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由于沟通时间有限，要求医生在最短

时间内根据患者的个体化需求处方安全有

效的药物。”中日友好医院内分泌科代谢中

心主任杨文英教授表示，但糖尿病患者用药

后，会存在低血糖、肝肾损害、药物相互作用

等风险，需做肝肾功能评估等很多项检查，

并且要根据检查结果调整治疗方案，糖尿病

管理面临着复杂性的挑战。

据悉，日前在第六届亚洲糖尿病研究协

会(AASD)科学年会上根据 IntroDiaTM 公布

数据显示，在接受调研的日本医生当中，

77%的人认为，在Ⅱ型糖尿病的诊断阶段沟

通，对于患者病情接受程度以及治疗的依从

性有着很大的影响。但也有医生表示，在跟

患者的沟通过程中存在着各种挑战，缺少足

够的时间与患者进行这些具有重要意义的

交流。

就目前我国国情而言，由于医疗资源过

于紧张，医生分给每位患者的时间平均只有

382 秒。在此情况下，加上糖尿病疾病本身

以及治疗方案过于复杂，势必会加大药物处

方失误的风险，容易导致医患关系的紧张。

对此，中华医学会糖尿病学会副主任委员邹

大进教授认为，当前迫切需要探索一种简化

的治疗方式。但这种简化治疗方式并非表

面意义上的简单，而是在简化血糖控制流程

的同时，又要保证疗效与安全，从而实现医

生与患者对糖尿病的轻松管理，这不仅是医

生与患者的共同心声，也是糖尿病治疗发展

的必然趋势。

随着 DPP-4 抑制剂的出现，将对糖尿

病管理复杂性现状加以改观。据杨文英介

绍，目前，DPP-4 抑制剂在糖尿病临床管理

中的地位与疗效，已得到全球医学界广泛的

认可。

而作为 DPP-4 抑制剂家族中的成员，

利格列汀是一种强效、高选择性的 DPP-4

抑制剂。其不经肝肾代谢，无需根据患者肝

肾功能而调整剂量，利格列汀本身不增加糖

尿病患者低血糖风险和体重，并且与常用药

物联合无药物间相互作用，服用方便一天只

需一次，疗效稳定持久、有效安全。

Ⅱ型糖尿病医患
早期沟通对治疗非常关键

□ 本报记者 李 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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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血性心力衰竭，即（congestive heart

failure，CHF）是常见临床综合征同时也是

心内科治疗学上的难题，是使患者丧失工

作能力，具有较高死亡率的严重疾患，每年

有成千上万的患者死于心力衰竭。最近几

十年来，CHF 的发病逐年增加。美国心脏

协会（AHA）发布的 2012 年心脏疾病和脑

卒中统计数据显示：在美国，18 岁以上人群

中约有心衰患者 660 万，预计在 2030 年将

新增患者 300 万。该病的发生与年龄具有

相关性，在 45—54 岁年龄段人群中患病率

为 0.7%，75 岁以上人群中患病率达到 10%

以上。就中重度心衰而言，其 1 年全因死

亡或住院事件发生率可达 50%。每年因心

衰引发的医疗花费高达 200—400 亿美元。

根据我国 2003 年心力衰竭流行病学调查

资料显示，在 35—74 岁人群中，心力衰竭

患病率为 0.9%，按此比率计算，我国 35—74

岁人群中，约有心力衰竭患者 400 万人，每

年医疗花费巨大。

近二十多年来，随着血管紧张素转化酶

抑制剂（或血管紧张素受体拮抗剂）、醛固酮

受体拮抗剂、β受体阻滞剂的规范应用，心

衰的治疗取得了巨大的进展。国家心血管

中心阜外医院华伟教授指出，鉴于宗教信

仰、心脏供体有限等原因，对那些药物治疗

无效的心衰患者而言，起搏治疗是一种优于

人工心脏植入、心脏移植的新的治疗方法。

在治疗心动过缓的传统起搏治疗基础上，现

已出现了一种新的起搏治疗方法——心脏

再同步化治疗（CRT），不仅可以提供房室

顺序起搏，而且可达到心室同步收缩。在过

去的 10 余年中，CRT 已经成为慢性心力衰

竭疗效最显著的非药物治疗方法。

华伟教授介绍说，CRT 是以左室起搏

为基础的双室同步起搏或单纯左室起搏技

术，在改善心衰伴束支传导阻滞患者的血

动力学方面有着很好的疗效。大量研究已

表明，CRT 能够恢复心脏同步、改善心脏

活动而不增加心肌耗氧。这一血动力学的

治疗能迅速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和自我感

觉，使他们的运动耐量增加，减少住院率及

死亡率。

美国心脏病学会 2006 年年会公布的资

料显示，在欧美地区，CRT 在心衰的治疗

过 程 中 应 用 非 常 普 遍 。 2005 年 ，美 国 在

CRT 起搏器应用中的三腔双心室起搏治

疗占到总起搏器治疗总量的 1/3，美国每年

的起搏器置入量大约 12 至 20 万个，应用

CRT 量大约占 6 万例左右。近两年每年植

入量超过 10 万台。而我国第 1 例 CRT 是

在 1999 年应用，由于技术难度大及价格较

为昂贵，国内应用总数还非常有限，2013 年

国内植入 CRT 的总数大约 2000 台左右，与

国外的差距非常大。

据了解，CRT 主要是针对心力衰竭晚

期的患者，并不适合于所有的心力衰竭患

者。所谓心脏再同步治疗，是针对心脏收缩

不同步的患者（有心力衰竭同时又有心脏收

缩不同步），心脏收缩的不同步导致心功能

的进一步恶化。心脏再同步治疗以后，能够

改善这类患者的射血分数同时又改善其心

功能。虽然目前临床上 CRT 采用的指标是

QRS 波 增 宽 的 指 标 ，即 心 功 能 不 全 伴 有

QRS波宽度大于 120毫秒的患者，华伟教授

认为，对这样的患者仍然要做进一步的细

分，若是 QRS 波宽度大于 150 毫秒，并且是

左束支图形，则效果更好，只有这些心衰患

者存在心脏收缩不同步时，才可把这些患者

归于应用 CRT 范围之内，才能对这些患者

积极推荐 CRT。

为了使 CRT 技术在我国更广泛的应用

与发展，更好地造福心脏病患者，作为国内

植入 CRT 起搏器最多的专家，华伟教授积

极投身于 CRT 的规范化推广与使用工作，

帮助国内几十家大医院开展 CRT 治疗心衰

的工作。2008 年，美国心律学会（HRS）主

席到华伟教授工作的北京阜外心血管病医

院来参观访问，看到他为病人植入三腔起搏

器（CRT）手术仅仅用了 40分钟就顺利完成

时，感到非常惊讶，并称赞说：“植入三腔起

搏器（CRT）手术难度非常大，一般手术需

要 2—3 个小时才能够完成，你们用 40 分钟

就完成了，的确十分罕见。你是我见到的做

这种手术最快的一个，我们应该把医生送到

这里来学习。”

华 伟 教 授 指 出 ，目 前 我 国 医 学 界 在

CRT 应用中还存在一些问题，首先，掌握这

项技术的医生还比较少，因为 CRT 是一项

比较复杂的技术，从事这方面的医生需要掌

握精湛的起搏技术，还要有一定的电生理方

面的知识，以及一定的介入治疗技术，但我

国医生能同时具备这三方面知识和技能的

还不多，综合人员素质和设备情况来看，国

内能够独立开展这项技术的医疗单位还很

有限；其次，许多医生对 CRT 认识不足，还

没有认识到 CRT 能够很有效的改善一部分

心衰患者的心功能；再其次，CRT 费用比较

高，使用的三腔起搏器的费用大约在 10 万

元左右，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讲，这是一大笔

开支。

任何一个新技术都面临着推广问题，

华 伟 教 授 表 示 ，应 通 过 各 种 途 径 来 推 广

CRT 手段，让更多的医生了解这项技术，

了解 CRT 能给患者带来多大的好处，才能

把这项技术更好的介绍给患者。与此同

时，更要介绍清楚这项技术的适应症，使得

患者真正在这项技术上受益。否则，盲目

的应用，患者不但浪费大笔资金，而且得不

到疗效。

心脏再同步化治疗：一种新选择

今年 9 月，飞利浦宣布战略性聚焦健

康科技领域及照明解决方案，建立两家领

先的公司：健康科技公司将合并医疗保健

和优质生活事业部的业务，充分利用专业

医疗保健和消费终端市场的融合趋势，提

供全方位的健康关护服务，即从健康生活

方式及预防到诊断、治疗、康复和家庭护

理。照明解决方案也将加强 LED 光源、灯

具及智能互联网照明系统和服务领域现有

的市场领导地位。12 月 9 日，飞利浦中国

研发主管及飞利浦中国研究院主管高级副

总裁范凯斯先生在苏州接受科技日报记者

采访时表示，“在中国，我们从社会的发展

趋势以及客户和消费者的需求出发，积极

开展本土研发”。

现代社会正处于技术促进社会全面转

型的时代，世界上的每一家企业都在强调

创 新 ，飞 利 浦 给 自 己 制 定 的 目 标 是 ，到

2025 年要通过技术创新让全球 30 亿人感

受到新生活的变化。能有这样大的气魄，

范凯斯认为，源于飞利浦对于创新所秉持

的真正内涵，即将“技术+人”的应用作为

创新的根本。

范凯斯进一步强调说，我们理解“创

新”不等同于“发明”，只有把“创新”和“人”

两大元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充分理解用

户的需求和渴望，才能为社会大众提供真

正有意义的创新型解决方案。技术和研发

只是创新流程中重要的环节，但了解客户

需求才是关键性的开端，是确保飞利浦开

发的产品和服务能够获得成功，创造价值

的基础。

基于上述对于创新内涵的深刻认识，

在健康和照明两个领域不断进行深耕，是

飞利浦洞悉中国及世界技术创新的发展趋

势后制定出来的新的本土化战略目标。

在健康领域，飞利浦注意到，建立高质

量的基础医疗保障系统是中国政府当前医

改的重中之重。飞利浦把自己的工作重点

放在整个关护周期中发挥价值，从健康生

活方式、疾病预防、筛查、诊断、治疗、康复

到家庭护理，将医疗保健服务从医院延伸

至家庭，使更多的人能享受到可负担的医

疗保健服务。

飞利浦健康科技在中国的重点研究领

域包括空气净化、健康饮食、慢病管理及解

决方案、影像系统、介入式治疗、针对中国

的社区和家庭医疗保健解决方案、医疗信

息服务及解决方案。

在照明领域，飞利浦专注于 LED 技术

应用、系统化、标准化，还率先引领行业迈

进互联照明时代，创造人、空间与灯光之间

的互动，让家居生活更舒适，生活更优质。

以飞利浦三维导航超声设备为例。由

于中国是全球肝癌发病率最高的国家，针

对这一临床需求，飞利浦（中国）研究院最

新研究出将更多功能集成于一台超声设

备，使术前的扫描、诊断、规划和手术中三

维实时导航能通过同一个超声界面得以实

现，使得术前规划和术中导航无缝衔接，能

帮助医生在整个手术过程中借助实时三维

导航，精准置入消融针，实施治疗。

范凯斯说，这一新研发技术可大大提

高医生实施介入治疗的准确性和治疗效

果，减少病人复发，从而实现更好的术后恢

复。该研究成果不仅能改善肝癌的介入治

疗效果，也将在全球范围内对其他肿瘤介

入式治疗具有现实意义。

据了解，飞利浦还在利用信息化手段

建立“中国心血管临床数据仓库（CNC-

DR）”，希 望 将 目 前 中 国 各 大 医 院 在

CNCDR 领域的孤岛现象加以改变，形成

数据串联和共享，全面提升中国心血管疾

病的诊疗和科学效率，从整体上控制或降

低医疗费用。

“技术+人”创新模式 给健康更多内涵
——专访飞利浦中国研发主管范凯斯先生

□ 本报记者 吴红月

您知道罹患癌症和饮食结构有什么关

系吗？您知道健康的身体状态应该多食用

膳食纤维，多食蒸煮的蔬菜吗？您知道如何

进行科学瘦身和健康减肥吗？您知道酶的

数量决定着身体的健康吗？在 12 月 6 日于

上海新民晚报举办的“2014长三角（上海）营

养师大会”上，八位普通营养师向在座的营

养健康专家学者以演讲的方式展示了他们

对于营养师工作的理解。最终，三位营养师

因表达精准、科学性强、生动活泼而得到了

奖励。据了解，此次活动是于同期举办的

“2014 长三角（上海）营养节”的一个重要组

成部分，是为了促进健康养生知识在大众中

的普及，强化基层营养师的专业素养和表达

能力而进行的一项演讲比赛。此次活动由

长三角保健产业联盟、浙江保健协会以及上

海保健行业协会共同主办。

2014 年 1 月 28 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的《中 国 食 物 与 营 养 发 展 纲 要（2014—

2020）》明确指出，要全面普及膳食营养和

健康知识。加强对居民食物与营养的指

导，提高全民营养意识，提倡健康生活方

式，树立科学饮食理念，研究设立公众“营

养日”，开展食物与营养知识进村（社区）入

户活动，加强营养和健康教育等。中国保

健协会副理事长贾亚光告诉科技日报记

者，“目前，我国食物生产还不能适应营养

需求，居民营养不足与营养过剩并存，而营

养与健康知识匮乏是普遍存在的社会现

象，因此，应该鼓励营养师在普及保健养生

知识时强化科学性和规范性，真正起到提

升大众健康素养，提高生活质量，减少疾病

发生的作用和目的。如果广大基层的营养

师都能够具有较高的专业知识结构和传播

技巧，将科学养生知识寓教于乐，这将是对

整个健康产业的一大贡献”。

中国营养学会副理事长丁刚强指出，

营养师是健康知识普及的主要传播者和倡

导者，因此，他们不仅要对疾病发生的专业

知识有准确的把握，同时，也要“会说、会

写、会走”。也就是说，专业的保健养生营

养师首先要会组织自己的语言，言简意赅、

语言生动、形象鲜明、思路清晰地传达出所

要表达的主题；其次，要能以各种现代化的

手段如制作丰富多样的 PPT、设计形象鲜

明的小画册，提炼出短小精悍的用语，帮助

普通大众快速地记住所要传递的信息；其

三，要不断地穿梭于各个社区中为那些有

着不同健康营养需求及不同层面的受众提

供优质的咨询服务。

营养师搭建的是从消费者到社区到企

业再到产业的一个信息有效交流的桥梁，杭

州紫福富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鲍强

军认为，营养师的专业能力是消费者健康解

决方案的组成部分，要辨别出听众的需要是

“硬需求”还是“软需求”。他举例说，比如，

减肥是个“软需求”，而减重却是“硬需求”。

因为体重是三高及心血管疾病的主要成因

之一，营养师要以“循证保健”为手段，将纯

粹的减肥知识和能够减重的产品整合在一

起，使自己提供的服务更加具有价值。

此次活动的主办方负责人、长三角营养

产业联盟主席张艳女士在回答科技日报记

者提问时强调，基层的营养师是国内养生保

健行业最基本的力量，他们的素质和知识内

涵决定着健康信息的正确性和科学性，决定

着人们对于各类养生产品的识别能力，对于

企业的发展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对于产业的

整体水平提升更是不可或缺的力量。

在中国，很多人将营养保健食品买回家

后缺乏系统的管理，不知道营养保健食品该

怎么正确服用，甚至乱吃，导致身体功能紊

乱。而在国外，营养师是经过培训、考核、认

证，拥有开具营养处方权，就像医生一样。

张艳透露，目前长三角地区已经率先在

浙江试点，建立营养师俱乐部。这些营养师

和医院营养科专家并不一样，由浙江省食品

保健协会培训后，走入社区成为居民大健康

服务的主体。她说，“这些营养师既是自身

健康营养的爱好者，又具备一定的营养基础

知识，具备辅导居民的营养知识。未来要靠

这些专业人士来进行个性化营养服务，我们

希望他们个个都能成为具有权威专业知识

的金牌营养师”。

记者了解到，自 2008 年至今，浙江省保

健品行业协会已培训了 30 多期营养师学

员，每期学员在 30—50 人之间。经过培训

的学员经过考核，可获得劳动厅颁发的公共

营养师资格证，以及中国保健协会颁发的营

养保健师资格证。

长三角联盟打造“金牌营养师”
□ 本报记者 吴红月

梅毒免疫检测试剂
获准在中国上市

科技日报讯 （记者李颖）12 月 12

日，全球体外诊断领导者罗氏诊断宣

布 ，用 于 梅 毒 诊 断 的 全 新 Elecsys
Syphilis梅毒免疫检测在中国上市，通

过检测梅毒螺旋体总抗体，不仅能帮

助在常规临床筛查中发现感染梅毒的

患者，降低梅毒漏检的可能性，还可有

效检测出不同分期的梅毒感染，为临

床医生对梅毒感染者的早期诊断、鉴

别诊断、治疗监测提供保障。

为了进一步证明 ElecsysSyphilis

梅毒免疫检测的灵敏度和特异性，由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牵头，联合了全国

16 家 医 院 ，展 开“ 罗 氏 诊 断 新 一 代

ElecsysSyphilis梅毒免疫检测试剂性

能比对多中心研究”，该研究总共纳入

近 20000 例临床样本，将新试剂与其

他方法学的梅毒试剂进行了灵敏度和

特异性的对比评估。旨在未来为临床

及检验医务工作者提供更强有力的循

证医学证据以及更可信的中国证据和

使用经验。

清华长庚医院：
让医生围着病人转

科技日报讯 （记者李颖）坐落在

天通苑地铁站的北京清华长庚医院，

日前正式接诊运营，这是北京市医院

管理局的第 22 位家庭新成员，也是北

京首家实行医管分工合治的三甲公立

医院。

“以病患为中心”，“病患利益最大

化”，北京清华长庚医院无论从建筑的

“硬件”设计，还是服务的“软件”建置，

都处处考虑病患的便利舒适。据北京

清华长庚医院总执行长郭明和介绍，

该院无论是建筑的“硬件”设计，还是

服务的“软件”，处处考虑病患的便利

舒适。对于预约挂号，医院讲求“三

挂”特色，即直接挂号至看诊医生、直

接挂号至具体诊室与精确的挂号看诊

时间，患者到达医院后可直接到相应

科室就诊，形成“先看诊后缴挂号费”

的特色。

为了让医生有更充分的时间对患

者进行诊疗与交流，在儿科、妇产科、内

分泌科、肾脏内科、神经内外科等专科

看诊区域，专设了报到柜台，护士将提

前为病人进行体温、血压、脉搏、血糖等

基础性的查体，完成看诊所需的基础信

息录入。跟诊护士为患者排诊，提前为

医生核对患者的基础信息，全程辅助医

生完成病人看诊的辅助工作。

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学术委员会主

席、拟任医院执行院长的董家鸿强调，

与其他医院按照内外科进行空间规划

不同，清华长庚遵从发展整合式医疗

的理念，将相关科室集中在一起，方便

围绕患者进行联合诊疗。

当日，近300名青少年、僧侣和国际友人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
祭场内，手托红烛、低头默哀，为30万南京大屠杀死难者举行守灵暨烛光祭活动。图为
12月13日，南京中医药大学学生捧烛守灵。 新华社记者 李响摄

科技日报讯 （张国芳）大凡熟悉先心

病介入治疗的医生都知道下腔型房间隔缺

损是介入治疗的禁忌症，这种先心病过去

均需通过外科开刀手术才能根治。日前，

阜外心血管病医院郑宏教授带领其介入手

术团队采用另一种先心病的介入治疗装

置——“动脉导管未闭封堵器”对一“下腔

型房间隔缺损”患者进行封堵术取得成功，

打破了下腔型房间隔缺损不能作介入治疗

的禁忌。

3D 打印技术在医疗领域有 3 个层面

的研究方向：即体外模型与医疗器械制

造、个性化永久植入物、细胞与组织的 3D

打印。目前，国内外 3D 打印技术在临床

上的应用多属第一个层面，此次术者根据

患者术前 3D 打印的心脏模型，事先就选

择好了要放置的大型号 PDA 封堵器，从

股静脉穿刺到把封堵器准确置入该下腔

型房间隔缺损内并封堵成功一气呵成仅

花了十几分钟。

3D 打印技术的最高境界就是通过细

胞和组织 3D 打印制造出人类器官的替代

品，如具有活性与功能的血管、瓣膜甚至

心脏等组织器官。作为我国“国家十三五

战略研究规划重点任务”——3D 打印技

术在心血管病中的应用与战略规划的起

草人之一，郑宏教授认为，我们应该夯实

3D 打印第一、二层面的基础，在心血管病

的 3D 打印技术的应用方面运用将复杂性

结构性心脏病的数字模型与互联网技术

相结合，则可以使远程医疗技术上一个更

高的台阶，使心血管病的诊疗变得更加易

行而便捷。

3D打印技术在心血管病中成功应用

九斛堂铁皮石斛受追捧
科技日报讯 （王飒）九斛堂是光

明食品集团旗下的养生保健品牌，

2010 年 1 月 1 日，光明食品集团投资

1.8 亿元在云南西双版纳成立了集生

物医药技术和生物保健品研究、开

发、生产、经营于一体的医药生物科

技公司，专门从事九斛堂牌铁皮石斛

的生产。

为保持铁皮石斛的原生状态，九

斛堂牌铁皮石斛种植基地，遵照国家

有机产品生产标准，铁皮石斛的种植

完全采用无公害栽培和有机栽培技

术，严格把控每一道工序，在培育生

产过程中完全不施用任何人工合成

的农药和化肥，从源头保证了铁皮石

斛天然纯正，品质上乘。九斛堂将凭

借“快养生”理念，引领行业规范化升

级，为消费者提供更加优质安全的石

斛产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