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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进展缅怀中国科学院院士汪忠镐：

他在 69岁开始攀登另一座医学高峰
■胡志伟

11月 3日，中国科学院院士汪忠镐在北
京逝世，享年 86岁。

我成为汪院士的博士生时，他已是 73
岁高龄。非常幸运的是，我从恩师身上学到
了让我终身受益的学识和精神，也见证了恩
师真实而伟大的一生。在此，我仅简述恩师
2006年至 2023年竭尽全力开创我国胃食管
反流病多学科诊治新纪元的点滴故事。

一次次被误诊

2003年，超高强度的工作和无规律的生
活，使汪院士的身体逐渐出现不适，他每天
被咳嗽、咳痰困扰，夜不能寐。他曾多次被送
往医院抢救，甚至丧失了意识，并被下了病
危通知书。

虽然每次就诊时，所有医生都一致诊断
他为“过敏性鼻炎”“哮喘”等症，但汪院士的
直觉却认为“我得的一定不是哮喘”，“虽然
我不知道到底得的是什么病，但求你们帮我
再找找其他原因”。

汪院士严格控制饮食并尝试了大量抗
过敏、止咳、平喘的药物，不但效果甚微，
反而病情日渐严重。直至 2006 年，在参加
一次国际会议时，一位消化科医生对汪院
士说，你可能是胃食管反流病，反流也可能
导致哮喘。

这句话提醒了汪院士。他查阅了大量文
献，越来越觉得自己的病就是胃食管反流，
遂主动到消化科做了 24小时食管 pH值监
测，结果反流次数居然达到 200多次。之后，
他开始服用抗反流药物，症状稍有缓解。为
根除这一症状，他前往美国做了腹腔镜下胃
底折叠手术，术后症状奇迹般地消失了。

汪院士敏锐地意识到，中国有海量的胃
食管反流病患者被误诊、误治，如果自己不
去发声，这些患者可能将一直处在病痛中。

开启新征程

为了救治更多和他一样的患者，汪院士
在 69岁时开始勇攀另一座医学高峰。2006
年，术后第 6天，还在病床上的他就写了一
篇《胃食管反流不容忽视》的文章发表在媒
体上。

从美国病愈归国后，同年 9 月，汪院士
在《中华医学杂志》英文版上结合自身病例
发表了《是胃食管反流病，不是哮喘：个例
报道》，首次以科学论文的形式宣告了他的
新发现，并向原第二炮兵总医院（现火箭军
特色医学中心）提交了治疗相关疾病的申
请，这一申请很快得到了医院的积极响应。
医院在最短时间内创建了国内首个胃食管
反流病中心，购置了国内首台微量射频治
疗仪和胃食管反流监测设备，引进世界领
先的微量射频治疗技术和腹腔镜下胃底折
叠技术。

2006年 4月 29日，汪院士被聘为医院
胃食管反流病中心创始主任，带领一批刚毕
业的年轻医生和护士开启了他的新征程。

17年前，反流性哮喘的概念被认为是天
方夜谭甚至是骗局，让人们认识和接受它的
难度可想而知。为了救治更多病人，提高公
众对疾病的认知程度，汪院士在医院实行义
诊。在很多学术会议、媒体甚至任何公开场
合，汪院士都在向大众科普胃食管反流病的
知识。

到 2007年，病例已经累计达到 200例。
汪院士总结经验，首创“胃食管喉气管综合
征”新概念，把该疾病分成“胃食管期、食管
咽期、口鼻腔期和喉气管期”，为全面治疗胃
食管反流病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我们发现，胃食管反流病除了可引起
“哮喘”，还可导致几十种病症，后来也不断
有新的发现。

走上规范化道路

2008年，汪院士把 Ibrahim教授（汪院士
当时的术者）的腹腔镜抗反流手术技术引入
中国，从而开启了我国胃食管反流病规模化
和规范化的手术治疗时代，使顽固性、严重
性和难治性胃食管反流病的治愈率提高到
80%至 95%。

2014 年，《中华胃食管反流病杂志》创
刊，汪院士担任名誉主编和顾问。2016 年，
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胃食管反
流多学科分会成立，由汪院士担任分会第
一届主任委员，每年至少举办一次“汪忠
镐（华夏）胃食管反流病多学科论坛”。各
专业学科之间加强了交流联系，全国各地
区的学科建设水平和医疗综合服务能力
大大提升，至今受惠医生逾万人，众多患
者亦从中受益。

2018年，为落实《“健康中国 2030”规
划纲要》，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
中国人口文化促进会、中国人口福利基金
会联合申请，并经国家卫生健康委备案，
将每年 9月的第二周定为“全国胃食管反流

病宣传周”。
同年，胃食管反流病作为一个章节首次

由汪院士写入我国医学本科生教材《外科
学》第九版。2019年，在《中国医学前沿杂志》
的支持下，第一版《中国胃食管反流病多学
科诊疗共识》成功发布，并在全国举办了几
十场线下和线上推广活动。2022年，《中国胃
食管反流病多学科诊疗共识 2022》发布在
《中华胃食管反流病杂志》上，这是我国近 20
年胃食管反流病多学科实践的结晶。

我国胃食管反流病检查手段的引进和
应用水平的提高，为难治性胃食管反流病、
胃食管反流病的分型，胃食管反流病食管外
症状的识别以及治疗方案的准确选择提供
了有力支撑。随着胃食管反流病诊治科普的
广泛开展，越来越多的胃食管反流病患者早
期就得到确诊。

树立榜样的力量

汪院士从不满足于现状，不盲从于权
威，没有最好、只求更好，一定要找到最科
学、最经济、最有效的方法。

无论是攻克布加综合征还是研究胃食
管反流病，都不是他的选择，而是病人的需
要。病人需要什么，汪院士就研究什么。他认
为，探索胃食管反流病的路还很长，还有很
多事情要做。要加强对患者的教育，要加强
多学科间的交流，要尽可能多地救助和自己
同病相怜的患者。

作为一名医生，汪院士对患者的痛苦感
同身受；作为患者最忠实的战友，他通过各
种努力与患者一起与病魔作斗争；他还用
“Art and Science”在不懈的努力中践行中国
血管外科乃至医学更深刻的含义，让中国血
管外科在国际上大放光彩，也让医学精神得
到有力诠释。

他在 69岁时，以不屈不挠的精神正确
诊断“是反流，而不是哮喘”，并战胜病魔。从
那以后，他又不遗余力地开辟一片新天地，
以期造福更多患者。

庆幸的是，今天我们身边还有汪院士这
样的榜样力量，而这就是汪院士留给后人的
无价之宝。
（作者系火箭军特色医学中心副主任医师）

2018年，汪忠
镐（中）和学生胡
志伟（左一）等人
合影留念。

胡志伟供图

应对白色污染，“一箭”可“双雕”
■本报记者 张晴丹

饮料瓶、废旧涤纶、塑料袋、外卖盒……生
活中的塑料垃圾随处可见，其泛滥导致的白色
污染是 21世纪最严峻的环境挑战之一，对生
态环境和人体健康都产生了不利影响。

近几年，研究酶制剂已 30多年的天津
大学酶工程与技术课题组聚焦白色污染问
题，开展了塑料降解酶的相关研究。

在课题组负责人、天津大学化工学院教
授齐崴和团队核心成员、副教授尤生萍的带
领下，研究人员开发了一套聚对苯二甲酸乙
二醇酯（PET）酶解回收新工艺，既高效节
能，又经济环保。近日，相关成果发表于《生
物资源技术》。

塑料急需安全环保的降解方式

白色污染有多严重？联合国公布的数
据显示，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废弃物超过
2 亿吨，但只有一成被回收。而且，塑料垃
圾正以极快的速度污染全球，就连最深的
马里亚纳海沟和最高的珠穆朗玛峰都不能
幸免。

很多人认为塑料垃圾不会对人类产生
影响，但 2022年《整体环境科学》发表的一
篇论文报道了首次在活人的肺部深处发现

微塑料污染堆积。这些微塑料颗粒是用于生
产塑料包装和吸管的聚丙烯（PP），以及常用
于制造瓶子的 PET。

同年 3 月发表于《国际环境》的另一项
研究证实，人体血液已受到微塑料污染。研
究人员首次在人体血液中检测到微塑料颗
粒，这些颗粒可能被血液输送到全身。

解决白色污染问题已迫在眉睫。但传统
的解决办法并不理想，比如填埋后难分解、
易造成土地二次污染，而焚烧又会产生大量
有毒有害气体。采用化学试剂降解，则可能
会引入新的污染物。

大约 5年前，天津大学酶工程与技术课
题组开始尝试在生物酶制剂与塑料降解之
间寻找一个契合点。
“我们的主要目标是研发出降解白色污

染物的生物催化剂，以及配套的低成本处理
工艺。在降解塑料的同时最大限度减少其他
新生有害物的引入，这一点非常关键。”论文
通讯作者齐崴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
表示。

废弃物再利用，产生需要的酶

“很多生物反应体系都有大量盐类产

生，我们也在思考能不能把这些盐类副产物
利用起来，把盐分当作一种原料，特异性地
制备出一些菌种‘为我所用’。”齐崴说。

在开启这项课题后，课题组多位研究生
开展了从酶制剂研发到工艺优化，再到装置
化运行的链条性攻关。
“按照原设计方案，我们把 PET酶基因

序列构建至底盘细胞，但发现做出来的重组
菌并没有表达出目的酶。在这个过程中，我
们尝试了很多种方法，后来虽然有蛋白表
达，但表达量很低，而且还出现了蛋白聚集
的问题。”论文共同第一作者尤生萍在接受
《中国科学报》采访时说。

经过长时间科研攻关，团队终于构建出
一株低成本高效表达 PET酶的工程菌———
嗜盐需钠弧菌。与大肠杆菌相比，其酶蛋白
表达水平增加了 87.3%。该嗜盐菌可以在高
盐环境中快速繁殖生长，同时表达出理想的
催化剂酶。利用这个酶，就可以降解塑料了。
“这套全新简化工艺中的发酵环节既可

以用我们工艺里产生的钠盐作为原料，也可
以直接用海水发酵制备，一定程度上解决了
以往 PET生物降解过程中水消耗量大的问
题。”尤生萍说。

这种通用性的创新解决方案为相关生

物催化工艺的开发提供了借鉴和启发。

全新简化工艺，成本降低 47.9%

这项新技术着眼于从产业化的角度进
行设计，将整个工艺流程打通。
“我们在获得实验室数据的同时，也在天

津大学滨海工业研究院生物制造领域产业化
中试基地进行工艺放大开发，这能让企业更信
任我们的技术。”齐崴介绍，该中试基地由课题
组自建，配有多套吨级全自动发酵系统、中试
反应釜和中试产品纯化系统，为相关工艺和产
品的开发提供了必要支撑。

要实现技术的产业化应用，就必须考虑
能耗和成本问题。

传统发酵工艺需要灭菌过程，在 121摄
氏度、一个大气压的条件下进行 20分钟的
灭菌处理，这个过程能耗很大。
“由于我们获得的嗜盐菌在高含量钠盐

环境中快速生长，因此能够同步抑制杂菌的
繁殖，使开发的工艺省去了灭菌过程，能耗
总量降低了 71.2%。另外，实验室阶段的评估
数据显示，由于副产物盐分的高效利用以及
蛋白表达量的大幅提升，发酵产酶的成本降
低了 47.9%。”尤生萍说。
“接下来，我们会继续提升酶的性能，与

企业合作完善全流程工艺，进一步放大生
产，为更大规模的工业制备做好准备。”齐崴
表示。

相 关 论 文 信 息 ：

西南大学

识别出睡眠健康的
脑网络标志物

本报讯（记者温才妃通讯员韩笑）日前，西南大学心理学
部教授雷旭团队基于中国人的人格 -行为 -脑研究项目和
多家医院的共享数据，通过多变量机器学习方法，找到刻画
睡眠健康的脑网络功能连接模式。该工作将个体内在的脑功
能连接和行为特征相结合，识别出睡眠健康的脑网络标志
物。相关成果发表于《自然 -通讯》。

睡眠不足、睡眠质量下降以及睡眠相关疾病的激增已成
为一项全球性的健康挑战。研究团队将基于中国人的人格 -
行为 -脑研究项目的大样本作为探索数据集，采用多变量机
器学习方法，将睡眠健康的多维度和静息态功能连接进行关
联分析，得到刻画睡眠健康的主要脑网络功能连接模式。该
工作的一个创新点是囊括了一系列广义的睡眠健康指标，共
有 36个特征，并进一步将其划分为 7个维度，层层递进以最
终确定睡眠健康的脑网络标志物。

多变量机器学习揭示了一个稳健的将睡眠健康与大脑
功能连接联系起来的脑网络功能连接模式。该连接模式可以
解释脑网络和行为之间近 30%的协变幅度。在 7个维度中，睡
眠的主观满意度具有最大的解释量，说明主观满意度对于睡
眠健康的影响十分关键。该连接模式与皮层下网络尤其是丘
脑的功能连接正相关。从脑网络的角度看，这一连接模式和
默认模式网络 -背侧注意网络的连接正相关，而与感觉运动
网络 -腹侧注意网络的连接负相关。

该脑网络功能连接模式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课题组在
多个外部数据集上对连接模式进行了验证，发现脑网络功能
连接模式还可用于区分失眠患者和健康受试者，正确率都接
近 80%。这一睡眠健康的脑连接组学指标，在睡眠障碍研究
的临床转化中具有极大的应用潜力。

相关论文信息：

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等

揭示热带海洋岛屿具有
不同的生物多样性机制

本报讯（记者朱汉斌）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植物科学
研究中心科研团队联合美国佐治亚理工学院教授蒋林，研究
揭示了不同类型热带海洋岛屿具有不同的生物多样性维持
机制。近日，相关成果发表于《植物多样性》。

在辽阔的中国海域，分布着数千个大大小小的海洋岛
屿。以往由于海岛考察费用高、难度大，人们对我国多数海洋
岛屿生物多样性和生物资源状况的认知几近空白。

该研究选择一些具有代表性的热带海洋岛屿（包括热带
大陆性海岛、热带火山岛和热带珊瑚岛）进行植物多样性考
察，旨在摸清我国热带海洋岛屿植物多样性本底资料并揭示
我国热带海洋岛屿植物群落组成、结构和维持机制。

研究人员在前期研究的基础上选择两组不同类型的海
洋岛屿，包括 16个热带珊瑚岛（西沙群岛）和 21个热带大陆
性海岛（万山群岛），对 589个样方的植物物种多样性数据和
土壤元素进行了分析。

结果表明，虽然两组不同类型的海岛植物物种多样性分
布格局均符合生物地理学经典的“种 -面积关系”理论，即岛
屿面积越大、物种多样性越高，但是两组不同类型的海岛存
在不同的植物物种多样性维持机制。对于热带珊瑚岛而言，
决定群落结构和植物物种多样性的主要因素是土壤养分和
空间距离，土壤铁含量和α多样性正相关；而对于热带大陆
性海岛而言，面积效应最明显、土壤养分的影响次之，土壤氮
含量和α多样性负相关。

论文共同通讯作者、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副研究员涂
铁要表示，总体而言，生境质量对维持热带珊瑚岛的植物物
种多样性尤其重要，而被动取样效应对热带大陆性海岛的植
物物种多样性影响更为显著。

相关论文信息：

安徽理工大学

制备用于柔性传感器的
新型水凝胶材料

本报讯（记者王敏）安徽理工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讲师张晓勇团队通过构建“网状支架”，制备了一种网格密度
原位可调的聚合物网络结构，并证明这种材料可有效限制聚
N-异丙基丙烯酰胺（PNIPAM）水凝胶相变过程中的体积变
化。相关成果近日发表于《材料视野》。

近年来，基于 PNIPAM柔性电子器件的连续温度监测得
到了快速发展，克服了传统刚性材料的缺点。然而，相变引起
的体积变化和黏附性差仍然是限制其应用的主要原因。

该研究中，张晓勇等提出了一种压敏胶 -“网状支架”基
（PSAs-MPT）水凝胶策略，以抑制 PNIPAM水凝胶相变引起
的体积变化，进一步实现原位可调的机械性能和优异的黏合
性能。“网状支架”的可逆网格密度可调节水凝胶分子链的聚
集状态，从而将杨氏模量从 6.7千帕调整为 45.3千帕。由于具
有恒定的体积温度响应性，PSAs-MPT水凝胶在不同的温度
场景下都能进行稳定的温度监测。此外，PSAs-MPT水凝胶
可作为可穿戴的生物运动传感器，高灵敏度监测身体运动。
它还可以组装成一个电子设备，通过摩斯电码传输信息和识
别手语。

审稿人认为，作者提出并实施了“网状支架”策略，成功
合成了一种具有机械性能和网格密度可调的水凝胶材料，实
现了原位可调的机械性能和卓越的黏合性能。该工作不仅在
材料设计和合成方面有所突破，而且通过对 PNIPAM水凝胶
相变过程的研究，证明了这种材料在限制相变过程中体积变
化方面的优越性。这一创新性的构建方法为功能水凝胶的性
能调控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可能性。

相关论文信息：

中国古生物学会
第 31届学术年会在南京开幕

本报讯（记者沈春蕾）11 月 25
日，中国古生物学会第十三次会员代
表大会暨第 31届学术年会在南京开
幕。本次大会由中国古生物学会主
办，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
所（以下简称南京古生物所）承办。

大会围绕“融合国家重大需求
与世界科技前沿：古生物学迈向新
时代”这一主题开展系列学术交
流，会议还选举产生了中国古生物
学会第十三届理事会和第二届监
事会，颁发研究生优秀学术报告
奖，宣布 2022 年度全国地质古生物
科普十大进展，为第三届“我身边
的化石”科普创作大赛颁奖。

会议期间，中国古生物学会与亚
洲古生物协会联合举办了“亚洲古
生物青年论坛”并进行联合野外考

察，吸引来自日本、韩国、蒙古、泰
国、巴基斯坦、黎巴嫩、印度、伊朗、
英国、俄罗斯等国家的古生物学者
与会，以进一步推动中国古生物学
研究与交流的国际化进程。

在大会开幕式上，中国科学院院
士戎嘉余获颁中国古生物学会终身
成就荣誉，这是第九位获此殊荣的古
生物学家。南京古生物所研究员王永
栋、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
研究所（以下简称古脊椎所）研究员
王元青、西北大学教授张志飞获颁第
九届“尹赞勋地层古生物学奖”。南京
古生物所研究员庞科、中国地质大学
（武汉）研究员沈俊、古脊椎所研究员
邢松、首都师范大学教授高太平、沈
阳师范大学教授田宁获颁“第六届青
年古生物学奖”。

11月 23日，首届上海国际商用航空航天产业展览会在上海展览中心举
办，11个国家和地区的 200多家厂商参展。

图为来自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有限公司的 CJ2000发动机仿真模型，该款
发动机是以配装双通道远程宽体客机为目标的大涵道比涡扇发动机。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