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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IYAO WEISHENG BAO
专业角度 健康深度

星期六 己亥年九月廿八

要 闻

近日，世界卫生组织发布
《2019年全球结核病报告》。
自2007年以来，结核病一直
位居全球单一传染性疾病死
因之首。

跨省注册医师可自愿选择
参加2017~2018年度定期考核

突出“专”字，这场呼吸病学术会议获赞
本报记者 朱晓娟 通讯员 吕伟华 张晓伟 谢宗阳 陈闪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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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冯金灿 通讯员
庞红卫 杨 森）日前，河南省肿瘤研
究机构——中美（河南）荷美尔肿瘤
研究院承担的河南省重大科技专项

《中美联合的河南省高发肿瘤精准
防治新技术的研究及应用》取得突
破性成果，可有效解决肿瘤患者一
线化疗耐药后的药物选择问题，丰
富了肿瘤精准防治的手段与内涵，
为河南高发肿瘤精准防治提供了更
多理论基础与依据。

河南是肿瘤高发省份，肺癌、胃
癌、食管癌等发病率居前十位的疾
病 占 全 部 恶 性 肿 瘤 发 病 的
82.33%。近年来，随着高通量测序
技术与肿瘤靶向治疗的发展，恶性

肿瘤在基础研究及临床转化方面取
得突破性进步，但恶性肿瘤传统治
疗方法和新治疗手段并没有显著改
善患者预后，比如河南太行山区高
发的食管癌、胃癌等消化系统恶性
肿瘤，临床转化研究的高失败率使
抗肿瘤药物的创新发展十分有限。

为了解决这一难题，中美（河
南）荷美尔肿瘤研究院与美国梅奥
诊所、郑州大学、河南省肿瘤医院等
国内外单位合作，开展了《中美联合
的河南省高发肿瘤精准防治新技术
的研究及应用》，并获得河南省重大
科技专项立项。这项研究旨在通过
PDX模型（人源化肿瘤异种移植模
型）技术、高通量测序技术、质谱技

术、计算机虚拟筛选等技术的联合
应用，寻找河南省高发肿瘤的致癌
靶基因，并在此基础上开展靶向药
物研发等精准防治研究工作。

据中美（河南）荷美尔肿瘤研究
院执行院长刘康栋介绍，PDX模型
是指将手术患者的肿瘤组织切下来
以后，接种在免疫缺陷的小鼠体内，
在小鼠身上成瘤以后进一步传代以
待后续研究。模型建成后，不仅保
留了肿瘤患者的组织型和遗传学特
征，还维持了肿瘤的异质性。PDX
模型技术不仅能在基础研究层面开
展药物筛选研究，还能够指导临床
用药。在目前的恶性肿瘤治疗手段
中，术后化疗和靶向药物治疗存在

很多随机性与盲目性。往往一线药
根据指南使用过之后，二三线药的
选择具有很大的随机性。在这种情
况下，PDX模型的优势就凸显出来，
因为该模型高度还原了患者的瘤
体，国外已开始尝试使用这种模型，
通过药效结果指导临床精准用药。

中美（河南）荷美尔肿瘤研究
院通过该项目已成功构建 3000 余
例包括肺癌、胃癌、食管癌、结直肠
癌、肝癌、乳腺癌在内的河南省高
发肿瘤 PDX 模型，构建了国内样
本量最大的 PDX 模型库，开展了
多项药物筛选、临床前试验等肿瘤
精准防治研究，并与国内多家研究
机构合作，开展以 PDX 模型为基

础的肿瘤精准防治及化学预防研
究。中美（河南）荷美尔肿瘤研究
院也因此产出一系列高质量科研
成果：近 3 年发表 SCI（美国《科学
引文索引》）论文 40 余篇，申请发
明专利 14 项并转化科研成果两
项，其中 PDX 模型的转化预计将
产生1.2亿元的经济效益。

以 PDX 模型为基础的肿瘤精
准防治研究不仅取得了一系列社会
效益及经济效益，还得到了众多同
行的积极评价。美国国家科学院、
微生物学院、艺术与科学学院三院
院士彼得·福格特说：“PDX模型技
术为肿瘤精准防治研究及相关药物
的研发提供了重要基础。”

本报讯（记者常 娟）2017~2018
年度医师定期考核正在进行。根据

《医师执业注册管理办法》，一个执
业医师理论上可以在每个省（自治
区、直辖市）都可以注册一个主要执
业机构。这类人需不需要参加河南
省 2017~2018 年度医师定期考核，又
该如何参加考核呢？10月25日，记者
从河南省医师定期考核办公室获
悉 ，这 类 人 如 果 已 经 参 加 过 省 外
2017~2018 年度医师定期考核并考

核合格的，可自愿选择是否参加本
周期考核。同时，省外 2018 年 12 月
31 日前注册，后来变更迁入河南省
的执业（助理）医师也可自愿选择是
否参加本周期考核。

“这样做，目的在于尽量为医师
提供便利。”河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医政医管处有关人员解释说。

2017~2018 年度医师定期考核
通知特别规定，部分医师（比如上
述 医 师）可 以 根 据 自 己 的 实 际 情

况自愿选择是否参加本周期考核；
同时，各省医师定期考核结果也实
行互认制度，也就是虽然各省定期
考核周期不一致，但只要参加过定
期考核并考核合格，本省即认可。

需要注意的是，医师定期考核
结果互认也有一定的时效性，即跨
省注册的医师参加省外定期考核
也应当是 2017~2018 年度的，如果
是 2015~2016 年度、2016~2017 年度
等的就不行。

本报讯（记者刘 旸 通讯员张
琳琳）集体观摩跨区域大规模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应急演练、集中学习重大
活动卫生应急保障技能、实地了解卫
生应急队伍最新装备……10月23日，
在河南省疾病预防控制系统卫生应
急骨干培训班结业仪式上，学员们纷
纷表示收获满满。

本次由河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委托河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举办
的培训班，采取实战与理论相结合的
授课方式，重点聚焦疾病预防控制卫
生应急领域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处
置、食品安全事故流行病学调查处
置、相关卫生应急队伍装备配备等实
用技能培训。

此次培训班采取匿名问卷调查
的形式，评估培训效果，改善培训流
程。接下来，省卫生健康委将依据问
卷调查结果，合理优化培训计划和方
案，提升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处置
能力。

→新乡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泌尿外科医生张会清正
在思索治疗方案。10月24日上午，该院联合淇县人民医院
在淇县政府广场开展义诊活动。100余位专家为群众送去
健康知识，并义诊1000多人次。 段桂洪 吕江南/摄

“谢谢，谢谢援疆专家！”在电视画
面中，一位维吾尔族老太太不停地竖
起拇指，感谢河南医生带到哈密市伊
州区的技术，感谢他们为当地培养出
的医疗团队。

这是新疆哈密市伊州区电视台的
一次专访。通过专访，来自郑州人民
医院普外三科的援疆医生赵海松成了
伊州区人民医院的“名人”，由他引入
哈密市的腹腔镜下腹股沟疝无张力修
补术也被更多的医生、患者熟知。

赵海松去年 9 月到伊州区人民医
院工作，今年年初就在当地完成了两
例难度较大的腹壁切口疝修补术。

其中一位患者是70多岁的维吾尔
族老太太。这位老太太身高 1.5 米，患
病时体重达 80 千克。辗转于多家医
院，她被要求先大幅减轻体重再进行
手术。这对于一位70多岁的老人来说
难度很大。

“ 这 位 老 大 娘 经 人 介 绍 找 到 了
我。我询问她的病史后，告诉她和家
人‘不用减肥就能手术’。他们当时非
常激动，我至今记忆犹新。”赵海松回
忆道，在伊州区人民医院外科及手术
室同事的共同努力下，患者手术顺利，
不久就康复出院了。

出院时，这位老太太用不太标准的
普通话说：“谢谢，谢谢援疆专家！”于
是，就出现了文章开头的一幕。

“腹腔镜下各种疝修补术是目前
比较先进的手术方式，可为患者减少
痛苦，大大降低疝复发率。”赵海松说，
伊州区人民医院相关科室负责人和院
领导商讨后，同意在院内开展腔镜下
无张力疝修补术。随后，赵海松又从
郑州人民医院带来必要的医疗器械，
逐渐开展了腹壁各种疝的微创治疗。

援疆一年多来，赵海松已经完成
腹腔镜下成年人腹股沟疝修补术 76
例、小儿腹股沟疝腹腔镜下高位结扎
术 22 例、腹腔镜下腹壁疝（包括切口
疝、白线疝和脐疝）11例，无一例出现并发症，无一例复
发。

擅长腹腔镜技术的赵海松一来到哈密就发挥优
势，用腹腔镜下腹外疝无张力修补术填补了哈密医疗
空白。现在，他不仅在伊州区推广、带教腹腔镜下腹外
疝无张力修补术，还在哈密区域内多家医院进行手术
示范和带教。

“传、帮、带是医疗援疆的基本任务，我也决心把这
项技术留给哈密人民，为当地居民服务。”赵海松说，伊
州区人民医院的维吾尔族医生毛拉已经成了他的“学
生”。

“每次手术，毛拉都争取上，虚心请教每一个手术
步骤、每一个操作动作。现在，他已经能够独立完成腹
腔镜腹股沟疝修补术了。”赵海松说，“作为一名外科医
生，能够将自己擅长的技术留在哈密，为当地群众解除
痛苦，我感到特别荣幸。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我将继
续为伊州区人民医院开展腔镜下甲状腺手术、腹腔镜
下胆总管切开取石手术、腹腔镜下胃肠道手术等新的
诊疗技术。”

中医药文化是中华民族优秀传
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力弘扬
中医药文化直接关系到健康中国建
设。加强基层中医馆建设是弘扬中
医药文化、全方位全周期保障人民健
康的有力抓手。近日，从河南基层医
疗卫生机构中医诊疗区（中医馆）健
康信息平台暨中医馆建设培训班上
传来消息，目前全省已建成1740个
中医馆，覆盖64.88%的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和67.43%的乡镇卫生院。

这则消息令人振奋，因为有了干
事创业的机制、场地，也就有了强化
中医药工作的载体，也就能凝聚人才
务实创新，杏林繁茂，岐黄昌盛，必定
指日可待。然而，在现实中，很多基

层医疗卫生机构只是强调要发挥中
医馆的诊治疾病与预防疾病作用，而
忽视了固化其弘扬中医药文化的功
能。笔者认为，在把基层中医馆打造
成中医药特色诊疗基地的同时，还要
将其打造成大众中医药素养提升科
普基地、中小学生中医药文化宣传教
育基地、辖区中医药人文历史展示传
承基地，用好中医馆的文化传播功
能，进一步促进全省中医药事业持续
健康发展。

具体而言，要提高疗效，精准传
播，向群众普及中医药知识。疗效
最具说服力。中医馆医师首先要提
高中医药的使用率，提高临床疗效，
让群众真正看到中医药的作用。在

此基础上，要借助展板、宣传册、微
信公众号等，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向
大众传播中医药治病防病基本理论
等；要结合临床病例或者中医药传
说、故事，定期分专题举办科普知识
讲座，传授运用中医药预防疾病的
方式方法；要深入乡村开展中医药
义诊活动，切实运用中医药为群众
健康保驾护航，把中医馆打造成大
众中医药素养提升科普基地。

要创新形式，注重实践，向中小
学生宣传中医药文化。孩子是祖国
的未来。中医馆要加强与辖区中小
学的交流合作，把中医药文化带进
课堂。要采用文字、图片、影像等生
动活泼趣味性强的形式，把中医药

大医精诚、悬壶济世等文化理念展
现出来，引导人们了解中医药，热爱
中医药；要选用或者编辑有关中医
药知识读本，传播中医药发展历史
脉络、中医药基本理论、重要中医药
典籍观点、中药材炮制、煎药等知
识；要开展中药材辨识实践活动，让
人们感受真实中药材的性味、形状、
功效等，使中医馆成为中医药文化
宣传教育基地。

要丰富内涵，凝练特色，集中展
示传承辖区中医药人文历史。运用
是最好的传承。河南是全国的中医
药大省，各地中医药文化底蕴深厚。
中医馆要善于挖掘、整理、总结当地
中医药发展脉络，根据地域特色，收

集当地与中医药文化相关的名医故
事、道地药材、著作典籍、非物质文化
遗产等，以不同的形式集中展现，为
人们认识中医药、了解中医药、支持
中医药、热爱中医药、发展中医药提
供有效载体，把中医馆打造成辖区中
医药人文历史展示传承基地。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医药是
中华文明瑰宝，是五千年文明的结
晶，在全民健康中应该更好发挥作
用。当前，中医药发展正处于“天
时、地利、人和”的大好时机，河南省
正从中医药大省向中医药强省迈
进，有效激发强化中医馆的文化传
播功能，必将更好地推动全省中医
药事业发展。

“近年来，间质性肺疾病从原
来的罕见病逐渐成为越来越常见
的疾病，它有400多种疾病分型，
每种疾病的病因、临床特征以及
治疗都不相同，这就导致临床对
这类疾病的诊断、鉴别和治疗存
在一些疑问，因此大家对这类疾
病的关注度非常高。”10月19日，
河南省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主任
委员、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大
内科党总支书记兼呼吸与危重科
一科主任张国俊说，这是此次专
门为“2019 年河南省医学会呼吸

病学学术年会”设置间质性肺疾
病专场的重要原因，也是今年会
议的一个创新。

当天，由河南省医学会主办
的“2019 年河南省医学会呼吸病
学学术年会”在郑州召开，为来自
省内外的各级医疗机构呼吸科临
床医生、护士、实验室人员等600
位同道搭建了一个良好的学习和
交流平台，旨在提高河南省呼吸
疾病诊断和防治能力。

会议期间，1个主会场与3个
分会场同步进行，特邀中华医学

会呼吸病学分会主任委员陈荣
昌，中日友好医院肺移植科主任、
胸外科主任陈静瑜等国内权威呼
吸病学专家，郑州大学第一附属
医院副院长赵松、河南省人民医
院呼吸内科主任张晓菊等河南知
名呼吸病学专家。在两天内，专
家们围绕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哮
喘、肺部感染、肺癌、肺血管疾病、
呼吸衰竭、介入呼吸病学、肺结
核、肺康复等，共开展 40 余场学
术讲座，为与会者介绍实践经验
和研究成果，总结呼吸病诊断及

其防治新进展、新经验。
此次会议内容丰富，干货满

满，获得了参会人员好评。与此
同时，间质性肺疾病、感染性疾
病、肿瘤性疾病 3 个专场座无虚
席，有些参会者站着听完了全场
讲座，大家非常珍惜此次学习机
会。

作为间质性肺疾病分会场主
持人，张晓菊说，间质性肺疾病分
会场举办得非常成功，在为参会
者解疑释惑的同时，也带来了前
沿技术和知识；针对这一类疾病，

下一步需要找出它的基因遗传因
素和外界易感因素，更需要有一
些新的药物特别是治疗靶点的药
物用于临床，为临床医生提供更
多的治疗手段。

除了开展学术讲座外，专家
们还针对当前行业热点在会上呼
吁同道。其中，陈荣昌针对肺部
内外科的融合提出：“过去肺外科
手术与现在的完全不是一个概
念，肺内科的医生还是要懂一些
肺外科新技术、新进展，这对提升
临床诊治能力和水平很有帮助。”

“河南地处中原、交通便利，
人口多、病例也多，有很好的条件
可以把肺移植科做起来。”陈静瑜
说，在实体脏器移植中，肺移植技
术复杂、难度大，高难度的手术更
需要规范的技术，其中一条就是
要注重多学科队伍、体系与能力
建设。

据了解，我国40岁及以上人
群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发病率为
13.6%，总发病人数近 1 亿人，我
国哮喘患者超过3000万人，呼吸
病的发病率呈明显上升趋势，给

所有的呼吸病学工作者提出了严
峻 挑 战 。 在《健 康 中 国 行 动
（2019~2030 年）》中，慢性呼吸系
统疾病作为一项防治行动被单列
出来，这是国家层面提出的一个
战略措施。因此，河南省医学会
及时开展相关疾病的学术交流、
专业人员培训，普及医学科学知
识，加强临床研究。

为了各分会开展好下一步的
工作，10月18日下午专门召开了

“河南省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全
体委员及青年委员工作会议”。

河南构建国内最大PDX模型库
为肿瘤精准防治提供理论基础

中医馆文化传播功能有待加强
□卜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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