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发现

加拿大多伦多病童医院和多伦多大学
科学家联合开发了一种称为机械纳米手
术的治疗肿瘤细胞的新方法， 即使是对侵
袭性、 化疗耐药癌症也有效。 研究成果发
表在最新一期 《科学进展》 杂志上。

胶质母细胞瘤 （GBM） 是最常见和
侵袭性的原发性脑癌。 尽管目前有手术、
放疗、 化疗等多种治疗方案， 但患者的中
位生存时间只有 15 个月左右。

多伦多病童医院资深科学家黄熹博士
和多伦多大学机械工程教授、 机器人研
究所所长孙钰教授提出了一种新的方
法， 用精密磁控制来处理耐化疗药物的
GBM。 黄熹指出， 通过使用纳米技术深
入癌细胞， 机械纳米手术就像 “特洛伊
木马”， 可从内部破坏肿瘤细胞。

磁性碳纳米管 （mCNT） 是一种纳米
材料， 填充有铁， 当被外部磁场激活时会
被磁化。 在新研究中， 研究小组用抗体包
被 mCNT， 该抗体可识别与 GBM 肿瘤细
胞相关的特定蛋白。 一旦注射到肿瘤中，
mCNT 上的抗体会使它们寻找肿瘤细胞并
被它们吸收。 利用旋转磁场机械地移动纳
米管， 可提供机械刺激。 纳米管所施加的
力会破坏细胞结构并导致肿瘤细胞死亡。

黄熹表示， 机械纳米手术也可能在其
他类型的癌症中有进一步的应用。

（人民网 4.14， 文 /张梦然）

被机器完全绞断的手臂 ，
寄养在小腿上再回植。 4 月 11
日 ， 空军军医大学对外发布 ，
成功为一名患者实施 “前臂毁
损断肢异位寄养后全形组合回
植重建术 ”， 实现前臂中段长
达 7 厘米的骨骼 、 神经 、 血
管 、 皮肤等组织的重建再造 ，
突破双臂等长、 功能恢复等技
术难题。

2 月 14 日， 张先生工作中
发生意外， 右前臂卷入正在运
转的搅拌机滚轮， 并被完全绞

断， 右前臂中段大部分的骨骼、
软组织都没有了， 皮肤、 肌肉、
血管、 神经严重损坏， 被紧急送
往医院。

能否在保肢的同时， 最大程
度保留手的功能？ 空军军医大学
西京医院、 九八六医院手外科联
合团队， 经过综合研判后， 创新
提出的 “寄养+回植重建” 全形
组合回植重建保肢方案被一致认
可。 将患者离断的右手先寄养在
其左侧小腿上 ， 待寄养肢体成
活、 创面组织分界清晰、 患者全

身情况恢复良好后， 再进行寄养
肢体全形组合回植重建手术， 将
断臂移植回原位。 寄养肢体成活
后， 移植手术分四步进行， 四个
小组医生接力上阵， 历经 12 个
小时 ， 红润的右手终于顺利接
回， 手术取得成功。

“现在， 神经和肌肉功能重
新连接， 已经可以做前臂旋转，
再过一个月就能恢复手部简单的
抓握功能。” 西京医院骨科丛锐
教授介绍。
（《人民日报》 4.12,文 /龚仕建）

■健康新知

粤北人民医院的手术室内， 接收到
指令的神经外科手术机器人， 摆动机械
臂， 在患者颅顶定好靶点。 粤北人民医
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郭铭根据靶点， 划
线切皮， 拿起电钻打孔。 在双方“零延
迟” 沟通下， 手术团队抽出病人颅内出
血。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的远程手术
指挥中心里， 专家团队紧盯着屏幕。 手
术室两个摄像头的实时画面投射其中，
双方在 5G 信号下， 保持实时沟通……这
场跨越 1700 公里的远程手术， 也是广东
首例 5G 远程神经外科机器人手术。 4 月
12 日， 64 岁的阿婆已能正常说话、 下地
行走， 恢复良好。 叶志强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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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

近日， 2023 年全国卫生健
康系统法治、 基层、 应急和食
品安全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 。
会议明确了 2023 年基层卫生健
康工作要点。

第一， 全面贯彻落实中办、
国办印发的 《关于进一步深化
改革促进乡村医疗卫生体系健
康发展的意见》。 各地要尽快拿
出具体行动方案， 落实 “县级
强、 乡级活、 村级稳、 上下联、
信息通” 系统性要求， 积极推
进乡村医疗卫生高质量发展。

第二， 落实 《卫生健康系
统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卫生与
健康方针若干要求》。 各地要切
实履行建设、 投入、 管理等职
责， 抓紧出台细化措施， 体现
基层为重点的工作方针要求 ，
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 始
终把基层工作抓紧抓实。

第三， 持续发挥 “五级书
记” 抓农村疫情防控的领导和
工作机制， 并以此解决一些农
村和基层卫生健康服务中存在
的薄弱环节和政策机制问题。

第四， 推动紧密型县域医
共体建设由试点阶段转入全面
推进阶段。 以省为单位部署开
展， 今年达到紧密型标准的县

（市、 涉农区） 比例不低于 60%。
第五， 深化乡村一体化管

理。 将乡镇卫生院职责和服务
延伸至村级， 公办村卫生室可
作为乡镇卫生院的派驻机构 ，
加强人员、 药品、 服务、 信息
和绩效等统一管理。 以省为单
位， 今年实现人、 财、 物乡村
一体化管理的村卫生室要达到
1/3 以上。

第六， 加强村医队伍建设。
扩充农村订单定向医学生培养
规模， 实施大学生乡村医生专
项计划， 推动落实村医岗位补
助、 参加社会保险补助和村卫
生室运行补助等政策。

第七， 深入做好老年人等
重点人群健康服务。 持续深化
65 岁以上老年人群的健康服务，
纳入家庭医生日常签约服务机
制， 保持动态全覆盖。

第八， 实现村 （居） 民委
员会公共卫生委员会建设全覆
盖， 健全党建引领和群众参与
的基层卫生健康治理体系。

第九， 进一步加强基层发
热诊室建设和药械、 救护车辆
配备。 按照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诊疗新冠病毒感染物资配备参
考标准， 将抗病毒和对症治疗

药物、 急救车组等配备到位。
第十， 实施 “优质服务基层

行” 和社区医院建设三年行动计
划。 2023 年达到服务能力标准的
机构比例提高到 70%以上， 新增
建设社区医院 500 所左右。

第十一， 积极推进家庭医生
签约服务高质量发展。 以每年提
升 1～3 个百分点的速度持续提高
家庭医生签约率。 各地要在 6 月
底前制订具体实施方案， 推动家
庭医生签约服务尽快实现 “六个
拓展”。

第十二， 优化完善基本公共
卫生服务项目。 中央财政加大基本
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投入， 新增经
费连同基本药物制度补助经费要
重点用于基层， 特别是乡村两级。

第十三， 启动基层医疗卫生
机构绩效评价。 国家制定标准 ，
省级开展评价， 结果统一发布。

第十四， 推动解决村卫生室
医保报销资质， 更好为居民提供
便捷服务。

第十五， 深入推进基层卫生
健康 12 个综合试验区建设。 加强
地方党政领导， 在基层卫生健康
高质量发展上创造新做法、 贡献
新经验。

（《健康报》 4.19， 文 /高艳坤）

全国基层卫生健康工作要点发布

跨越 1700公里的“零延迟”救治，
广东实施首例远程神外机器人手术

被机器完全绞断的手臂 寄养在小腿上再回植

������德国研究人员用干细胞培育出与人
类早期胚胎心脏相似的 “微型心脏”， 可
帮助深入理解心脏发育过程， 寻找治疗
心脏疾病的新方法。

德国慕尼黑理工大学日前发布新闻
公报说， 该校团队培育的这种 “微型心
脏” 直径仅 0.5 毫米， 在电刺激下能像人
类心脏腔室一样收缩。 它是第一种同时
包含心肌细胞和心外膜细胞的类器官 ，
研究人员称其为 “心外膜类器官”。
� 类器官是由干细胞通过分化和自组
织形成的三维细胞结构， 具有人体相应
器官的部分特定功能和构造， 对发育生
物学研究、 疾病建模、 药物筛选等有重
要价值。 位于心脏外层的心外膜细胞在
发育过程中起着决定性作用， 它们能转
化成多种类型的心脏细胞， 对心脏腔室
的形成也很重要。

人类受精卵发育三个星期后， 心脏
开始形成， 人们对这一阶段心脏发育的
了解还很少。 研究团队使用具有较强分
化能力的人类多能干细胞， 用离心机使
约 3.5 万个细胞聚集成球， 然后用调控胚
胎发育的信号分子维甲酸刺激干细胞 。
通过控制维甲酸的剂量和添加时间， 成
功使细胞球发育出类似早期心脏的结构。

研究人员在心外膜类器官中发现了一
种新的心脏祖细胞。 祖细胞是干细胞分化
成特定细胞的中间阶段。 研究人员推断，
人类心脏早期发育阶段也存在这种祖细
胞。 这一新发现有助于弄清为何胚胎心脏
能自我修复， 而成年心脏做不到。

（新华社柏林 4.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