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 月 29 日是世界心脏日，主题是“健

康心脏选择，每个人每个角落”。当天，

世界心脏日（中国区）组委会、中国心脏

联盟联合多家学术组织发出倡议，呼吁

公众从自身做起，选择有利于心脏健康

的生活方式，积极运动、平衡膳食、远离

烟草，共创绿色且有益于心脏健康的居

家、职场、公共场所环境。

近一半人有“三高”

据世界心脏日（中国区）组委会的一

项调查结果显示，在 1497 名受访者中，

57%的人患有心脑血管疾病，49%的人有

高血压、高胆固醇和高血糖等“三高”症

状；仅有不到 30%的人在药物治疗外，还

运用心理、营养、戒烟处方；关注饮食多

样性和均衡的人仅有 30%。

心血管病是我国居民的头号杀手，

每 10 秒就有 1 人死于心血管病。随着社

会经济的发展，人口老龄化及城镇化进

程的加速，今后 10年内，我国心血管病患

病人数仍将快速增长。

“更值得关注的是，我国冠心病发病年

轻化趋势明显，尤其是青中年男性急性冠

心病事件发生率上升最明显。”北京大学第

一医院刘梅林教授表示，35岁—44岁年龄

组的急性冠心病事件发生率在3年内增加

了30.3%，45—55岁增幅21.0%。这其实延

续了改革开放的前 15 年（1984—1999 年）

内年轻化的趋势：在 15年内，35—44岁年

龄组的男性冠心病死亡率增加了111%。

刘梅林强调，心脏病有突然致死的

危险，大约一半的心脏病死亡发生在一

小时内。根据北京的资料，北京市急性

冠心病事件院外死亡占总急性冠心病死

亡的 72.3%，院外死亡数是院内死亡人数

的 2.61 倍。而青中年（25—45 岁）急性冠

心病事件的死亡 90%以上发生于院前，死

亡地点主要发生在家中。

导致心血管病发病原因不一，其中，

动脉粥样硬化是心血管病发病的主因，

而糖尿病、高血压、高脂血症和吸烟(包括

二手烟)都是导致动脉粥样硬化的风险因

素。因此，预防心脏病就要防患于未然，

避免和减少心脏病高危因素。

健康要从小事情上做起

预防心脏病，就要防患于未然，包括

预防高血压、高血糖和高脂血症，远离烟

草，保持正常体重，减轻压力和适量的运

动等。今年世界心脏日的主题就是健康

心脏，理智选择，就是创建对心脏有保护

作用的环境，无论是大人工作、居家，还

是孩子嬉戏的环境。健康的环境应当是

与生俱来的权力。

根据近期美国心脏协会发布的声

明，社会因素对心血管健康的影响体现

在诸多方面，居住环境等均会不同程度

影响心血管病发病风险。“营造有益于心

脏健康的环境要不留死角。”中国老年学

和老年医学学会副会长、我国心血管领

域著名专家胡大一教授认为，没有人可

以逃避慢病，只是早晚，轻重，或一次致

命，还是多次复发而已。因此，“健康是

一种智慧，健康是一种能力，健康是一种

责任。”

要根据自己的爱好和情况，明智的选

择健康的生活方式，就成为我国居民的首

要问题。为此，胡大一呼吁，政府和社会应

全体总动员，从最容易推广普及，公众最易

于接受、操作的小事情做起，发动更多人参

与、坚持。但是，胡大一也认为，“健康需要

能力，需要知识，而且需要坚持。”

“选择首先是找到‘小事情’，也就

是 找 到 容 易 普 及 的 活 动 ，其 次 要 坚 持

做。”在胡大一看来，健康不是靠一天

之功，健康永远在路上。为此，胡大一

还 总 结 了 健 康 三 字 经 ：管 住 嘴 ，迈 开

腿；零吸烟，多喝水；好心态，莫贪杯；

睡眠足，不过累；乐助人，心灵美；家和

睦，活百岁。

“即使是小改变，也会有大不同。”胡

大一认为，如果能做到以下几点，或可大

大降低全家人患心脏病、脑中风的风险。

首先，常吃健康食品，少吃带包装的

食物，因其盐分多、含糖量高，且油脂也

大。尽量多吃鲜果蔬菜。可准备好健康

的食品去上学或上班。

其次，在家里禁止吸烟，杜绝家人吸

入二手烟和三手烟的机会；再次，坚持运

动，减少看电视的时间；此外，要了解自

己的心脏有无风险，需要定期检查血糖、

血压和胆固醇，计算体重指数，以确定体

重没有超标。根据这些指标，医生可以

计算心脏病风险情况。自己也可以制定

特别的计划，以减低风险。如果血糖高，

就要改变饮食习惯，减少饮食中的糖，还

要多运动。如果血糖还是不能控制，就

需要前往医院就诊了。

世界心脏日：健康永远在路上
□ 本报记者 李 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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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边的事

□ 本报记者 李 颖■热点聚焦

本版与科技部社会发展科技司、
中国生物技术发展中心合办

由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和成都康弘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共同发起的帮助经济困难

的湿性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等眼疾患者重

见光明的“朗视界·沐光明”公益基金患者援

助项目再启动新闻发布会暨一周年总结推

进会日前在上海举行。该项目承诺将让更

多的患者能够治得起病、用得起药，看得见

未来。

黄斑变性是致盲危险因素

据悉，黄斑区位于眼后极部，是视网膜

的一个重要区域，主要与精细视觉及色觉等

视功能有关。黄斑变性是一种老年人常见

的影响黄斑的疾病，确切的病因尚不明，可

能与遗传、血管硬化、氧化损伤、慢性光损

伤、炎症、代谢营养等有关。黄斑区一旦出

现病变，常常出现视力下降、眼前黑影或视

物变形。

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是一种退行性眼

底部疾病，有年龄相关性，随着年龄的增长，

黄斑变性的发病率越来越高，病情也越来越

严重，可导致严重的中心视力下降及丧失。

由于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的治疗方法非常

有限，被国际眼科界公认为是最难治的疾病

之一。

“黄斑变性分为干性和湿性两种，虽然

干性黄斑变性患者比例达到 80%，但黄斑变

性造成严重中心视力丧失有 90%是由湿性

黄斑变性引起的。”北京同仁医院王宁利教

授表示：湿性黄斑变性，是由于视网膜下有

异常的血管生长，新生血管破裂出血，并引

起疤痕组织生长，使视力突然下降，会迅速

严重地影响患者的中心视力，甚至导致中心

视力丧失。

北京同仁医院王宁利教授透露，中国黄

斑变性发病率日益增高，据统计，50 岁以上

老年人中黄斑变性患病率高达 15.5%，其中

湿性黄斑变性占所有黄斑变性的 11.9%。由

于湿性黄斑变性病程进展迅速，若患者未得

到有效治疗，3 年内进展为法定盲患者比例

可从 19.7%提高至 75.7%。“因此，湿性黄斑

变性是老年人群致盲的重要危险因素。”

抗VEGF疗法是有效治疗方式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一人民医院许迅

教授表示，干性黄斑变性尚无明确有效的治

疗方法，平时要健康饮食，合理运动，减少紫

外光线辐射，口服抗氧化剂和微量元素。而

针对湿性黄斑变性治疗，则是目前国际上主

流的治疗方法：注射抗 VEGF（血管内皮生

长因子）药物。可以说抗 VEGF 疗法，是目

前治疗湿性黄斑变性最有效的治疗方式。

据悉，该治疗方案是《中华医学会眼科

学分会眼底病学组中国老年性黄斑变性临

床指南与临床路径》中指定的一线治疗方

案，通过玻璃体腔注射抗 VEGF 药物，不仅

可以阻断疾病进展，更可以实现视力提高，

帮助患者重获光明，具有疗效好、见效快、副

作用小等优点，是湿性黄斑变性目前最有效

的治疗方式。

过 去 ，国 内 治 疗 眼 底 黄 斑 变 性 的 抗

VEGF 药物依赖进口，价格昂贵且大多需要

每月注射给药，治疗费用可高达 1 万元/月，

多数患者无力承受。不过这种局面已经改

变，由成都康弘药业自主研发的新药康柏西

普 眼 用 注 射 液（朗 沐），作 为 全 球 新 一 代

100%人源化重组融合蛋白，与国外单抗类

产品相比，具有多靶点、亲和力强、更强效持

久等特点。

朗沐在疗效方面，初始 3 个月每个月给

药 1 次，患者的视力得到明显提高，在后续

治疗中无需每月给药，每三个月给药一次就

能维持提高的视力。因此，朗沐不仅减少了

患者的痛苦和治疗风险，更极大的减轻了患

者家庭及社会的经济负担。

民族品牌大放异彩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眼科主任黎晓新说，

作为全新一代 100%人源化重组融合蛋白，

相比市场上只作用于 VEGF-A 单靶点的单

抗 类 药 物 ，康 柏 西 普 可 同 时 作 用 于

VEGF-A、VEGF-B 和 PlGF 三个重要靶点，

使用康柏西普治疗湿性黄斑变性，不仅显著

提高患者视力，且减少了注射频次，更进一

步提升了安全性，极大地降低药物治疗成

本，提高了患者依从性。

据了解，作为国家 973 计划项目和“十

一五”国家“重大新药创制”科技重大专项

成果，康弘药业历时 10 年艰辛攻关、耗资

数亿元自主研发打造、全球新一代用于治

疗湿性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的中国原创

一类生物新药康柏西普眼用注射液是中

国 首 个 获 得 WHO 国 际 通 用 名 的 生 物 新

药。朗沐不仅在疗效比进口的单抗类产

品更好，且年度治疗费不到进口的单抗类

产品的 40%；还相继在国际、国内重大的

顶级眼科学术会议惊艳亮相，引起了海内

外学术轰动；同时，康弘药业更与中华社

会救助基金会联合发起“朗视界 沐光明”

公益基金，针对贫困眼底黄斑病变患者开

展救助活动。

公益基金患者援助项目再启动

数据显示，在中国，黄斑病变患者高达

400多万，而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加快，湿性

黄斑病变的致盲患者数量也呈逐年上升趋

势。这意味着我国将有庞大的湿性黄斑病

变患者群体需要采用抗 VEGF 疗法进行治

疗，然而医疗费用却一直居高不下。

为进一步减轻湿性黄斑变性患者的治

疗负担，新一轮公益基金患者援助项目承

诺，继续沿用点对点直接援助患者的方式

进行。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和成都康弘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共同发起了“朗视界·沐光

明”患者援助项目：凡家庭年收入 10 万元

以下（部分地区根据实际情况适当调整标

准）的湿性黄斑变性等眼疾患者，在指定医

院就诊并接受正规治疗的眼底疾病患者，

由爱心医生推荐，患者及家属自愿申请，经

项目办公室审核通过的患者，可在连续使

用两支朗沐后免费获得一支赠药。无疑，

这项公益举措极大减轻了湿性黄斑病变患

者的治疗负担。

“朗视界 沐光明”公益基金患者援助项

目自 2014 年启动以来，已覆盖全国 22 个省

市、100多家医院，截至 9月 2日，申请赠药患

者为 1954名，赠出朗沐注射液 1891支；并有

72 名爱心医生、30 余名志愿者加入到该公

益项目。据康弘药业副总裁殷劲群介绍，一

年来，该项目虽已取得一定的成效，但康弘

将进一步扩大援助项目的覆盖范围，争取早

日覆盖到全国所有省市，让更多的爱心医

院、爱心医生和志愿者加入到这一公益项目

中，从而让更多的湿性黄斑病变患者能够治

得起病、用得起药，看得见未来。

“朗视界·沐光明”助千名患者重见光明

■治疗手册

科技日报讯 （刘晨 记者吴红月）10 月

10 日是第八个国际造口日。统计数据显

示，我国肠造口患者总数已经超过 100 万，

其中，肿瘤患者为主要造口人群，而结直肠

癌居首。目前，这一数字还在以每年 10 万

例的速度增长。

“造口”是因为消化系统疾病，需要通

过外科手术治疗对肠管进行分离，将肠管

的一端引出到体表形成一个开口，目的主

要是使肠道排泄物的输出，达到肠道减压、

减轻梗阻、保护远端肠管的吻合或损伤，促

进肠道疾病的痊愈，甚至挽救病人的生命

的目的。

近年来，大肠癌的发病率较过去 30 年

显著增加，成为恶性肿瘤死因的第 4 位，直

肠癌已成为罹患率最高的消化道常见恶性

肿瘤。目前，直肠癌综合治疗的主要方法是

外科手术治疗，其中约 50%—60%的低位直

肠癌患者需要接受永久性肠造口。同时，对

于低位或超低位保肛的患者，约 30%需要接

受临时性回肠造口或横结肠造口。

造口术大多应用于结肠、直肠疾病的治

疗。常见的造口类型包括永久性结肠造口

和临时性造口。永久性造口一般位于左下

腹，为降结肠或乙状结肠永久性造口。临时

性造口常选择回肠造口或横结肠造口。临

时造口起分流、减压作用，当下段肠道疾病

愈合之后，可还纳。

“不能随意控制排泄物，任何场合都需

要携带造口袋”，这是很多造口人的困扰和

烦恼。事实上，回肠造口通过专业的造口护

理，不仅没有异味，而且对患者生活质量几

乎没有影响，很多造口人依然奋斗在工作岗

位上，享受着自己精彩的人生。

专家表示，回肠造口对于结直肠癌患

者的康复有着积极意义。在专业的护理条

件下，能够帮助患者术后更快的恢复，术后

2—3 天就可以恢复饮食，加速康复。由于

放疗后直肠吻合口愈合速度缓慢，有较高

的吻合口漏的可能性，回肠造口可以对吻

合口起到很好的保护作用。而如果不做保

护性造口，一旦发生吻合口漏，其结果是灾

难性的，甚至危及生命。对于放疗后肿瘤

没有完全消失，需要追加化疗的患者，有回

肠造口的患者可以更早地开始化疗，效果

也越好。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胃肠肿瘤科的专家

结合执业多年的临床经验指出，保护性回肠

造口对于直肠癌的治疗能够提高手术的安

全性，加快术后早期恢复，术后严重并发症

的比例也会大大降低，有利于患者快速、安

全地康复。

“国际造口日”
关注直肠癌预防及治疗手段

目前，我国畜牧业已发展成为相对独

立的产业，但由于资金、技术、管理等方面

的缺乏，尤其是对环境保护意识的淡薄，畜

牧养殖而造成的环境污染现象已经越来越

严重。据全国污染源普查数据表明，畜禽

养殖业 COD、总氮、总磷的排放量分别为

1268 万吨、106 万吨和 16 万吨，分别占全国

总排放量的 41.9%、21.7%、37.7%。因畜牧业

造成的环境污染，也已成为国际关注热点

问题。

畜禽养殖业：环境治理刻不容缓

“畜牧业的环境污染，主要表现在水

源污染、点源污染、土地污染、排放污染等

几大方面。这些污染如不能得到及时治

理，不仅会制约畜牧业的发展，还将造成

环境污染的加剧。”在 9 月 29 日绿倍生态

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仪式上，大成食品集团

董事会主席韩家寰表示，养殖业的发展离

不开种植业，种植业为养殖业提供饲料，

养殖业为种植业提供充足的有机肥。而

由 于 我 国 大 部 分 地 区 农 牧 分 离 、种 养 脱

节，无法实现发达国家土地与养殖场结合

的大农场粪污还田模式，导致加剧了畜禽

粪便对环境的污染。

据统计数据显示：我国水污染中化学

需排放总量（COD）中 48%来自于农业，而

其中畜牧业占据了很重要的一部分。为改

善这一状况，国家先后出台了各项法规政

策：2001 年颁布《畜禽养殖污染防治管理办

法》，2014 年颁布《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

条例》，以及 2015 年《环境保护法》的施行，

希望能在法律、政策层面对这一环境污染

问题进行大力整治。

强企联合：共创绿倍养殖新生态

业内专家表示，畜牧业不仅涉及三农，

更关系到人们的日常生活。对于畜牧业污

染的治理，一方面需要国家意志的顶层设

计，另一方面也需要利用经济手段，动员社

会企业的力量共同治理。在达到抑制畜牧

业污染目的的同时，还能推动我国畜牧业

的发展。

为响应国家对畜牧业污染的整治号

召，由大成食品集团、万科集团、华大基因

及凯达环保 4 家企业联手打造了绿倍生态

科技有限公司，旨在以微藻科技为核心优

势，站在微藻技术的世界制高点上，解决畜

牧业污染的问题，做到生态的可持续发展

和资源的可循环利用，形成以微藻运用为

基础的人类社会生态、畜牧养殖生态、食品

加工生态的发展闭环。

据了解，主持创建绿倍的 4家企业均在

各自专业领域拥有雄厚实力。大成食品集

团集动物营养与家禽养殖于一体，并专注

于食品加工安全；华大基因是全球最大的

基因组学研发机构，致力于用基因科技造

福人类，推动资源保存及生态可持续发展，

在基因领域有着权威信服力；中国领先的

房地产公司万科，在环保社区生态方面有

着得天独厚的卓越实力。而凯达环保则拥

有 15 年农牧业废水治理稳定达标经验，已

建成遍布全国十几个省市 200 余座废水处

理工程，在废水处理方面优势显著。

绿倍微藻：营建环保生态圈

依靠 4家企业，绿倍微藻一开始就站在

了尖端技术制高点。在践行国家节能减排

战略的同时，也为养殖、食品及其他相关产

业，提供完善的动物营养及生态环境两方

面的解决方案。

“在此过程中，绿倍通过独有的微藻技

术、强大的基础研发落地能力以及专业的

运营团队，协助养殖、食品等相关企业设计

及运营微藻废水处理系统。该系统能够克

服传统污水处理方法引起的二次污染，同

时还能够对污水进行深度处理，有效去除

COD、氨氮等有机物质”，华大基因研究院

执行院长徐迅表示。

据介绍，这套解决方案的核心便是微

藻，微藻作为有机污染的逆行者，具有让氨

氮转化为蛋白的能力，30 亿年来，一直是大

自然自我修护过程中的重要环节，对地球

生态的延续和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自养和异养的两种生长模式中，微藻生

成了丰富的油脂、多糖、蛋白质、维生素与

螯合矿物质等等，能在食品、医药、荧光材

料、能源、环保等领域具备广阔的开发与应

用价值。

据介绍，绿倍生态科技公司将以尖端

生物科技微藻处理系统，解决养殖相关企

业的废水问题。通过食物链的循环利用系

统，以沼气、有机肥和微藻系统为纽带的生

态链，将畜牧养殖生态、人类社区生态以及

食品加工生态联系在一起，优化农业整体

资源，做到资源再循环利用，达到减排、绿

色及高效的目的，进而完善了可持续发展

的生物工程及微藻系统的环保高新技术。

华大基因董事长汪健表示，“我们找到

更高效转化氮、硫、甲氨的绿藻种，不光要减

少排放,而且要把排放的废物转为宝物，转化

为人类生存发展，财富积累的必须物质。为

人类社会的发展做出我们的一份贡献。”

“绿倍以微藻技术作为企业核心，基于

微藻在生态保护以及开发应用等方面的强

大优势和潜力，依托大成自身及合作伙伴

万科、华大基因、凯达的坚实支撑，将在积

极响应国家节能减排的战略指引前提下，

实现农畜牧产业及环境科技的可持续发

展。”韩家寰说。

目前，国家也在积极推进各种资源再

循环利用技术，“十二五”期间，国家将农业

源减排纳入总量减排管理体系，将化学需

氧量和氨氮排放量纳入问题减排约束性考

核指标。目前，集约化、规模化养殖排放导

致了水污染，已经成为主要污染源之一，据

悉，日本和西方国家排放标准是 600，我国

环保部提出要达到 150 的目标。这需要使

大量的有机物质在排放前就要分解掉，变

成无害的、无污染的无机物。

此次绿倍通过独有的微藻技术，不仅

有望解决畜牧业的环境污染问题，还为创

建绿色中国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样板。相信

在不久的将来，绿倍微藻会为畜牧业的发

展带来全新动力，为绿色中国尽一份绵薄

之力。

治理畜牧污染从微藻开始

■食品安全 □ 本报记者 张林军

北京医院迎来110周年华诞
科技日报讯 (贺鹏)日前，北京医

院迎来 110 周年华诞。国家卫生计生

委副主任金小桃出席会议并讲话。

作为中国老年病诊疗最权威的医

院，一百多年来，北京医院遵循“忠诚

保健事业，心系人民健康”的院训，逐

步发展成为一所面向全社会开放，医、

教、研、防全方位发展的现代化综合性

医院。

北京医院院长林嘉滨表示，未来

医院要在坚守医院定位和发展战略不

动摇，强化医院内涵建设不懈怠，遵循

医学科学发展和医院工作规律的基础

上，重点推进两方面工作。

首先，进一步加大学科建设和人才

培养的力度。学科是医院实力的基础，

人才是学科水平的关键，科研教学是学

科建设和人才培养的主要抓手。未来

将继续把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摆在医

院各项工作的首位，凝炼学科方向，形

成专业特色，强化科研教学意识，提升

学术氛围，构建科学合理的人才梯队。

其次，继续加快信息化建设和医

学装备更新换代的速度。医学装备和

信息化水平是著名现代化医院的重要

标志之一，是提供一流技术服务、确保

医疗质量安全、实现高效精细管理的

重要支撑。医院要在统筹规划的基础

上，提升信息化建设的速度和水平，加

快大型医学装备和常规仪器设备更新

换代的节奏。

中日医院启动
“医院内静脉血栓栓塞症防治项目”

科技日报讯 （记者李颖）10 月 8

日，由北京中日医院主办、赛诺菲制药

支 持 的“ 医 院 内 静 脉 血 栓 栓 塞 症

(VTE)防治项目”在北京启动，旨在提

高医务人员对 VTE 严重性的认知，加

强 VTE 的综合防治与管理，提高医疗

质量，降低 VTE 的疾病负担，并进一

步改善患者的预后。

“静脉血栓栓塞症是迫切需要关

注的疾病，它是可防可控的，也是常见

的、潜在致死性的血栓性疾病，但一直

未被充分重视。”中国工程院院士、中

日医院院长王辰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

时表示，中日医院建立起这个项目，可

大大降低 VTE 疾病负担，也供其他医

院借鉴学习。

血栓是致死性三大心血管疾病的

共有病理学机制早已成为医学界的共

识。在中国，血栓性疾病同样严重危

害人民健康。“VTE 包括深静脉血栓

形成和肺栓塞。”王辰解释说，当长时

间坐在狭小的空间中不活动时，血液

就会流动缓慢，甚至会在下肢出现血

液凝聚而形成血栓，临床上称为深静

脉血栓形成。下肢静脉血栓形成后，

因刚刚形成的血栓容易脱离静脉壁，

随血液回流入右心室，加之右心室收

缩，将其推入肺动脉，从而会发生一系

列的症状甚至会导致猝死，临床上称

为肺栓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