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6版 22001166 年年 99 月月 99 日日 星星期期五五 新新华华每每日日电电讯讯生生命命力力 健康
专刊

新 华 社 上 海 新 媒 体
专 电 ( 记 者 龚 雯 )记者近
日获悉，一项有关上海安
翰医疗技术有限公司自
主创新研发且商业化的
磁 控 胶 囊 内 镜 机 器 人研
究成果，被收录在国际权
威学术杂志《临床胃肠肝
病 学 》( C l i n i c a l
G a s t r o e n t e r o l o g y a n d
H e p a t o l o g y ) 2 0 1 6 年 9
月刊中。该杂志十多年来
首次将中国的学术论文作
为其封面文章，体现了国
际消化界对这一中国自主
研发产品的高度认可。

这 篇 名 为《 磁 控 胶
囊胃镜与电子胃镜诊断
胃疾病 的 准 确 性 比 较 》
的论文由第二军医大学
附属长 海 医 院 、北 京 军
区 总 医 院 、上 海 交 通 大
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
等 7 家医 院 共 同 参 与 。
结 论 显示，安 翰 磁 控 胶
囊 内 镜 对 整 个 胃 部 进 行
胃 部 局 灶 性 病 变 检 查 的
敏 感 度 9 0 . 4 % ，诊 断 准
确 率 9 3 . 4 % 。考虑到安
翰 磁 控 胶 囊 内 镜 无 痛 、
更 易 被 患 者 接受，临 床
上 对 于 胃疾病检查 ，比
如 胃 癌 筛 查 ，有 高 敏 感
度 和 高 特 异 度 ，不失为
常规筛查的好方法。

据 介 绍 ，胃 部疾病
虽然是最常见的消化道
疾病 ，但 胃 癌 已 成 为 我
国 常见癌 症 死 亡 病 因 ，
而“早诊断”对于提高治
愈率具有至关重要的作
用。临床数据表明，早期
胃癌的术后 5 年存活率
可达 9 5 % 以上，几乎都
能 痊 愈 ，而 如 果是中 晚
期发现，术后 5 年存活率不到 2 0 % 。

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消化科主任
李兆申说：“不少人知道自己有胃病也不愿意
做检查，很大一个因素在于传统胃镜的不适让
人害怕、排斥，从而给健康埋下隐患，错过早期
诊断的最佳时机。”他表示，借 助 医 疗 机 器 人 ，

或将帮助人们破除“畏镜”，守护更多健康。
虽然传统胃镜是诊断胃疾病的“金标准”，

但在上述论文研究的 3 5 0 名 (平均年龄 4 6 . 6
岁 )患有上腹部疾病的患者中，有 1 1 例局灶性
病变被安翰磁控胶囊内镜检查到，而传统胃镜
漏检了。另外，由于磁控胶囊内镜不需要插管
或麻醉，超 9 5 % 的患者更偏向将此作为首次
检查方法。

上海安翰医疗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吉朋
松表示，目前公司在研产品 1 2 款，除了胃镜
检查 ，还 从 胃 部 扩 展 至 全 消 化 道 。随 着技术
的不断提升，未 来 胶 囊 机 器 人 将 更 自 动 化，造
福更多远距离的患者。据悉，英国、德国正在积
极采购这一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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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研究的积累已为“下一个”乃至“下一批”成果“井喷式出现”奠定基础

药学家热议如何找到下一个“青蒿素”

美抗癌“登月”计划

提出十大重点领域

不 少 人 知 道
自 己 有 胃 病 也
不愿意做检查 ，
很 大 一 个 因 素
在 于 传 统 胃 镜
的 不 适 让 人 害
怕 、排 斥 ，从 而
给 健 康 埋 下 隐
患 ，错过早期诊
断的最佳时机 ，
一 种 胶 囊 机 器
人 或 能 改 变 这
种窘境

新华社广州电（记者肖思思、王攀、陈宇轩）上
世纪 70年代初，以屠呦呦为代表的中国科学家历
经曲折，从传统中药青蒿中发掘出青蒿素。在浩
如烟海的中医药宝库中，谁会是下一个“青蒿素”？

6 日闭幕的第三届中医科学大会上，四位
诺贝尔奖获得者、十位两院院士等“大咖”云集
广东省惠州市罗浮山，纵论中医药现代化和国
际化进程。在医药专家看来，对于中医药研究的
持续发力与雄厚积淀，已经为“下一个”乃至“下
一批”类似青蒿素这样的中医药成果“井喷式出
现”奠定了坚实基础。

中医药衍生科技成果斐然

屠呦呦团队成员、中国中医科学院青蒿素
研究中心研究员廖福龙认为，青蒿素的发现启
示我们，中医药的原创思路与现代科技结合可
以产生原创性成果，这是中医药现代化的途径
之一。

据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中医科学院院长
张伯礼介绍，我国已经建成了一批高水平的中
药研究平台，突破了系列关键技术。如中药药效
物质研究技术平台、中药药代动力学研究平台、
中药安全性研究平台、组分中药研究平台、中药
(网络)药理学研究平台、中药临床评价平台等
均取得了标志性研究成果，成为阐释中药药效
物质基础及作用机制，揭示中医药科学内涵、制
定标准规范的技术保障。

中药新药研究迎来井喷。过去 20 年间，中
国学者每年发表的中医药相关科学引文索引
SCI 论文数量增长了数十倍，达到了 3000 多
篇，近年来在《重大新药创制》国家重大专项支
持下取得的一批重要进展，例如，源自淫羊藿活
性成分的抗癌药物、源自仙茅活性成分的抗抑
郁药物、源自海洋植物新型寡糖的抗 AD 症药
物等，突出展现了中药新药研究的巨大潜力，也
显示出多学科交叉研究的重要作用。

中药产业发展迅速。张伯礼介绍，年销售额
过亿元的中药大品种突破 500 个。一批中成药
启动国际注册研究，有 5 个中成药完成了美国
FDA 二期临床研究，2 个中成药完成了欧盟注
册。2015 年中药工业总支出达到 7867 亿元，约
占医药工业总产值的 1/3，较 20 年前增长了
30 余倍。中药大健康产业达到 1 . 5 万亿元规
模。

世界药学者，会“百草”觅“良方”

中国生药学泰斗赵燏黄曾预言，“一部《本
草纲目》中所记载的药物，不知含有多少没有发

现的化学成分，随着今后科学的进步，可以预
见，一部《本草纲目》将会成为世界药学者的实
验场。”

与会多位院士、诺奖获得者谈到中医药未
来的发展方向：

——— 中医药迎来新的“精准”革命。诺奖获
得者、以色列理工学院医学院癌症与血管生物
学研究中心阿龙·切哈诺沃说：“疾病治疗方面
‘一刀切’的时代正在结束，患者的治疗方案应该
根据患者的分子谱/突变信息量身定制。”

而中医药学整体观念、以人为本、辨证论治
等基本理念和诊疗模式和“精准医学”理念在许
多方面高度契合，“同病异治、因人而异等个性
化治疗追求，非常鲜明地表现了精准治疗的要
求”。中国科学院院士陈凯先说，但中医药学比
较强调整体证候，而在客观证据和精细化、量化
上有所欠缺，要在弘扬自身精准医学研究的特
色和优势的前提下，努力探索在当代条件下传
承和发展中医药精准医学和个性化治疗的思
路、技术和方法，不断丰富中医药精准治疗的实
践模式。

——— 在传染病、代谢性疾病、癌症、精神心
理疾病等领域，攻克疾病大门的钥匙可从中医
药宝库中发掘。

中药提取物治疗代谢性疾病是时下表现突
出的热点。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医师协会内分
泌代谢科医师分会会长宁光介绍，小檗碱是中

药黄连的主要成分，俗称黄连素。临床上主要
用于治疗急慢性肠炎引起的腹泻。近年来，越
来越多的研究结果表明小檗碱可以用于治疗
糖尿病、高血脂、高血压、脂肪肝等代谢性疾
病。

在癌症治疗方面，中医药宝库正提供新
的思路。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二级研究员、
膜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肿瘤分子机理与靶
向疗法研究组组长周光飚发现，雷公藤红素
可对抗肺癌，清热解毒中药成分冬凌草甲素、
雷公藤甲素、细锥香茶菜乙素等可以发挥抗
白血病作用。

——— 用现代科技手段，攻克解决制约中
医药现代化和国际化的“有效成分明确、作用
机理清晰、药效稳定”难题。

张伯礼、陈凯先等院士谈到，目前中医药
现代化和国际化最大的考验在于做到有效成
分明确、作用机理清晰、中药材质量稳定。要
把当代最新科学技术、手段、方法、设备融入
中药研究、生产、应用中，推动中医药现代化、
国际化进程。

哪些领域能出现下一个“青蒿素”

中医药是我国具有原创优势的科技领
域，大力开展中医药科技创新研究，可能产生
原创性、引领型、有重要国际影响的重大科技

成果。廖福龙、陈凯先等业内专家认为，青蒿
素抗疟药、三氧化二砷治疗白血病等重大成
果已经证实中医药科技创新的前景。

谁会是下一个“青蒿素”？受访的院士、专
家认为，其结果往往和青蒿素本身一样出乎
意料。尽管如此，下一个“青蒿素”最有可能在
以下几个方面产生：

第一个可能，是中药里面所蕴含的有效
成分在传染病防控或非传染性慢性病中发挥
重大作用。在传染病领域，例如在埃博拉疫情
防控中，德国科学家从汉方中找到的成果，展
示了一个应用前景。在慢性病的治疗上，包括
备受关注的黄连素，过去它是一个治疗肠炎
的药物，但是现在发现它对调节糖脂代谢具
有重要意义，价格也具有优势。

第二个可能是中药复方。中药的复方
组成非常奥妙，药效互补或者增强，作用在
不同的靶点和通路上，实现综合作用。而现
在很多疾病都是复杂疾病，都不是单一靶
点解决的。多位受访者提到，中药复方对疑
难杂症有很大前景，是可能产生新的奇迹
的一个方面。

第三个可能是中医特别的诊疗方法。比
如，针刺麻醉。针刺麻醉可以做到开颅病人脑
部打开了但是人还清醒，和针灸结合，麻药减
少用量 70%，脏器损伤降低。这在脑部、心脏
的手术方面积累了很多成功例子。

治疗疑难杂症，“慢郎中”有望成为“急先锋”

 2015 年 12 月 7 日，在瑞典首都斯德
哥尔摩卡罗琳医学院，中国科学家屠呦
呦发表演讲。

新华社资料照片

▲ 2015 年 10 月 6 日，肯尼亚
内罗毕，一名女性展示一片由
中国企业生产、含有青蒿素成
分的抗疟药物。

新华社资料照片

本报记者岳冉冉

在这个县，每所中小学每周要上一节中
医药课；70% 的村民家都种有常用中草药；
村民大多能辨识 10 种以上中药植物；县里发
放的《中药保健手册》和《中药识别挂图》每户
一套；每个村卫生室都种有 5 0 种以上草
药……这个倡导中医药为群众健康保驾护航
的正是国家级贫困县——— 云南省昭通市绥江
县。

绥江县有建档立卡贫困户 1 0 6 7 1 户
4 0 7 3 6 人，贫困户中患病人数 6 8 2 0 人，直
接造成 4980 户因病致贫、因病返贫。2014
年 1 1 月以来，绥江县以健康扶贫为抓手，
围绕“能识会用 、小病自治”的目标，大力推
行中医入户，构建起“中医为主 、预防为先”

的农村医疗卫生保健体系，发挥出中医药
“简、便、廉、验”的优势。

中医药知识成为中小学生必修课

在绥江县的 46 所中小学，中医药知识
被写进了预防保健的地方教材，成为孩子
们的必修课程。

“药王孙思邈自创的‘十大养生法’是什
么？何谓‘食医’？常见中草药中化痰止咳类
有哪几种？四季中的中药保健应用有哪些？
感冒、近视、龋齿、沙眼、肥胖、腮腺炎、营养
不良等七种学生常见病怎样运用中医药预
防保健？”这是初中阶段健康教育课的考试
内容。

在中城镇农业小学校内，有一个占地
0 . 2 亩，种植了 40 余种常见中草药的“草药
园”，这个园子不仅方便了老师教授“我们
身边的中草药”一课，还为孩子们提供了一

个课后观察植物的好去处。
“县里的中小学几乎都有这样的草药

园。”绥江县预防保健体系建设领导小组综
合办主任许兴鸿说，“每到春季，各学校还
会根据实际情况，选用金银花、节节寒、紫
苏、生姜等熬煮‘大锅药’给孩子们服用，以
达到解表散寒、预防感冒的作用。”

2015 以来，绥江县开始开展“预防保健
进校园”活动，目的是让广大青少年系统认
识和了解中医这项传统文化，使他们能掌
握一定的中医药知识，强身健体。

教百姓认识中药，未病先防

绥江县委书记杨淞介绍，绥江县自然条
件恶劣，边远偏僻，交通不便，加上农民缺乏
预防疾病常识，使农民患病率高。看病难、看
病贵更是导致“因贫致病、因病返贫”现象突
出。

云南省卫计委副主任、中医药管理局
局长郑进举例说，云南大部分山区边远缺
水，妇女因无法重视个人卫生，很容易引起
尿路感染，这个病通过中医药治疗很快能
康复，但在山区，人们往往把小病拖成大
病，大病拖成重病，一个尿路感染最终将导
致肾盂肾炎，到了肾衰就必须透析，而一次
透析费几百元，一周做一次，很快一户人家
就被拖成贫困户了。

杨淞用三句话道出了山区群众的看病
现状———“难在山高路远，贵在小病大治，
愁在有病不治。”杨淞解释说：“过去，群众
有个感冒发烧、头疼脑热，要么硬挺，要么
到村卫生室开药，病情稍重就要到镇上、县
上输液打针，看一次病少说也要一百元，有
病看不起、出行不方便，成为患者最大困

扰。”
“中医望 、闻 、问 、切诊断简单 ，诊疗

费用低 ，对许多常见病和多发病疗效突
出，副作用小，治疗过程患者病痛少，不
会有忌医心理。无论从经济角度、便捷程
度还是治疗心理，中医都更适合农村现
状。”郑进说。

在这样的背景下，鉴于中医药“简、
便、廉、验”的特点和绥江丰富的中草药资
源，2014 年绥江县开始了以中医药为特
色的农村医疗卫生保健体系建设。“我们
就是要让老百姓认识中药、识别中药，小
病自治、有病早知、未病早防。”杨淞说。

绥江县首先从减少农村患者医疗支
出抓起，将中药报销比例从 6 0% 提高到
95% ，中医诊疗费从 6 元提高到 9 元，中
医 理 疗 费 用 报 销 比 例 从 5 0 % 提 高 到
70%。

根据“未病先防”和“既病防变”的理
念，县里将 52 种常见、常用中草药的形态
特征、功能功效编印成《常用中草药识别挂
图》，将 26 种常见疾病的中医治疗验方、中
医养生处方编印成《中医保健手册》发放到
群众中，做到户户挂图识别、凭册应用。中
城镇农业村 19 组村民杨治辉，原来只认识
几种中草药，通过培训和县里发放的挂图
和手册，现已认识上百种中草药。

按照“不掉一户、不漏一人”的要求，
绥江县开展了全民体检，摸清了全县常住
人口的健康家底。结果显示，高血压、糖
尿病、肺气肿、结石是该县的高发病，针
对这些致贫的“病因”，县里集合乡村医生
和县中医专家研讨出了各个病种的中药
配方，发放到群众手中，“这些高发易发病
都是慢性病，所以我们还指导农户精准种

植中草药，让他们能以最方便、最省钱的
方式治病、防病。”许兴鸿说。

小病自治，看病不再贵和难

南岸镇团结村铜厂沟片区，是绥江县
典型的少数民族聚居地，由于地处偏远山
区，交通极为不便，村民看病得走 5 小时山
路才能到达最近的村卫生室，坐车来回车费
要 160 元。群众往往是“小病捱，大病拖，临
终才往医院送”。

针对“山高路远看病难”这块硬骨头，
县委决定，只要离村卫生室 5 公里以上，
人口在 8 0 0 人或 2 0 0 户以上的地方，新
设立“片区卫生室”；在没有“片区卫生室”
覆盖的区域设立“中医咨询点”；每个村小
组重点培训 1 名中医骨干；发展 1 到 2 户
示范户，带领群众种药、认药、用药；各组
将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户定为“中草药种
植户”，种植伤风感冒类常见病用药、季节
易发病预防用药、养生用药和所患病中医
防治处方用药 20 种以上。

铜厂沟片区中医带头人熊国书家里栽
种了几十种中草药，他说：“在我们片区治
小病小痛已经没有问题，就连黄疸性肝炎，

只要用一把‘猪鬃根’(当地草药名 )就能退
黄。”

如今，村民用药有中医预防保健员、
乡村医生、中医骨干、示范户指导，基本
上都能就近用药 、就近就医 、小病自治 ，

不仅看病不再难 、不再贵 ，因病致贫 、返
贫问题也得到有效改善。

杨淞说，中医药已为绥江群众守护住
了健康，他认为，下一步发展其产业还有
可能助力群众走上脱贫之路。

无论从经济角度、便捷程度还是治疗心理，中医都更适合山区边远农村现状

一个贫困县靠中医实现了看病不贵不难

急性白血病、心血管疾病、癌症……中医在
疑难杂症领域的治疗不断取得突破。正在举
行的第三届中医科学大会上，一些专家学者
就中医药现代化和国际化问题展开深入讨
论，中医药治疗疑难杂症成为关注焦点。

在不少人眼中，中医被形容为“慢郎中”，中
医药几乎就和保健养生、治慢病画上了等号。中
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中医科学院院长张伯礼说，
这是对中医药的误解，“从流感到肿瘤，从冠心病
到急中风，中医药不仅在慢性病、老年病、退行性疾
病上有着明确疗效，在干预和治疗重大疾病上同样
成效显著。”

治未病、治重大疾病，也实现疾病康复———

今年 2 月国务院印发的《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
纲要(2016 — 203 0 年 )》明确提出 ，到 2 0 3 0
年 ，中医药健康服务能力显著增强 ，“在治
未病中的主导作用 、在重大疾病治疗中的
协同作用 、在疾病康复中的核心作用得到
充分发挥。”

来自大会的信息显示 ，中医药已在急
性白血病的治疗上取得重大突破 。中国科
学院院士 、上海血液学研究所名誉所长陈
竺说 ，目前运用全反式维甲酸治疗急性早
幼粒细胞白血病 ( APL )就是根据中医“扶
正祛邪”理论而来的治疗方法 。“这一受中
医复方启发的创新性联合疗法可使 90% 的

APL 病人获得治愈 ，没有明显的长期毒
性作用。”

心脑血管疾病的难题同样有望被中
医药攻克。中国工程院院士 、络病研究与
创新中药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吴以岭表
示，以中医脉络学说为基础的中医药组方
可以干预和治疗缺血性心脑血管病 、心律
失常 、慢性心衰等血管病变。目前吴以岭
课题组已经研制出治疗缺血性心脑血管
病 、心律失常 、慢性心衰的一系列创新专
利中药。

此外，肿瘤等重大疾病的治疗也已经
陆续在中医药领域找到“良方”。2008 年

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 、德国科学
家哈拉尔德·楚尔·豪森说：“中药在世界
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像青蒿素一样有效的
药物不断地从中药里被提取出来，在癌症治
疗领域，中药将发挥更大的作用。”

在中医药探索治疗重大疾病、走向现代化
和国际化的过程中，中西医结合是一个绕不开
的选项。中国工程院院士、全军肾脏病研究所
所长陈香美说，中西医结合就是要将中医整体
观念和辨证论治的特色与现代医学对疾病本
质的深入了解结合起来，在循证医学研究的基
础上为中西医结合医学的优势提供科学证据。

（记者王攀、肖思思、陈宇轩）新华社广州电

新华社华盛顿电 (记者林小春 )美国抗癌“登
月”计划又向前迈出一步。由美国癌症专家组成的
“蓝丝带顾问咨询委员会”7 日建议，应在免疫疗
法 、数据共享和建立患者网络等十大领域重点投
资，从而达到加快癌症研究的目的。

“蓝丝带顾问咨询委员会”7 日向美国国家癌
症咨询委员会提交了建议报告，后者略作修改予
以接受，接下来将提交由副总统拜登领衔的抗癌
登月特别小组。

这份报告首先建议，应建立全国性的患者网
络，允许患者提交肿瘤样本进行基因组检测，并与
研究人员分享他们的检测与临床治疗数据。癌症
患者也可在网络中预先登记，表明自己有兴趣参
与临床试验。目前，美国癌症临床试验主要在大型
医疗中心进行，只有 5% 的患者参与其中。

利用患者自身免疫细胞进行治疗的免疫疗
法，是当前癌症治疗研究的热点之一。该报告的第
二个建议是，建立一个专门的癌症免疫疗法临床
试验网络，加强对这种疗法进行研究。

该报告还建议，加强癌症抗药性研究；建立癌
症数据共享系统；加强对儿童癌症致病因素的研
究；减少癌症及其治疗的副作用；加强癌症预防和
早期检测；对患者标本进行追溯分析，从而更好地
预测标准疗法的治疗结果；建立人体肿瘤动态化
三维图像；开发确定肿瘤性质与测试治疗效果的
新工具。

今年 1 月，美国总统奥巴马宣布发起一项寻
找癌症疗法的大型计划，用“登月计划”作比来说
明其重要性，后来又设立以副总统拜登为首的“白
宫抗癌登月计划特别小组”，目标是让抗癌研究的
进展速度翻一番，在 5 年内取得原本可能要 10 年
取得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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