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 津 市 第 一
中 心 医 院 心 脏 外
科 与 心 脏 内 科 强
强 联 合 ， 近 日 再
次拓展达·芬奇手
术 机 器 人 应 用 ，
成 功 实 施 机 器 人
辅 助 微 创 搭 桥 联
合 冠 状 动 脉 介 入

“杂交手术”，完
成 “ 搭 桥 ”“ 支
架 ” 两 个 操 作 ，
彻 底 解 决 患 者 的
全部“心病”。

随 着 科 技 飞
速 发 展 ， 外 科 手
术 从 开 放 手 术 到
腹 腔 镜 ， 再 从 腹
腔 镜 到 微 创 ， 如
今达·芬奇手术机
器 人 在 外 科 手 术
台 上 大 放 异 彩 。
达·芬奇外科手术
系 统 是 一 种 高 级
机 器 人 平 台 ， 通
过 使 用 微 创 方 法
实 施 复 杂 的 外 科
手术。达·芬奇手
术 机 器 人 由 外 科
医 生 控 制 台 、 床
旁 机 械 臂 系 统 、
成 像 系 统 3 部 分
组成。

据 天 津 市 第
一 中 心 医 院 心 外
科 主 任 孔 祥 荣 介
绍 ， 在 临 床 上 经
常 会 遇 到 心 血 管
堵 塞 严 重 且 位 置
特 殊 的 冠 心 病 患
者 ， 随 时 有 猝 死
危 险 。 传 统 治 疗
理 念 中 ， 这 样 的
病 人 要 不 选 择 开
胸 搭 桥 术 ， 要 不
就 在 能 下 支 架 的
地 方 先 放 支 架 改
善不适症状。

天 津 市 第 一
中 心 医 院 探 索 出
一 条 不 寻 常 的 治
疗 冠 心 病 患 者 之
路 —— 心 内 科 与
心 外 科 联 合 开 展

“杂交手术”，不
仅 让 患 者 梗 塞 的
心 脏 有 正 常 的 血
流 注 入 ， 还 要 用
支 架 撑 起 狭 窄 的
血 管 ， 让 患 者 彻
底治愈。

“ 杂 交 手 术 ”
是 心 脏 疾 病 治 疗
的 复 合 手 术 ， 先
由 孔 祥 荣 率 领 的
心外科团队在达·
芬 奇 手 术 机 器 人
的 辅 助 下 ， 微 创
完 成 左 乳 内 动 脉
获 取 并 完 成 与 左
前 降 支 的 搭 桥 手
术 ， 使 乳 内 动 脉
血 流 供 入 心 脏 ，
解 决 心 脏 的 供 血
难题。

孔 祥 荣 说 ，
乳 内 动 脉 与 前 降
支的搭桥治疗是国际公认的前降支血运
重建金标准，具有其他方法无可比拟的
远期通畅率和生存收益，但由于乳内动
脉在肋骨内侧，因此传统手术取材需要
开胸，创伤大。

手术时，孔祥荣在达·芬奇手术机
器人帮助下实现了 100%的微创取材。

“医生能够三维立体看清患者血管情
况，10倍放大的视野让血管及其分支清
晰可见。我们只需要在患者肋间的 3 个
微创孔道就能将直径仅有 2 毫米的乳内
动脉完好地游离取出，再通过一个 4 厘
米的微创切口完成与前降支吻合。”孔
祥荣说。

在完成乳内动脉与前降支的搭桥手
术后，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心内科主任
卢成志率领心内科团队再为患者进行
PCI 介入治疗，将支架放入患者心脏的
左主干、左回旋支，改善血管的狭窄状
况，让血流顺利通过血管。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目前已完成60
余例微创冠脉搭桥，真正做到了精准、
微创、成功率高。

孔祥荣、卢成志均表示，对部分复
杂冠心病实施“杂交手术”具有推广
性，为心脏三支病变、前降支慢性闭
塞、前降支钙化、心肌桥无法支架、左
主干与前降支血管差别巨大的患者，开
辟了新的治疗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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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农业大学动物科学技术学院研发团
队以斑马鱼为模式动物，在微塑料对淡水鱼
黏膜免疫毒性效应研究方面有了新发现。这
是目前此类研究为数不多的研究成果。相关
论文近日在最新一期国际环境领域期刊《光
化层》上发表。

微塑料是一种直径小于5毫米的塑料颗
粒，是一种造成污染的主要载体。2004年，
英国普利茅斯大学教授汤普森等人在 《科
学》 杂志上首次提出了“微塑料”的概念。
2022年3月，科学家首次在人体血液中检测
到微塑料污染。微塑料广泛存在于水体、空
气、土壤等环境中，被形象地称为“水中的

PM2.5”，对人类健康和自然环境造成危害。
聚乙烯是全球消耗最高的塑料类型之

一。我国高原地区由于紫外线较强，塑料易
发生光降解成为微塑料，同时与水环境中重
金属等污染物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还可在
各营养级之间富集传递。

以斑马鱼为模式动物，云南农业大学副
教授高宇等人研究发现，聚乙烯微塑料可改
变斑马鱼肠道优势微生物群丰度，增加肠黏
膜的感染概率，同时激活肠免疫网络通路，
产生黏膜免疫球蛋白。

通过分析鱼类鳃、皮肤和肠道等主要的
黏膜器官，研发团队发现，聚乙烯微塑料主

要在鱼类肠道中富集，并随粪便排出。微塑
料颗粒不断摄入排出，并不断摩擦斑马鱼肠
壁，使肠道肌层变薄，加剧了肠黏膜损伤，
引发肠道炎症。

“作为宿主黏膜免疫和消化吸收的主要
器官，肠道定植有复杂的共生菌群。聚乙烯
微塑料降低了斑马鱼肠道杯状细胞的比
例。”高宇介绍说，斑马鱼肠道微生物多样
性指数也显著提高。

研发团队发现，微塑料摄入使斑马鱼肠
道优势微生物变形杆菌门和放线菌门的相对
丰度显著增加，而梭杆菌门的相对丰度降
低。每毫升1000微克聚乙烯微塑料，在7天

里会使不动杆菌属、邻单胞菌属、黄杆菌
属、假单胞菌属等肠道机会致病菌的相对丰
度出现不同程度的升高。

“在硬骨鱼类中，免疫球蛋白在黏膜免
疫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高宇说，在上述极
端情况下，斑马鱼肠道黏膜免疫相关基因的
表达与邻单胞菌属的相对丰度呈正相关，也
就是说微塑料可使斑马鱼肠道黏膜免疫系统
发生损伤，超过7天后，肠道炎症或可进一
步加剧。

作为小型鱼类，斑马鱼是其他鱼类等动
物的食物，其所携带的微塑料或可在食物链
循环中造成新的损害。

微 塑 料 让 斑 马 鱼 肠 黏 膜 很 “ 受 伤 ”
□□ 科普时报记者 赵汉斌

在众多病毒防治方法中，中和纳
米抗体技术近年来异军突起。但中和
纳米抗体防治病毒的作用机理，以及
效果形成过程，过去只能通过结果来
反向推断，缺乏一种可动态实时观察
评价的有效手段。

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科研人
员开始将中和纳米抗体技术应用于新
冠病毒的研究中。在新冠病毒感染人
体的过程中，刺突蛋白 （S） 起着重要
作用。该蛋白主要包括S1和S2两个亚
基，其中 S1 亚基的 C 端受体结合域
（RBD）负责结合人体血管紧张素转化
酶2（ACE2），S2亚基则在新冠病毒和
人体细胞膜的融合中起着重要作用。
打个形象的比喻，ACE2是控制病毒进
入人体细胞的“锁”，而RBD就是那把
量身定做的“钥匙”。如果有什么办法
能把“锁孔”一直挡住，这把“钥
匙”也就不能发挥作用了。而中和纳
米抗体就是这样一块能挡住锁孔的

“挡板”。
一直以来，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

（PET） 成像技术以其无创性、可视化
的优点，被认为是核医学最先进的分
子影像技术，在诊断肿瘤、心脑血
管，以及神经系统疾病等领域发挥着
越来越大的作用。那么，能不能将其
应用于新冠病毒的研究，实现对新冠
病毒作用机制的实时动态观察？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研究团队日前
将该技术与中和纳米抗体技术相结
合，成功研发出RBD受体型靶向新型
核素探针——中和纳米抗体探针，利
用分子影像学手段特异性地定位RBD
在小鼠体内的分布，实时监测生物体
内病毒感染部位的情况，精确掌握病
毒在体残留，从而实现持续动态评估
中和纳米抗体对治疗感染的药效学
作用。

该研究同时发现，通过占位阻断
该区域与人体 ACE2 的结合过程，中
和纳米抗体可与新冠病毒RBD部位结
合，阻止新冠病毒在生物体内感染，
从而起到中和新冠病毒的作用。该探
针在体内外对新冠病毒的RBD区域具
有高亲和力，并且具有优良的放射化
学性质，它结合 PET 成像技术，为病
毒机制的深入研究提供了图像结果，
使病毒感染研究的视觉化成为现实。
另外，对小鼠的 PET 研究表明，该探
针在体内能通过肾脏和泌尿系统快速
排出，安全性较高。

总的来说，中和纳米抗体探针开
创了一种无创性和高灵敏度的可视化
成像方法，提供了整个生物体动态状
况的实时信息，有望监测甚至预测生
物体对新冠治疗药物或新冠疫苗的
响应。

业界评价认为，该中和纳米抗体探针“有望用于确
定生物体感染后的RBD残留，评估其他中和纳米抗体的
治疗效果，指导感染期间的精准治疗”。

（作者系北京大学肿瘤医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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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从曲靖的“古鱼王国”到重庆生
物群，深耕古鱼研究近40年，您在古生物的
研究方法和研究方向上，经历了怎样的发展
与变革？

朱敏：一直以来，古生物学给人的印象
是“发现”。科研人员到野外发现化石，利
用化石去填地质图、找矿产资源，到博物馆
去看恐龙。我要给大家改变一些观念——其
实古生物学是演化生物学的一部分，也是演
化生物学的支柱之一。而演化生物学又是生
命科学的基础，生命科学的很多问题都要在
演化的框架下去解释才有意义。

在这个大框架下，“发现”很重要，但最
终是要构建生命演化的框架，了解我们的过
去，比如研究骨骼发展、发育等问题，就需要
了解它的基因调控机理，在演化框架中是怎样
发生的，对于最终理解骨骼的发育十分重要，
所以古生物学与发育生物学实际上是相互补充
的。我们的研究跟现代人类的健康问题也非常
相关，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定要讲“从鱼到
人”，不仅是要找到我们的祖先，更是因为人
体很多身体结构最终要追寻到源头去理解和解
释。古生物学研究的是演化机理，是通过化石
的发现填补中间缺失的演化环节，将历史作为
认识现在、预测未来的钥匙，从生命演化格局
上去看待人类社会的发展。

过去我们做的很多工作是为生产服务
的，比如找页岩气、煤矿等，现在我们会更
偏向于认识过去地球生命与地球的同步演化
关系。这是进化生物学与演化生物学的问

题，同时也对理解今天的全球变化非常重
要。以史为鉴，过去的生物是怎么灭绝的、
又是怎么复苏的，生态系统的崩溃会产生什
么样的后果，气温上升或下降的程度会产生
怎样影响？这些问题在历史上都给出过很好
的案例，研究这些问题能够为了解当下、预
测未来提供很多借鉴。

记者：从“发现”到生命演化研究，在
研究范式上呈现了哪些新的变化？

朱敏：数据驱动代表了一个研究方向。
古生物研究有两三百年的数据积累，实际上
都夹杂在浩瀚的文献中。那么，这些数据怎

样才能整理、清理出来，如何进行数据的重
新拟定、清洗和分析，是当前研究的趋势。
世界顶级综合性期刊《科学》最近发表的一
篇文章，也是基于数据分析来发现演化的一
些现象与规律。在地球大数据科学工程支持
下，我们还构建了古脊椎动物大数据库——
深骨平台。依托这一平台，我们可以基于大
数据对生命演化历程进行重构，为探寻脊椎
动物多样性变化及其环境制约、重要生物类
群的起源与演化等科学问题提供数据支持。

数据获取的方式现在也有很大的改变。
过去，我们拿到一个标本后只是去照相，但

现在更多的是获取三维数据，去看化石内部
的形态，做三维复原。学科发展到现在这个
程度，一定是从过去相对比较定性的研究走
向定量研究，这是一个必然的趋势。

当然，对于我们来讲，最基础的工作还
是要到野外去寻找化石。因为在演化历史上
仍然有很多缺失环节，还有很多化石记录的
空白，“发现”是最基础的。但有了这些基
础之后怎么进行理论创新，从里面发现更多
的科学问题、解决这些科学问题，获得一些
新的理论、新的学说，这是古生物学要拓展
的地方。

记者：现阶段，古生物学跟哪些学科有
交叉融合？

朱敏：古生物学研究的学科交叉与融合
已经十分明显，尤其对于古脊椎动物领域，
一定要把化石放在整个生命之树中，也就是
把化石跟现生生物放在一起研究。所以我们
一直认为，古生物学需要古生物的参与，同
时也需要发育生物学、分子生物学来参与。
另外，古生物学和地学的联系也很多。演化
经常是快速辐射后接一段比较慢的演化，然
后又快速、又慢的过程。这种演化机理跟生
物遗传变异、基因调控、分子进化有关系，
但也跟外界环境变化密切相关，所以要研究
当时这些化石所在地的地质环境、大气含氧
量、海水温度或者大气温度，弄清楚演化的
格局。这些都是需要探讨的问题，这样才能
真正面向世界科技前沿。

基础科学只有第一，没有第二，只有在
最前沿上做的工作才有意义。我经常告诫我
的学生，一定要做“从0到1”的工作，一定
要做最前沿的工作，否则就是重复，没有
意义。

通过“发现”构建生命演化的框架
——与中国科学院院士朱敏对话古生物学（下）

□□ 科普时报记者 毕文婷

四川瞿塘峡出土的古象化石 （视觉中国供图）

（上接第1版）
朱华介绍，在治疗黑色素瘤时，有

一个经典的疗法叫做精氨酸剥夺治疗。
这是因为黑色素瘤在生长过程中需要摄
取一种非天然氨基酸——精氨酸。由于
人体不能合成这种氨基酸，需要外界提
供，因而对患有黑色素瘤的患者，通过
服用阻止精氨酸在人体代谢的药物，可
以实现对黑色素瘤生长的控制。“这个
可能是肿瘤饥饿疗法最有效的案例。”
朱华说，有些人据此认为，其他肿瘤也
可以通过饥饿疗法来对抗，但实际上，
大部分肿瘤是饿不死的。

“肿瘤就像关在粮仓里的老鼠，它
长在身体里面，只要人体有血液供应，

就能得到生长所需要的营养物质。因
此用饥饿疗法来饿死肿瘤的做法不但不
能饿死肿瘤，反而还有可能降低机体抵
抗力，得不偿失。”朱华说。

真假疗法如何鉴别

杨雪告诫，癌症诊断和治疗都有行
业金标准，不要轻信非正规医疗机构的
所谓诊断和治疗，对于那些号称能治愈
所有癌症、取材自然、没有毒副作用，
或者打着民间偏方、祖传秘方，以及

“保密专利药物”等旗号的，都需要小
心背后的骗局。

杨雪说，鉴别一种疗法有没有效
果，是不是在临床得到应用，有条件

的患者可以在中国知网、万方数据库
或者其他专业网站查阅发表在医学期
刊的文献。如果生病，患者一定要选
择正规医院进行咨询和治疗，不要随
便相信私人印刷的宣传单、街边小报
和不靠谱的网站等，更不要在所谓大
仙、大师的恐吓下方寸大乱，误入圈
套；如果有意咨询，一定选择专业医
疗机构。

杨雪认为，民间流传的没得到科学
研究证明的方法或许有一定效果，但每
位癌症患者的治疗时间窗口非常宝贵，
别因此错过了更多已经证明有效的方法
和最佳治疗时机。

“不当的治疗方法还可能损害身体

抵抗力，导致癌症进一步恶化而失去治
疗机会。”杨雪呼吁，新闻媒体应该加
强关于癌症治疗方法的科学普及和辟谣
宣 传 ， 有 关 部 门 也 应 严 厉 打 击 诈 骗
行为。

“无论是什么疗法，都只是患癌后
不得不面对的选择，更重要的还是预
防癌症的发生。”杨雪建议，日常生活
中，人们应当每年进行一次包含癌症
检测项目的体检；对于有癌症家族史
的人群，可以考虑去医院做遗传咨询
或基因检测；另外也要注意养成健康
的生活方式，做到饮食均衡，注意控
制体重，戒烟戒酒，规律作息，保持
情志舒畅。

如 何 识 别 癌 症 治 疗 的 重 重 骗 局

（上接第 1版）

“阳”了后，居家用药该注意
什么

“感染新冠病毒后绝大部分人并无
症状，只有一小部分人会出现临床症
状。”北京中医医院院长刘清泉在接受
科普时报记者采访时介绍，有症状的
感 染 者 首 先 可 能 出 现 乏 力 和 骨 节 酸
痛，继而会发烧，然后会出现咽喉疼
痛的症状，一些感染者还存在声音沙
哑的现象。随着发热退去，症状会聚
集到咽喉部，则会引起咳嗽。“从中医
角度来看，奥密克戎变异株引起的感
染，症状类似于风热感冒，治疗以疏
风清热、化湿解毒为主，大部分有症
状的感染者，只需要对症治疗即可。”
刘清泉说。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发布
的居家指南常用药参考表显示，包括
对乙酰氨基酚、布洛芬、阿司匹林、
连花清瘟颗粒 （胶囊）、清肺排毒颗
粒、地喹氯铵、氨溴索、福尔可定、
氯 苯 那 敏 、 氯 雷 他 定 、 藿 香 正 气 水
（胶囊） 等药物对症状都有缓解作用，
使用者须按药品说明书服用或咨询医
生，可以对症用药，但是无须囤药或
大量购买药物。

刘清泉说，目前一些清肺、润肺止
咳的药都很好用，患者在咽喉疼痛的时
候也可以用一些利咽止疼的药物，可以
很好地缓解症状，加速病情好转。出现
发热时，患者则可以用西药快速退热，
但因西药退热效果容易反复，因此也可
以用中药来巩固疗效。“但患者如果出

现高热超过 3 天仍没有缓解，或者有明
显的呼吸急促、胸部憋闷等情况，应立
即前往医院就诊。”

刘清泉建议，服用中药时，应根
据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 （试行
第九版） 推荐的中药用药建议，不宜
自行叠加用药。“对中药成分过敏的人
群、哺乳期妇女、婴幼儿、孕妇，尤
其是有基础疾病的中老年人等感染后
如果出现症状，一定要咨询医生，在
医生指导下对症用药。”

要抢购黄桃和电解质水吗

继抗原试剂、退烧药品之后，黄
桃罐头、电解质水也进入抢购清单，
成为许多家庭的囤货物资。据媒体 12
月 13 日报道，黄桃罐头断货，“电解质
水”销量飙升 10 倍以上，此类商品在
多个电商平台均显示 “无货”和“补
货中”。黄桃罐头能缓解新冠肺炎症状
吗 ？ 电 解 质 水 真 的 是 抗 新 冠 病 毒 的

“神仙水”吗？
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马冠

生表示，人体感染奥密克戎病毒后，
主要出现全身症状，如发热、头痛、
乏力、肌肉酸痛等，呼吸道症状如咳
嗽、咳痰、咽喉肿痛等，还有消化道
症状如呕吐、腹泻等。“黄桃罐头其实
就是新鲜黄桃经过加工制作的罐头产
品，吃起来有凉凉甜甜的感觉，如果
说能缓解症状，也就是刚刚吃下罐头
或喝上一口甜甜的罐头水时，咽喉肿
痛能稍微感觉缓解一下，对其他症状
其实起不到缓解作用。”

在国家卫健委 《新型冠状病毒肺

炎诊疗方案 （试行第九版）》 和中国
疾控中心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公众预防指南：膳食营养临时指南》
中，确实均提到“注意水、电解质平
衡”或“适量补充含一定量电解质的
饮用水”。但马冠生提醒，出现发烧等
症状时能正常饮食、喝水，则无需额
外补充电解质，如果进食过少或出现
大量出汗、严重腹泻、呕吐等情况，
可以适当补充电解质水。

感染新冠后该怎样科学补充电解
质？马冠生说，第一，我们通过食物来
补充电解质，这也是优先推荐选择的。
很多食物中都含有丰富的矿物质等营养
素，可以有效地补充电解质。“像很多
食物中都含有钠，香蕉、菠菜中含有丰
富的钾，牛奶、豆制品当中含有丰富的
钙。”第二，就是选用电解质水或者是
电解质饮料来补充电解质。电解质水或
电解质饮料是按照相关的标准，用水将
一组化合物溶解而制成的饮料，不仅能
补充水分，而且还可以补充电解质。但
在正常饮食情况下，我们不需要额外补
充电解质，更不能以电解质水或者是电
解质饮料来替代白开水当作日常饮水。
临床上会通过输液等途径补充电解质，
疾病导致的电解质丢失过多的患者，需
要规范就医，在医生的评估和指导下来
补充电解质。

专家提醒，面对新冠病毒，人们
不应“病急乱投医”，要理性消费，尊
重 科 学 ， 比 起 “ 囤 货 ” 带 来 的 所 谓

“安全感”，保护自我健康更重要的是
做好个人卫生防护措施。

（居家防疫相关报道详见 7 版）

居 家 防 疫 ， 我 们 该 怎 么 做

大家说科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