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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 12 日， 岳阳
临湘市妇幼保健院启
动下半年高危妊娠乡
镇巡回免费筛查， 将
优质的妇幼健康服务
送到村民家门口。 图
为临湘市桃林镇中心
卫生院， 孕产妇在接
受免费高危妊娠筛查。

喻天津 摄影报道

高危妊娠筛查
预防出生缺陷

本报讯 （胡锐） 9 月 17 日， 中
南大学湖南校友会一周年、 长沙校
友会十一周年庆典暨 “干细胞与再
生医学国际发展论坛 ” 在长沙举
行。 现场， 湖南省干细胞工程中心
授牌成立 ， 并宣布落户中国 （湖
南） 自由贸易试验区长沙片区。 接
下来 ， 该中心将对标国际国内龙
头， 以干细胞这一国际性战略性前
沿研究领域为突破口， 开展关键技
术研发， 力争成为我国生物医药领
域重要创新平台。

干细胞全球市场
或达 4000亿美元

由于具有基于自我更新及定向
分化的特性， 干细胞被医学界称为

“万能细胞”， 并在心血管疾病、 神
经系统疾病 、 血液病 、 肝病 、 肾
病、 糖尿病、 骨关节疾病等临床治
疗上拥有广阔前景。 我国也历来重
视干细胞领域的研发工作， 设立了
“干细胞及转化研究” 重点专项。

近年来， 患者对干细胞治疗的
接受程度在逐步提高， 干细胞所能
治疗的疾病范围在逐步被揭开， 其
能治疗的疾病目录也在不断增加，
已成为各国政府、 科技和企业界高
度关注的战略竞争领域 。 专家预
测， 干细胞全球潜力市场规模可达
到 4000 亿美元。 目前， 中国在该领
域申请的干细胞专利 （族） 数量达
4535 件， 位居全球第二位， 占全球

专利 （族） 总量的 7.93%。
未来让人人都用得起

干细胞治疗
生物医药产业是湖南省 20 个

工业新兴优势产业链之一。 今年 3
月， 长沙市发改委印发的 《长沙市
生 物 经 济 发 展 三 年 行 动 计 划
（2023~2025 年）》 提出， 到 2025 年
全市生物医药产业规模突破 2000
亿元， 努力把长沙建设成为具有全
国竞争力和国际影响力的生命健康
之城。 “湖南省干细胞工程中心的
成立， 恰逢其时， 意义重大。” 在
当天的授牌仪式上， 湖南省自贸办
专职副主任廖光辉如此表示。

当天， 中国科学院广州生物医

药与健康研究院华南干细胞与再生
医学研究所研究员李志远等 4 位专
家获聘为湖南省干细胞工程中心专
家顾问。 “中心成立后将主要从事
干细胞治疗基础研究， 以及临床转
化。” 李志远介绍， 这将大大提高
湖南干细胞技术水平， 促进湖南干
细胞产业发展， 从而成为拉动湖南
经济的强劲引擎。

业内人士介绍， 相比传统的药
物治疗， 目前， 干细胞治疗的成本
更高， 治疗费用更昂贵。 “希望未
来人人都将用得起干细胞治疗 。”
李志远说， 随着干细胞技术日益成
熟 ， 治疗成本也将会大大下降 ，
“干细胞治理不再是富人的专利。”

湖南省干细胞工程中心落户长沙

本报讯 （记者 梁湘茂 通
讯员 黄勋 任南） 近日， 由全
国医疗机构感染监测网、 全
国医院感染监控管理培训基
地、 国家老年疾病临床医学
研究中心共同发起， 中南大
学湘雅医院医院感染控制中
心牵头制定的 《猴痘医院感
染防控专家共识》 在 《中华
医学杂志 》 2023 年 9 月 103
卷 34 期发表。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医院
感染控制中心黄勋教授和吴

安华教授为共同通讯作者 ，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任南主任
医师、 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
周鹏程副主任医师为共同第
一作者，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曾翠主管护师、 张莹主管护
师等为主要执笔人。

这一专家共识的主要内
容包括猴痘疫情概况、 病原
学特点、 流行病学、 早期识
别与诊断、 医疗机构感染防
控策略及其他措施、 职业暴
露评估及处理等。

据悉， 9月 15日国家卫生
健康委员会发布公告， 自 2023
年 9月 20日起将猴痘纳入乙类
传染病进行管理， 采取乙类传
染病的预防、 控制措施。 本专
家共识发布将有助于医疗机构
落实猴痘 “乙类乙管” 防控措
施， 解决猴痘医院感染防控中
诸多困惑， 以及如何采取相对
标准方案降低医疗机构内猴痘
交叉感染风险， 对保障医疗安
全和患者健康起到很好的指导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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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让人人都用得起干细胞治疗

妙手仁心的光明使者

��������本报讯 （通讯员 赵丽萍 记者 王璐 实习生
冯凯） “感谢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产科， 给予我无限
温暖和安慰， 让我在花甲之年平安诞下孩子， 再次成
为一名母亲”， 这是 62岁何女士对为她孕产期一路保
驾护航的邓文副教授等产科团队说的感谢之语。 何女
士不久前在该院产科剖宫产顺利分娩诞下一名健康女
婴， 再次圆梦成为超人妈妈， 她也是该院产科收治的
最高龄孕产妇。

花甲之年的何女士， 本该退休享受人生的时候，
一场意外， 唯一的孩子离开了她。 在面对失独的现实
时， 何女士与丈夫思虑再三， 坚定地选择再生一个孩
子。 此时何女士已经绝经数年， 只能通过辅助生殖技
术实现这一愿望。 幸运的是， 何女士去年成功再次妊
娠， 当再次感受到生命的跳动时， 何女士夫妻俩喜极
而泣。 当然， 超高龄怀孕， 妊娠合并症和并发症发生
概率大大增加， 何女士夫妻俩严格遵守医嘱， 按时产
检， 但随着何女士肚子渐渐长大， 周围异样的目光以
及闲言碎语让她压力倍增， 休息欠佳， 有先兆流产迹
象， 何女士也因此多次接受保胎治疗。 在第二次保胎
时她的丈夫就对邓文副教授说： “其实， 一直有人不
理解我们， 在外面走路都能感受到别人异样的眼光，
我太太除了来医院其他时间都不愿意出门。 但是， 这
里的医生护士给了我们很多温暖和安慰， 给我们的感
受很自然， 在护理上对我们照顾有加， 平常交流中就
把我们当作一对普通的怀孕夫妻来对待， 真的觉得正
常的眼光对我们是很大的安慰， 感谢有你们。” 在邓
文团队和护理部人员的悉心治疗与照顾下， 经过积极
治疗妊娠期高血压、 妊娠期糖尿病、 胎儿生长受限等
多种并发症， 在 34+2 周之际， 何女士剖宫产下健康
女婴， 术后恢复良好。

无独有偶， 该院产科在今年 8 月再次迎来一名
55 岁的超高龄孕妇李女士并护其平安渡过 “分娩
关”。 李女士的故事与何女士极为相似。 在经历女儿
意外离世后， 李女士始终无法摆脱失女之痛， 最终
与丈夫商议坚定地选择再生一个孩子。 黄健教授团
队在李女士孕 35+2 周时及时发现胎膜早破、 胎儿窘
迫， 随即果断行剖宫产术， 李女士顺利分娩， 术后
第四天康复出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