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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首家全球原创新药孵化平台启用

本报讯近日，百放英库孵化器实验
大楼启用及原创新药研讨会在北京市海
淀区贝伦产业园召开，这标志着北京首家
全球原创新药孵化平台正式启用。据悉，
百放孵化器是北京开展原创药物转化孵
化的一种全新的探索和尝试。

据悉，今年 3月，百放公司正式在
贝伦产业园开始运营，已经建成了
4000平方米的包括生物、化学等可支
撑药物早期开发的专业实验室，并与天
坛医院创新中心、礼来亚洲基金以及多

个 AI药物研发公司共同合作，通过连
接“源头—资金—孵化—毕业”，创立创
新型“一站式”医药孵化器的新模式，加
速国内外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原创技术
和成果转化。

目前，该平台已经开展了 7个原创
新药项目，覆盖心脑血管疾病、代谢性
疾病、免疫肿瘤、呼吸系统疾病等领域，
其中已有 2个项目进入了新药开发阶
段，多个项目正在申请全球专利。

（郑金武）

《柳叶刀—感染病学》杂志封面
青岛妇儿医院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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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H型高血压到继发性高血压

高血压防治的“中国方案”
■本报记者张思玮

“高血压是脑卒中最重要的危险
因素，相比欧美人群，中国高血压人
群更易患脑卒中。”近日，北京大学第
一医院心内科教授霍勇在接受《中国
科学报》采访时表示，必须牵住我国
高血压这个“牛鼻子”，结合我国高血
压防治特点，创建适合国人的高血压
防治理论和策略，才能推动我国高血
压防治的创新和实践。

危害程度显著高于欧美

《中国心血管健康与疾病报告
2019》显示，我国脑卒中发病率为
246.8/10万，男性高于女性、农村显著
高于城市。并且，脑卒中的流行呈现地
域性，东北地区脑卒中发病率最高，华
南地区最低。

而我国高血压患病率在 18 岁以
上人群中高达 27.9%，目前约有 2.45亿
高血压患者。并且，高血压患病率随着
年龄增加而增高，男性高于女性，北方
人群高于南方人群，大中型城市高血
压患病率较高。近年来，农村地区高血
压的患病率增长速度已高于城市。
“然而，我国高血压病知晓率约

52%，治疗率约 46%，控制率约 17%，均
远低于西方人群。”霍勇表示。
此前研究发现，我国人群中高血

压危害程度显著高于欧美人群。同等
程度的血压升高，我国人群更容易发
生脑卒中，收缩压每升高 10 mmHg，脑
卒中发病风险是欧美人群的约 2 倍；
在高血压人群中，脑卒中 /心肌梗死的
发病比值在我国约为 5~81，而在欧
美国家则约为 11。
“这其中，一定有其他因素放大了

高血压对中国人群的脑卒中发病风
险。”霍勇表示，由于中国人群普遍缺
乏叶酸，导致同型半胱氨酸（Hcy）升
高，“这提示高血压和 Hcy的相互作用
会对脑卒中产生影响”。

创立 H型高血压理论

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HHcy）作为
心脑血管疾病的独立危险因素被广泛
关注。此前，基础研究证实，Hcy水平升
高可以通过氧化应激反应导致内皮功
能障碍和内质网损伤，促进血管平滑
肌细胞增殖、胶原合成，促进血栓形
成，以及糖脂代谢紊乱等多种机制导
致动脉粥样硬化发生发展。

荟萃研究显示，血浆 Hcy 水平与
心脑血管病发生风险显著相关；Hcy
每升高 5mmol/L，缺血性心脏病的发

病风险升高 32%，脑卒中的发病风险
升高 59％；Hcy 每降低 3mmol/L，缺
血性心脏病风险降低 16%，脑卒中风
险降低 24%。
“更为重要的是，HHcy 与高血压

具有协同作用，显著增加血管性疾病
的风险。”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心内科主
任医师张岩告诉《中国科学报》，他们
的队列随访数据也显示，高血压合并
血浆 Hcy水平升高（≥10μmol/L）显
著增加脑卒中发生风险达 10余倍。

而我国人群因为叶酸缺乏、代谢
酶亚甲基四氢叶酸还原酶（MTHFR）
基因多态性等因素导致血浆 Hcy水平
普遍偏高。

霍勇告诉记者，“H型”高血压（伴
有血浆 Hcy 升高≥10μmol/L 的高血
压）约占我国高血压患者的 75%，是我
国脑卒中高发的重要原因。

至此，谜底终于揭开。
那么，到底如何诊治 H型高血压

呢？虽然叶酸是目前降低 Hcy水平的
有效药物，但补充叶酸是否能预防脑
卒中既往存在争议。

为此，霍勇团队在开展荟萃分析
揭示国外叶酸疗效阴性原因的基础
上，进一步设计开展了迄今为止全球
最大的中国脑卒中一级预防研究
（CSPPT），总计纳入了 20702例无心

脑血管疾病的我国高血压患者并随
访 4.5年。相关研究发表于《美国医
学会杂志》。

研究显示，以依那普利叶酸片
（10mg依那普利和 0.8mg叶酸单片固
定复方制剂）为基础的降压治疗方案
相比以依那普利（10mg）为基础的单纯
降压治疗方案，显著降低了首发脑卒
中风险 21%，缺血性脑卒中风险 24%和
心脑血管复合终点事件风险 20%。
“因此，我国高血压患者应检测血

浆 Hcy水平，降压同时补充叶酸降低
Hcy，双管齐下预防脑卒中。”霍勇说。
据此，他们还通过进一步研究明确界
定了补充叶酸更加获益的人群，并建
立了我国高血压患者精准补充叶酸的
精准策略，现已在全国范围内应用，有
效减少脑卒中发病率。

重视继发性高血压的筛查

众所周知，高血压分为原发性高
血压和继发性高血压两大类，一般认
为继发性高血压约占全部高血压的
5%~10%。

所谓继发性高血压是指由某些确
定的疾病或病因引起的血压升高，除
高血压本身造成的危害，伴随的电解
质紊乱、内分泌失衡、低氧血症等可导

致独立于血压之外的心血管损害，危
害程度更大。
“因此，对继发性高血压的早期诊

断并及时针对性治疗具有重要意义。”
霍勇说。

既往国内外关于继发性高血压病
因比例的报道主要集中在肾实质性高
血压、肾血管性高血压和内分泌性高
血压上，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
院教授李南方团队基于我国新疆地
区继发性高血压住院患者数据的研
究显示，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
在继发性高血压住院患者中占比达
42.9%。

霍勇敏锐地发现，这提示我国
继发性高血压疾病谱可能出现新的
变化。

据此，该研究团队回顾性收集
2013—2016年间中国医院质量监测系
统（HQMS）内每年均上报数据的 746
家三级医院全部住院患者的病案首页
信息，利用 ICD诊断编码从中挑选出
402371 名继发性高血压住院患者，进
而分析我国继发性高血压病因的共病
比例及四年间的变化趋势。相关研究
于近日发表在《高血压杂志》上。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心内科博士张
龙介绍主要结果时强调，肾实质疾病
仍是我国继发性高血压住院患者最常
见病因，占比超过 50%；而阻塞性睡眠
呼吸暂停综合征以接近 25%的占比成
为第二大病因；原发性醛固酮增多症
占比超过 5%，在所有内分泌性高血压
中所占比例最高。
“目前，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

征已经攀升至所有病因占比的第二
位，仅次于肾实质疾病，因此在我国高
血压病因筛查中需引起足够的重视，
尤其是合并肥胖的高血压患者。”北京
大学第一医院心内科副研究员范芳芳
说，这是近年来针对我国继发性高血
压住院患者病因构成的最大规模研
究，该结果有助于制定更合理高效的
筛查和治疗策略。

30年来，霍勇觉得他的团队做了
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如何有效防
治中国高血压。他说，虽然中国高血压
防治任重道远，但必须不断创新和实
践，只有中国方案才能真正解决中国高
血压防治难题，才能更快达到中国心脑
血管疾病发病和死亡下降的拐点。

相关论文信息：

别让“先髋”毁了未来的“花朵”
■张洪

2021年五一假期，我和医院保髋
团队的程徽医生飞往拉萨，主要针对
西藏拉萨、昌都，新疆伊犁等地，推广
新生儿髋关节发育不良筛查工作。

这是我们团队的“保髋中国梦”，
是我在将保髋治疗引进国内、推动髋
关节发育不良保髋手术的研究之后，
着力推进的又一个“十年战略”。

髋关节发育不良值得关注

发育性髋关节发育不良（DDH）
常被称为“先髋”，是小儿四肢发育畸
形中比较常见的一种疾病，我国发病
率为 2.66‰左右，女孩的发病率是男
孩的 5~8倍，遗传率 12%~30%。髋关
节发育不良时，髋臼不能很好地覆盖
股骨头，这样髋关节就不能有效地承
载体重，最终造成患者残疾。一般髋
关节发育不良包括单纯髋关节发育
不良（覆盖不够）、半脱位和全脱位三
种情况。

疼痛、跛行、限制运动、手术，甚
至后遗症……这些是 DDH 患儿可
能面临的现实。DDH延误诊治可能为
孩子成长带来巨大影响，同时也是成
年人过早发生退行性骨性关节炎和接
受关节置换术的主要原因之一。

DDH的病因尚未完全明确 ，普
遍认为是种族、环境、基因突变等因
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女孩、头胎、多胞
胎、臀位、家族史、羊水过少等是
DDH 的高危因素。襁褓法（“蜡烛
包”）也被公认为是 DDH的一个致
病因素，绑腿使髋关节固定在伸直内
收位，可能导致髋关节发育不良。

DDH危害“凶猛”，其发生无法
在产前预防，怎么办？
早筛查、早诊断、早治疗就能帮

助孩子免于手术痛苦及残疾风险。如
果孩子出现臀纹腿纹不对称、双腿长
短不一、外展受限、关节活动有响声

等情况，有可能与髋关节发育不良有
关，家长必须高度重视。

此外，很多患有 DDH的孩子没
有明显的临床症状，导致有经验的小
儿骨科医生手法筛查的漏诊误诊率
高达 25%。1980年，奥地利小儿骨科
医生 Dr.Graf 应用 B 超早期诊断
DDH，成为新生儿筛查的金标准。

在婴儿出生后 6 周内进行超声
检查，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孩子的髋
关节，进而做出明确的诊断，及时进
行治疗。3个月黄金期内治疗，只需
佩戴挽具，治愈成功率可达 95%以
上，而且孩子毫无痛苦。

加快完善疾病早筛查体系

早期筛查如此简单有效，但是绝
大部分家长对此一无所知；那些正
在经历甚至即将经历这种不幸的孩
子与父母，完全可能因为小小举动
避免悲剧。

目前，我国新生儿疾病筛查病中
包括先天性甲状腺功能减低症和苯
丙酮尿症等新生儿遗传代谢病（CH）
和听力障碍。先天性甲状腺功能减低
症我国发病率约为 0.5‰，听力障碍
筛查约 0.1%~0.3%的孩子最终确诊为

不同程度的听力损失，苯丙酮尿症发
病率大概是 111000。

而 DDH发病率 2.66‰左右，在
新疆、西藏等偏远地区，其发病率比
东部沿海地区高 10 倍。也就是说，
如果不能有效地加以干预，每 100
个孩子就会有 3 个终身残疾！这是
我们团队在推动北京市海淀区新生
儿 DDH 筛查试点工作之后，着力
推进在偏远地区开展此项工作的重
要原因。

很多发达国家已经形成完备的筛
查治疗体系，DDH致残率极低。而我
国的现实是，DDH 筛查率还远远不
够。目前，全国范围内只有天津市实施
了《天津市妇女儿童健康行动计划》，将
DDH列为由政府出资的必查出生缺
陷项目，将新生儿髋关节超声筛查提高
到了与接种疫苗一样的重视程度。从
2009年筛查至今，天津市 DDH筛查
率已超过 99%，因此该市新发严重病例
已经非常罕见。

筛查率的提升，意味着治疗率、
致残率的下降。一次简单的超声筛查
就可能拯救一个孩子、一个家庭，避
免一场悲剧。
（作者系解放军总医院骨科医学

部教授）

青岛举办玻璃体视网膜手术论坛

本报讯 近日，山东省眼科研究所
建所 30周年系列学术活动———青岛眼
科医院玻璃体视网膜手术论坛暨高视
医疗玻切新起点培训班在青岛召开。会
议以“玻璃体视网膜手术”为主题，通过
系统的理论讲解、先进的 Drylab模拟演
练、动物眼Wetlab实操，以及疑难病例
手术视频研讨等多种形式，以期让学员
能够全面掌握玻切手术的基础和常见
眼底病术式，并推动区域“玻璃体视网
膜手术”水平的不断提升。

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青岛眼科
医院副院长孙伟表示，希望通过本次学
习交流，推动我国眼底病领域的核心技

术整体水平的发展和提高。
国家眼部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

主任、上海交通大学眼科研究所所长许
迅，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眼科主任、中华医
学会眼科分会眼外伤学组副组长胡运
韬，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副院
长、玻璃体视网膜病学科负责人徐格致，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眼科副
主任、中华医学会眼科学分会眼外伤学
组副组长卢海等，分别就儿童青少年高
度近视登记研究、硅油取出过程中视网
膜前膜的再处理、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手
术中膜的处理、合并角膜异常的儿童视
网膜脱离等作报告。 （赵英佐）

第六届红房子论坛推介多科会诊

本报讯 近日，第六届红房子论坛
暨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国际妇产
科论坛在上海举行。本次大会主席、复
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院长徐丛剑介
绍，如今越来越多的医院启动了多学科
联合会诊（MDT），为肿瘤患者提供优质、
高效、整合型的“一站式”诊治服务。目
前，在国际上MDT已经成为了恶性肿瘤
治疗的重要模式，尤其是对于一些疑难
的、罕见的恶性肿瘤。

小雪（化名）在 34岁这一年结婚怀
孕，在怀孕近 2个月时，被诊断为宫颈
浸润性鳞状细胞癌 IB2期。按照国际指
南，像小雪这样的 IB2期的妊娠合并宫
颈鳞癌患者，可以考虑保留胎儿继续妊
娠，也可以终止妊娠，行广泛全子宫切
除术。小雪和丈夫具有强烈的保育意

愿，他们把希望都寄托在了复旦大学附
属妇产科医院教授华克勤身上，华克勤
曾完成世界首例中孕期行腹腔镜保留
子宫宫颈根治切除术，帮助患者如愿
“升级”母亲。

“妊娠合并宫颈癌的治疗需要综合
考虑病理类型、临床分期、孕周、胎儿宫
内生长发育情况、孕妇的意愿等各方
面的因素，治疗方案的制定涉及多学
科管理。”华克勤表示。经过妇科肿瘤
科、放射科、病理科、产科等专家的多
学科会诊后，专家们为小雪量身定做
了一个能让她最大获益的治疗方案，
再次阴道镜和影像学评估明确病灶局
限，经过 3个疗程的化疗，病灶缩小。小
雪顺利诞下一名女婴，至今她和孩子身
体各项指标一切正常。 （李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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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青岛妇儿医院检验科孙
鹏、李胜军、卜祥茂和温荣等人组成
的科研团队撰写的病例报道《伤寒
细胞并不总是提示伤寒感染》在《柳
叶刀—感染病学》发表。

文章报道称，一名 11岁女孩在
过去两个月时间，因反复发热、头
痛、腹痛前来医院就诊。虽然一般检
查显示阴性，但骨髓细胞学检查结
果却发现噬血细胞和伤寒细胞，这
是一种特殊形态的巨噬细胞，胞质
中含有细小、粉红色、沙粒状颗粒，
结果提示患儿存在伤寒感染可能。
入院后，患儿血培养结果阳性且鉴
定为马耳他布鲁氏杆菌，抗体检测
1400阳性，流行病学史调查患儿
于 2个月前曾饮用过鲜羊奶，因此
被确诊为布鲁氏菌病。

伤寒细胞是一种特殊形态的吞
噬细胞，与伤寒感染明显相关。长期
以来，伤寒细胞是伤寒的特征性病
变，具有病理诊断价值，这是医学界
的传统观念。

1975 年《柳叶刀》杂志报道了
在伤寒患者骨髓涂片中发现噬血细
胞和一类组织细胞，这类组织细胞
在患者治疗 3周后消失，认为其与
伤寒有关，因此命名为伤寒细胞。伤
寒细胞直径约为 20~50μm，细胞核
呈类圆形、豆形或肾形、花生形，明
显偏位，染色质较单核细胞疏松；胞
质丰富，呈裙边样或泡状突起，常有
许多空泡环胞膜存在，靠近胞核的

中央部分胞质常显厚
实的内容物，如含有细
小紫红色颗粒，胞质边
缘部分常被染成蓝色。
此后有研究发现，在一
半的伤寒患者骨髓涂
片中发现了伤寒细胞。
因此，伤寒细胞被作为
鉴别诊断伤寒的形态
学指标，尤其是对发病
前到过伤寒流行地区
的人更有重要提示意
义。

布鲁氏菌病是由
布鲁氏菌感染引起的
人畜共患疾病。由于症
状缺乏特异性，在非流
行地区其诊断往往会
有延迟，导致患者长期
反复发热。

研究表明，部分布
鲁氏菌感染病例可累
及骨髓并引起一些特
征性改变，如肉芽肿病
变和出现噬血细胞。
在本病例中，除噬血细
胞，医生同时还观察到
了伤寒细胞。因此，此
病例表明伤寒细胞并
不总是提示伤寒感染，
因为它们也存在于布鲁
氏菌病中，这为临床查
找发热病因提供又一种
病原学思路。此外，伤寒
细胞在诊断中的价值并
不特异，由于伤寒和布
鲁氏菌病都是胞内菌感
染所致，因此其是否也
可以出现在其他胞内
菌感染疾病中，值得进
一步研究。

迄今为止，伤寒细
胞的产生原因还不清
楚，但此次发现打破了
医学界的传统认知，首
次报道了布鲁氏杆菌感染患者骨髓
中亦可出现伤寒细胞，对布氏菌病
的鉴别诊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廖洋毕乙贺）
相关论文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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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眼睛是人类
心灵的窗户，良好的视力与
青少年的健康成长息息相
关。希望大家增加一份对
青少年近视预防工作的责
任和担当，让青少年眼中
的世界更加明亮和清晰，
在全社会营造关心爱护青
少年的良好氛围。”近日，在
上海科坛《给孩子一个清晰
的世界———2021中国儿童
青少年近视防控趋势报告》
（以下简称《报告》）线下发
布会上，上海市科协党组
书记、副主席马兴发表示。
《报告》指出，家长作

为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的
第一责任人，对近视防控
知识仍存在许多误区。调
研显示 86.4%的家长认为
近视是可以预防的，但他
们中 61.3%是在孩子近视
后被医生告知才知晓的，
并且对具体预防方法也不
明确，从而导致行为和认
知分离。另外，家长们对于
近视手术的认知不够，认
为等到孩子长大可以通过
近视矫正手术把近视治
好，而不清楚近视对孩子
眼睛的损害是不可逆的。
此外，该《报告》倡导在更
广泛层面上做好近视防控
的精准科普，呼吁社会各
方共同建立近视“防—
控—治”体系，做好全生命
周期的眼健康管理。

专家认为，当前家长
对近视防控重视度不高、
认知不全是近视防控工作
的一大盲点，倡导优化近
视防控科普结构的同时，

专家提出应推动落实视力筛查的标准
化，纳入更多客观性指标，同时加快精
准近视防控治体系的建立，提升完整
诊疗流程质量，让有治疗需求的家庭
获得更精准高质的服务。 （黄辛）

霍勇在基
层义诊。

北京大学第
一医院供图

霍勇（右）
正在为患者进行
手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