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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南：让更多脊柱畸形患者“昂首挺胸”
□□ 科普时报记者 史 诗

外科楼里，刚下手术台的吴南
还套着蓝绿色的外出服，便急匆匆
赶到办公室，为等候多时的患者看
片子。作为北京协和医院骨科副主
任医师、中国医学科学院脊柱畸形
大数据研究与应用重点实验室主
任，忙碌是他的常态。前不久，担
当尽责、技能扎实的吴南，收获了
第26届中国青年五四奖章。

脊柱矫形手术时长超1万
小时

毕业于北京协和医学院/清华大
学医学院临床医学八年制本硕博连
读的吴南，一直是传说中“别人家
的孩子”。一进院，他便师从我国著
名骨科专家邱贵兴院士，矢志脊柱
畸形领域的诊疗和研究。

“学霸”光环赋予吴南更多的是
奋力攀登医学“珠穆朗玛”的动
力。作为一名脊柱外科医生，吴南
专攻的脊柱畸形是高致畸致残性疾
病。我国脊柱畸形患者超过 4000
万，脊柱畸形手术“耗时极长、精

度极细、难度极高、风险极大”。
在毫厘中求精准，在极限中求

突破。工作十余年，吴南做的脊柱
矫形手术时长超 1 万小时，让众多
脊柱畸形患者得以真正“昂首挺
胸”。“我做过最长的一次手术，整
整14个小时，为患者缝好最后一针
时，双腿僵直，甚至走不了路。”吴
南说，但每当亲眼看到患者从初见
时的佝偻蹒跚、自卑敏感，到术后
站姿笔直、自信开朗，心中充满
自豪。

构建骨骼畸形的“中国
模式”

对于成千上万的脊柱畸形患者
而言，早诊断、早干预意义重大。
然而，针对脊柱畸形的病因学诊断
在国际尚属空白。2010年，在邱贵
兴院士带领下，吴南踏上了与脊柱
畸形致病基因“死磕”之路。

2017 年，吴南去往人类基因组
三大中心之一的美国贝勒医学院攻读
分子和人类遗传学博士后。一年多
后，学成归国的吴南在医院和科室的
大力支持下，建立了我国首个骨骼畸
形遗传门诊，针对骨骼畸形特别是脊
柱畸形的患者进行病因学诊断。

通过北京协和医院与复旦大学
合作，在“脊柱畸形的分子遗传学研
究及临床应用”的项目中，作为青年
医生主力，吴南及团队实现了我国先
天性脊柱侧凸患者的早筛、早诊。这
一研究项目构建了我国首个国际领先
的骨骼畸形遗传研究体系，并基于此
揭示了TBX6变异是先天性脊柱侧凸
（CS）最重要的遗传学病因，首次定
义了一种全新的 CS 疾病亚型——
TACS，促进我国脊柱畸形筛查、预
防、诊断及治疗的标准化、均质化。
该成果在世界范围受到广泛认可，被
称为“中国模型”。

今年 4 月 17 日，中国医学科学
院在中国医学发展大会上发布了

“中国21世纪重要医学成就”，仅有
4项医学成果入选，其中包括吴南参
与的“脊柱畸形的分子遗传学研究
及临床应用”。

目前，该成果已在国内10余家
大型三甲医院和高等院校、科研机
构推广应用，累计应用于2000多例
脊柱畸形患者。

“妙手仁心”的另一个
身份

一个又一个“首”次，是吴南

励志攀登医疗科研高峰的“功勋
章”，也是他仁心仁术、至精至诚的
铮铮铁证。今年1月，吴南从100名
候选人中脱颖而出，获得首届钟南
山青年科技创新奖。

吴南还有一个身份，就是医院
青年工作部的部长。2020年新冠疫
情肆虐时，他不仅是“停诊不停服
务”的抗疫主力军，还牵头组织成
立协和青年志愿者团队，协助门急
诊接听患者求助电话，为群众答疑
解惑。

“那段时间，我们团队齐心协
力，共接听7000余次来电。咨询的
问题小到发热门诊如何就诊，疫情
下如何防护，大到危及生命的疾病
如何及时就诊。我们还第一时间重
新梳理疫情初期患者就诊流程，协
助医院在疫情防控状态下高效运
转。”吴南回忆，在北京“新发
地”聚集性疫情发生后，他再次带
领团队用最快的时间摸索出方舱门
诊的志愿服务流程。

精诚之心，守生命之花。吴南
说：“作为一名年轻的奋斗者，能
够把自己的职业、个人的理想融入
国家和时代的发展，是一件十分荣
幸的事。”

科普时报讯 （记者张盖伦 陆成宽）
5月18日，记者从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获悉，该所郭柯团队近日在西藏察隅县
考察时，发现了成片高大的云南黄果冷
杉原始森林。经无人机吊绳多次测量，该
原始森林林冠高度达70米。其中，最高的
一株云南黄果冷杉高达83.2米、胸径207
厘米，再次刷新了我国最高树纪录。

而就在几天前，西藏墨脱县的一棵高
76.8 米的不丹松，在被准确测量身高后，
也一度成为中国大陆的“树王”。

这棵不丹松的发现，缘于2022年4月
北京大学吕植教授和郭庆华教授课题组与
西子江生态保育中心、山水自然保护中心
以及北京数字绿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组成
联合调查队，对墨脱境内的不丹松进行的
调 查 。 郭 庆 华 课 题 组 拥 有 一 大 “ 利

器”——自主研发的先进激光雷达系统，
解决了测量工具的问题。激光雷达是目前
国际上权威、通用的测树方法，较传统的
测量方法更客观、更准确、更精细，它能
够直接、快速、精确地获取研究对象的三
维点云模型。

课题组携带激光雷达进入森林腹地，
采用无人机与背包激光雷达相结合的方
式，获取多棵潜在高于70米巨树的三维点
云模型。在测量中，如何克服地形带来的
诸多困难很关键。郭庆华绍，测量中需要
用到仿地飞行来扫描高精度数据，既要保
证低高度飞行，又要避免撞树风险。首
先，要获取较高精度的数字表面模型数据
作为仿地飞行的依据，找到相对开阔的地
方作为起飞点，保证无人机图传时刻连
接。其次，设置较高的航线飞行，获取研

究区点云数据，量取航线到最高树冠层顶
部的高度。最后在保证无人机的安全下，
适当降低航高进行高精度扫描。

经过为期10天的实地考察、数据采集
与处理工作，研究团队获取了所测量巨树
的精细三维点云数据，最终发现了这棵
76.8米的不丹松巨树。

新发现的云南黄果冷杉林在察隅县上
察隅镇察隅河两岸山地和河谷地带呈带状
分布，海拔2300米左右。群落中含有大量
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红豆杉古树，
以及附生的兰科和蕨类等植物。该区域之
所以能够保留如此高大完好的原始森林，
主要得益于优越的气候和地形条件，以及
极少的人类活动干扰。此处的大量高大树
木及所在群落和生态系统具有重要的科研
价值和保护意义。

76.8米！83.2米！“树王”数日易主

“不吃主食能减肥”“豆制品让孩子性早熟”“无糖糕
点糖尿病人随便吃”……你是不是经常会被朋友圈，或
者网上不实信息和谣言所左右，甚至做出一些错误的
选择？

5 月的第三周是全民营养周。13 日，在北京举行的
2022 全民营养周暨“5·20”中国学生营养日主场启动会
上，来自卫生、教育、食品、营养等领域的专家学者，共
同围绕“会烹会选 会看标签”主题，针对人民群众的知
识盲点和误区，以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 （2022）》 为抓
手，提供多元化、精准化指导，推动健康教育。

标签，食品与消费者沟通的有效渠道

作为国家级行动，全民营养周意在让营养健康的理念
深入人心，使百姓了解食物，平衡膳食，肌体免疫。

“虽然今年全民营养周的主题通俗明了、接地气，但
其传递着营养健康的消费理念和平衡膳食的价值导向，顺
应了城乡居民高质量健康生活的共同需求。”国家食物与
营养咨询委员会主任陈萌山表示。

思维改变行为，行为改变结果。陈萌山说，各地政府
要通过各种形式的食物营养教育，让老百姓“会烹会选
会看标签”，从而在全社会形成懂营养、会生活、重健康
的良好氛围。特别是要从娃娃抓起，让食物教育进学校、
进机关、进企业，建立覆盖面广、协同能力强、普及效果
好的食物教育体系。

中国营养学会理事长杨月欣表示，今年全民营养周的
主题选择了历来都没有的一个方向——会烹会选会看标签

“三个会”。实际上，这是从理念教育、知识教育升级到了
行为的变化，新版膳食指南的核心推荐，也包括在生命各
个阶段都要做好膳食的规划，每家每户每一个人都从此刻
开始，学习认识和烹饪食物，阅读标签，享受天然食物的
美味。

“食品标签是食品与消费者沟通的最有效渠道。”国家
食物安全风险评估中心副主任樊永祥介绍说，我国通过制
定强制性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了预包装食品的标签
应该必须标识的一些项目，以客观真实去展示食品，保障
消费者知情权。

作为消费者在选择预包装食品时该如何识别食品标
签？樊永祥建议：一是看产品名称，二是看产品配料表，
三是看营养成份。

“识”物，走好健康生活第一步

不少人疑惑：一日三餐，天天吃饭，有什么不懂的
呢？但是，你真的认识食物吗？该如何选择？

“只有全面了解食物的知识才能科学认识食物，才能
合理选择食物，做美味健康佳肴，走好健康生活第一
步。”中国疾控中心营养所研究员刘爱玲称。

不同种类的食物，营养特点也不同。刘爱玲介绍说，
全面认识食物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认识食物的营养特点。如蔬菜类主要营养特点是
含有更多的β—胡萝卜素、维生素C、维生素B2等；而水
果类的红黄色β—胡萝卜素含量高；枣类柑橘类维生素C含量高，香蕉
山楂钾含量高。

二是认识食物与健康的关系。“吃的营养”是提高免疫力、维持健
康、降低传染性疾病和非传染性疾病的物质基础。

三是认识食物的重量。比如一个手掌心大的肉约为50克，一个拳头
大小的水果约为250克，一把绿叶菜大约是100克。

就如何选择食物，刘爱玲认为遵循五原则即可：一是多选新鲜天然
食物，少加工；二是多选营养密度高的食物；三是挑选当地应季食物；
四是看营养标签、生产日期；五是物美价廉，不过量选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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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昆虫世界，鳞翅目是
昆虫纲中仅次于鞘翅目的第
二大目，这个大家庭里只有
蛾和蝶两类。蛾类，有几十
个科，种类比蝶类多很多。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已
经很少能看到各种各样的
蛾了。

很多人蝶蛾不分，或者
说分不清。他们认为好看的
就是蝴蝶，不好看的就是蛾
子。或者说，大而美的是蝴
蝶，小又不漂亮的就是蛾子。

其实，要区分蛾与蝶也
不难，首先两者的鳞片和绒
毛组成的斑纹不同，每种
蛾、蝶都有自己独特的斑
纹，多数蝴蝶比飞蛾的色泽
亮丽，且翅和躯干绒毛也少
得多。其次是两者的体型也
不同，蛾类腹部粗短肥硕，
蝶类身材苗条；蝶类是棒状
触角，触角基部各节细长，
端部数节逐渐膨大，形状像
棒球杆；蛾类触角形式多
样，以羽状为多，有丝状、
栉齿状等。这组图就是笔者
最近在广东石门台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做自然生态摄影考
察时拍摄到的几只大而美
的蛾。

文/图 陈敢清

大蛾之美大蛾之美

绿尾大蚕蛾绿尾大蚕蛾

青球箩纹蛾青球箩纹蛾

红红豹大豹大蚕蛾蚕蛾

邻居刘女士一家最近特别纠结，
当前疫情防控形势陡然严峻，面对来
势汹汹的奥密克戎，全家都在犹豫要
不要让 94 岁高龄的婆婆接种新冠疫
苗。

其实，不少人跟刘女士有着同样
的疑虑：老年人到底有没有必要接种
新冠疫苗？

高龄人群为什么不愿意接
种疫苗

截至 5 月 12 日，全国 60 岁以上
老年人接种覆盖人数达2亿2823.6万
人，完成全程接种 2 亿 1625.3 万人，
完成加强免疫接种 1 亿 6432.3 万人。
尚有部分老人还没有接种过第一针新
冠疫苗。

“他们不愿意接种很大程度上不
是因为疫苗自身的安全问题，而是因
为对新鲜事物的认知问题。很多老年

人担心，新冠疫苗是一种新疫苗，老
人身体抵抗力较低，接种后可能会诱
发疾病或加重原有疾病的病情。”北
京某街道一位工作人员在接受科普时
报记者采访时说，加上疫苗接种后，
确实有部分人会因为个体差异出现过
敏、接种部位红肿疼痛等不良反应，
导致老年人更不愿意接种。

这就出现了越是需要被保护的高
龄人群，疫苗接种率越低的问题。

事实上，我国目前正在持续进行
的新冠病毒疫苗疑似预防接种异常反
应监测工作的数据显示，60岁及以上
老年人群新冠病毒疫苗不良反应总体
报告发生率略低于 60 岁以下人群报
告水平，且不良反应绝大多数是一般
反应，少数人属于异常反应，严重异
常反应的报告发生率低于百万分之
一，提示接种疫苗可能带来的风险非
常低。

老年人感染新冠肺炎后重
症和死亡率高

在吉林市奥密克戎流行期间，有
关专家对该市 60 岁以上人群的调查
显示，未接种疫苗和仅接种一剂次灭
活疫苗者重症发生率是接种两次、接
种三次疫苗者重症发生率的20倍以上。

香港卫生署 5 月 5 日公布的信息
显示，在香港70-79岁的老年新冠肺
炎患者中，未接种疫苗的70-79岁老
年人的病死率分别是接种两剂次、三
剂次该年龄人群的9倍和34倍；80岁
以上未接种疫苗的老人病死率达到了
16.5%，比武汉早期报道的80岁以上
老人的病死率14.8%还要高。

在5月13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
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中国疾控中心
免疫规划首席专家王华庆说，对老年
人来说，重症和死亡率除了病毒的因

素外，还跟疫苗接种状况、是否高
龄、是否有基础性疾病有很大关系。

“老年人感染了新冠病毒之后，导
致重症和死亡的比例在所有人群各个年
龄段中最高。”王华庆解释，原因主要
有三个：一是老年人随着年龄增长，免
疫力在减弱；二是对于老年人来说，一
般感染病毒或者细菌后，自身免疫发生
率增加，更容易出现炎症反应；三是绝
大多数老年人都有基础性疾病，如果感
染病毒，也会导致原有疾病的症状更严
重或者更容易出现合并症。

奥密克戎症状轻，还有接
种的必要吗

目前，大部分奥密克戎感染者症
状相对较轻，这让一些老年人或有基
础疾病的人觉得更没有接种疫苗的必
要。但事实并非如此。

（下转第2版）

最需要被保护的群体，接种率为何反而低
——关注新冠疫情下老年人的防护（上）

□□ 科普时报记者 罗朝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