实践，提出对

患者文明有序就医和医院科学管理

运行的建议。

北京市卫生计生委副主任、北京

市医院管理局局长封国生在启动仪

式上表示，2014 年“相约守护”体验

季，增加了医院内部不同岗位人员进

行岗位互换体验，以促进院内团结和

谐与工作完善提升。但医务人员与

社会人士进行医患互换体验依然是

各界关注热点。他透露，去年根据

“问”出的问题、需求、建议等，制定出

了 193 项整治举措并一一落实。另

外，今年还将通过组织局机关和市属

医院领导班子成员及部分中层管理

人员，到其他医院暗访体验患者就

医，了解患者感受，同时发现就诊流

程、服务质量、医院环境和秩序等方

面值得学习借鉴的地方，进一步提升

医院管理和服务水平。

第四届中国中医药
发展大会即将召开

科技日报讯 （记者吴红月）中医

药行业发展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历史性

新机遇。

在 新 形 势 下 ，如 何 推 动 中 医 药

发 展 列 入 国 家 战 略 ？ 如 何 将 作 为

独特的卫生资源、潜力巨大的经济

资 源 、具 有 原 创 优 势 的 科 技 资 源 、

优 秀 的 文 化 资 源 和 重 要 的 生 态 资

源 的 中 医 药 优 势 转 化 为 新 的 竞 争

优势，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

更大作用？

8月 30日—31日即将在河北省石

家庄市召开的第四届中国中医药发展

大会，将汇集相关领导、专家对推动中

医药事业改革发展的意见和建议，研

讨影响和制约当前中医药发展的理论

问题，共同探讨中医药事业发展思路

与路径规划，凝聚行业共识、激发改革

创新精神、解决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有关国家领导人和国家卫生计生委、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领导将出席大会并

作重要讲话。

大会由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指导、

中国中医药报社主办、神威药业集团

协办，设立 7 个论坛，以“国家战略与

路径选择”为年度主题，重点聚焦中医

药发展战略规划、中医药政策体系建

设总体规划、中医药海外发展战略规

划、中医药人才培养、中医药科技创新

等课题。

云南鲁甸龙头山镇中心卫生院院长
邵浦在鲁甸地震发生时与 12名医务人员
在卫生院值班，在抢救 8名住院的病人和
被压在坍塌的房子下面的医务人员时，邵
浦被落下的房梁砸伤腰部。连日来，邵浦
忍着伤痛，一直在工作岗位上，坚持救治
转移伤员。图为 8 月 19 日，邵浦在地震
救灾临时医院为一名被砸伤头部的老人
消毒换药。

新华社记者 杨宗友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