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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分子细胞科学卓
越创新中心研究员周斌，带领张
少华、赵欢等研究组成员，开发
了一种独特的遗传操作技术——
邻近细胞遗传学技术。研究组利
用该技术，以小鼠为研究模型，
揭示了生物体内细胞也会“搬
家”，并且自身功能会随着新的

“邻居”和生活环境不同而改
变。相关研究成果2日发表于国
际学术期刊《科学》。

“这就好比我们熟悉的‘孟
母三迁’故事，每搬一次家，孩
子就会受到周围同伴和环境的不
同影响。细胞也是如此。”周斌
说，“生物体内的细胞不仅会

‘搬家’，而且每搬一次家，细胞
在形态结构和生理功能等方面都
会表现出不同特征，甚至它们的
命运也会因环境而变化。”

肿瘤在发生过程中，肿瘤细

胞会“招募”周围组织中的血管迁
移至肿瘤。利用邻近细胞遗传学技
术，研究组直观地展现了不同阶段
肿瘤细胞和血管内皮细胞间的动态
相互作用；并通过长时程追踪，首
次发现肿瘤血管内皮细胞会迁移到
肿瘤外包膜。

“如何在复杂的体内环境中，
精准直观地揭示细胞间相互作用，
一直是各国生命科学家致力于解决
的技术难题。”周斌说，“10 年
来，我们先后培育了50多个小鼠
品系，才能在多种组织中，实现对
相邻细胞的精准定位和永久示踪。”

业内专家认为，这一新技术突
破了传统示踪技术的局限，实现了
邻近细胞的遗传操作，为发育生物
学、干细胞生物学、免疫学和肿瘤
学等众多领域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
思路和技术支撑，具有广阔应用前
景。 （张建松 丁汀）

细胞也会“孟母三迁”

本报讯（记者 李宁馨）以
“安全用药 同心同行”为主题
的天津市 2022 年“安全用药
月”活动近日启动。启动仪式由
天津市药监局联合市公安局、市
卫生健康委、市医保局共同举
办，活动旨在通过社会各界共同
参与，促进药品安全领域交流，
提升公众药品安全科学素养，营
造安全用药的浓厚氛围。

据了解，“安全用药月”是
天津药品安全领域重要的品牌宣
传活动，为普及药品安全知识、
推进社会共治发挥了重要作用。
启动仪式上，天津药品监管领域

丰硕成果展在线上发布，用引领、
传承、赓续、夯基、求索、厉兵、
演阵、利剑、战役、为民十个板块
全面展示药品监管领域的丰硕
成果。

据介绍，在“安全用药月”期
间，天津全市各级药品监管部门将
组织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包括天
津用药安全论坛、药品安全网络知
识竞赛、“中国药师周”科普活
动、“互联网+医药”服务及供应
保障能力研讨、药品安全“进乡
村”等系列活动，为社会公众提供
权威、精准、科学的安全用药科普
服务。

天津市“安全用药月”活动启动

《柳叶刀·公共卫生》杂志
近日发表的一项基于中国人群的
大规模研究显示，吸烟会增加
56种疾病发生和22种疾病的死
亡风险。此项由牛津大学、北京
大学和中国医学科学院合作开展
的研究表明，除非永久戒烟，大
约半数从18岁之前开始吸烟的
年轻男性会死于吸烟。

研究团队利用《中国慢性病
前瞻性研究》的数据，系统地分
析了吸烟与470多种疾病的发病
以及80多种死因的风险关系以
及戒烟的益处。研究对象来自中
国5个农村地区和5个城市点，
涉及 51.2 万多名 30~79岁之间
的成年人。在研究对象中，约有
33%的人经常吸烟，其中男性吸
烟率为 74%，远高于女性的
3%。在平均11年的随访期间，
研究者观察记录到 48800 多例
死亡和累计近114万例各类疾病
住院事件。

研究发现：在所分析的近
85 种死亡原因和 480 种疾病
中，吸烟显著增加22种疾病死
亡 （男性17种，女性9种） 和
56种疾病发生（男性50种，女
性2种）的风险；吸烟还会显著
增加罹患各类非直接致死的疾病

的风险，如哮喘、消化性溃疡、白
内障、糖尿病和其他代谢疾病。除
了各种疾病风险外，研究还发现吸
烟直接影响人的寿命，与从不吸烟
者相比，男女吸烟者平均折寿3.5
年。在18岁之前开始吸烟的城市
男性吸烟者中，至少有半数的人因
吸烟而过早死亡，已达到了西方烟
民的超额死亡风险水平。该研究预
计，本世纪全球吸烟所导致的累计
死亡人数将达到10亿人，其中大
部分将发生在中低收入国家，包括
中国。

研究者认为，许多关于吸烟的
误解影响了健康教育的有效性，其
中包括认为吸烟对亚洲人群的危害
较小、戒烟可能会对健康造成不良
影响以及吸烟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固
有部分等等。这项新研究清楚地表
明，吸烟对健康的危害不仅限于过
早死亡，如果吸烟行为相似，男女
性吸烟者所面临的整体风险也相
似。与从不吸烟者相比，男性吸烟
者发生各类疾病的整体风险增加约
10%。研究预测，未来中国烟草最
大的危害将见于1970年以后出生
的男性成年人群。而且由于农村男
性吸烟率更高，其所致的危害将逐
步超过城市男性。

（陈晶）

吸烟会增加22种疾病死亡的风险

本报讯（记者 刘喜梅）记
者从北京市医保局获悉，为进一
步健全完善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
险门诊共济保障制度，提升医疗
保险基金使用效率，减轻参保人
员医药费负担，自 12 月 1 日
起，北京医保开通个人账户家庭
共济，资金可用于参加城乡居民
基本医疗保险和长期护理保险缴
费、购买补充医疗保险“北京普
惠健康保”。

个人账户家庭共济，是指职
工医保个人账户的资金，从仅限
职工本人使用拓展到可以给家庭
成员（包括配偶、父母、子女）
使用。实现家庭共济需职工和指
定的家人完成备案，添加家庭成
员作为共济对象。共济对象用自
己的医保电子凭证或社保卡就
医，先享受本人的医保待遇后，
剩余个人负担的医疗费用可以使
用备案职工的医保个人账户资金
来支付。尚未完成备案的市民，
将不能在支付页面中使用职工医

保个人账户为家庭成员参保缴费，
需先通过“北京医保公共服务”官
方网站线上办理备案。

北京市医保局提醒，北京市
2023年度补充医疗保险“北京普
惠健康保”参保截止时间为2022
年 12月 31日，保障时间为 2023
年 1月 1日至2023年 12月 31日。
北京市民可以关注官方指定投保平
台“北京普惠健康保”微信公众号
线上投保，也可在支付宝搜索“北
京普惠健康保”线上投保，亦可通
过中国人民保险、中国人寿、泰
康、太平洋保险、中国平安、北京
人寿6家保险公司的专业工作人员
咨询投保，还可以通过中国工商银
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
国建设银行、交通银行、中国邮政
储蓄银行、北京银行、北京农商银
行线下网点购买。另外，北京市
2023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自11月起已进入集中参保期，集
中参保时间为2022年11月1日至
2023年1月31日。

北京医保开通个人账户家庭共济

二十大报告中提出，促进群众
体育与竞技体育全面发展，加快建
设体育强国。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
是构建体育强国的两大基石，中
国是竞技体育大国，无数运动健
儿在赛场上摘金夺银的同时，也
承受着运动损伤带来的巨大痛
苦。与此同时，运动损伤也困扰
着广大热爱体育运动的非专业人
士。那么，如何预防、减少运动
损伤，怎样及时有效治疗运动损
伤？运动医学如何助力体育强
国？对于专业运动员和普通群众
都十分关注的这些话题，全国政
协委员、运动医学专家、中国人
民解放军第三医学中心骨科教授
邢更彦以一名患者的诊治为切入
点，作出了全面解答。

运动达人需谨防运动损伤

“从核磁片子看，左膝外侧半
月板撕裂，不只是边缘，基底层也
出现了较严重的层裂。”在近日的
一次接诊中，邢更彦一边在观片灯
上圈出损伤部位，一边对患者做出
诊断。

患者是一位初中生，在一次篮
球比赛中意外摔倒，导致了半月板
撕裂伤。“这是典型的运动损伤。”
邢更彦语气肯定地告诉记者，运动
损伤主要是指运动过程中出现的损
伤，包括关节损伤、韧带损伤和肌
肉拉伤等。其中，半月板损伤是典
型的运动损伤，在一般人群中发病
率不高，但在运动损伤中比较常
见。运动损伤发生的原因有很多
种，如：运动前不做准备活动，或
是准备活动不充分；运动安排不合
理，运动强度过大，超出自己的能
力范围；身体功能和运动状态不
好；运动装备不当以及场地环境与
气候等，都是运动损伤发生不可忽
视的原因。

“因此，进行体育运动前，作
好准备尤为重要。”邢更彦加重语
气，特别强调。

“来，屈膝，随着我的手转
动，放松。”邢更彦俯下身，声音
温和地给患者手诊。

据了解，这位初中生膝盖疼
痛已数月有余。几个月前，他在
一次跑步后感觉膝盖酸痛、肿
胀，当时家长并没有重视，只是
采用热敷和贴膏药的方法，期待
能自行恢复。

“疼痛稍缓解还没有完全康复
就又去打篮球，反反复复，新伤叠
加旧伤，导致半月板基底层和边缘
层层裂严重。”邢更彦惋惜地表
示，这种情况若早期施以科学的康
复和运动指导，完全可以避免伤痛
加重。他进一步说明，运动损伤的
早期症状主要表现为损伤部位疼
痛、肿胀，甚至会引起关节活动受
限、局部渗出液增加、肌肉收缩无
力，引发运动功能障碍。

邢更彦提醒，如果怀疑运动损
伤，应及时到医院就医，通过CT或
是核磁精确诊断损伤程度。如果是

轻微损伤，可采取热敷和药物治
疗，如果损伤严重，一定要及时通
过手术进行治疗，上述初中生就是
如此，需要行关节镜微创手术治疗。

“关节镜是一种内窥镜，主要
作用于各类关节性损伤，关节镜微
创手术则是一个非常小的手术，切
口小 （仅约 5~6mm）、术程短、
诊治精细、恢复较快。青少年半月
板损伤的修复、先天性盘状半月板
成形术，只能在关节镜下进行。”
邢更彦强调，只要按照科学的方法
休养和康复训练，术后继续做个运
动达人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建设运动伤害防护体系
刻不容缓

谈到不久前召开的二十大，邢
更彦颇有感触。他说，二十大报告
中提出要促进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
全面发展，加快建设体育强国，这
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高度重视体育事业。

“竞技体育是国家综合实力的
象征，也代表着坚韧执着的民族精
神；促进群众体育建设，能使国民
拥有强健的体魄，而强健的体魄是
个体立足社会、服务社会的基
础。”在邢更彦看来，无论是竞技
体育还是群众体育，减少运动伤
害、做好运动伤害防护都至关重
要，这也是医学、体育及人体科学
研究所面临的共同挑战。

谈到近年来我国竞技体育的发
展，邢更彦认为成绩令人瞩目，尤
其是2022冬奥会的成功举办，凸
显了中国的体制优势，也凸显了中
国竞技体育的发展潜力。他说，党
的十八大以来，在健康中国战略的
指引下，全民健身运动蓬勃兴起，
健身、体育运动已经成为一种潮
流，国人的生活理念在不断改变，
身体素质得到大幅提升，但运动伤
害也随之而来，建设运动伤害防护

体系已刻不容缓。
邢更彦指出，不同人群、不同年

龄、不同运动方式及强度所产生的主
要运动伤害类型不同、严重程度不
同，但我国总运动伤害的发生率已超
过运动人口的16%。

邢更彦从事骨科临床工作 40
年，也是国内最早接触现代运动医学
的专家之一。他说，国际运动医学发
展较早，我国的运动医学随着20世
纪80年代初加入国际运动医学联合
会参加国际交流后逐渐发展起来，近
些年来，随着国家对医学和体育的重
视，我国运动医学也得到了良好的
发展。

世界杯激战正酣。谈到烽烟四起
逐鹿争霸的世界杯赛场，邢更彦一字
一顿地说道：“虽然没有中国男足，但
我也追赛，憧憬中国男足有朝一日也
能披挂远征。若中国队能远征，我必
竭尽所能，保驾护航！”接着他话锋一
转，“体育承载着国家强盛、民族伟大
复兴的梦想。”

运动医学不能既“姓体”又
“姓医”

这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的任期邢更
彦即将画上句号。谈及五年间的履职
作业，邢更彦说，他通过深入调研并
结合工作实践，梳理并列举了当前运
动医学发展中亟需解决的问题——

首先，目前我国运动伤害防护体
系组织构架不清晰，横跨体育学和医
学两大领域。运动伤害防护属于运动
医学范畴，而运动医学与体育（运动
人体科学） 的关系问题，始终处于

“剪不断，理还乱”的尴尬境地，使
得两个学科的定位都不可避免地陷入
矛盾与悖论之中，形成了运动医学既

“姓体”又“姓医”的局面，在学科
上也具有体育学与医学之双重属性。

其次，运动伤害防护工作中各部
门职能不清晰。比如，越来越多体育
院校开办运动医学专业 （可临床执

业）、各省体育局设立体育医院，大型
医院运动医学科退至仅从事运动创伤
手术救治；运动促进健康的有效工具
——运动处方，其主导研究、制定及
处方权均与医学界无关；运动伤害防
护教育与培训不足与健康中国战略的
需求矛盾尖锐，缺乏顶层设计及合理
的经费使用与投入渠道；全国近千家
三甲医院单独设立运动医学外科的不
足百家，设有运动医学内科的更是寥
寥无几；运动防护师培训与教育专业
机构建设缺乏且急需规范。

针对存在的问题，邢更彦认为，
首先应明确运动医学的学科定位。学
科定位是学科发展的逻辑起点，也是
探讨学科建设与发展的基点。若定位
不够明晰，不但学科体系结构难以确
立，也会导致学科学术地位丧失。为
此，他建议，虽然国家已将运动医学
设置为二级学科，目前我国大多数医
院仍将其设置在骨科下面作为三级学
科，这应该调整理顺。运动医学应统
领运动解剖、运动生理、运动人体科
学、运动外科、运动内科，并形成以
运动医学主导、体育相结合、促进运
动伤害防护的总体架构。

运动处方是运动促进健康的有效
工具。对于运动处方，邢更彦认为，
科技部应设立专项科研基金，组织医
学相关所有二级学科 （含运动医学）
及体育相关人体科学学科，通过大数
据、AI技术、其他相关临床基础先进
技术手段，开发国家运动处方数据
库，完成现代版“国家运动处方”建
设；运动医学临床从业医师经培训
后，必须具备初级运动处方开具能
力，并在基层医疗单位推广国家运动
处方。

“要让运动医学更好地助力体育强
国，全国范围内二甲以上综合性医院
及相应级别疾控中心还应设立运动内
科，以更好地指导大众科学健身、开
展慢性疾病运动干预工作，从而保障
运动者的健康权益。”邢更彦最后
表示。

全国政协委员、运动医学专家邢更彦:

深耕运动医学 助力体育强国
本报记者 陈晶

“腹痛已经1年多，曾一度怀疑
患了癌症，心理压力非常大。当听说
中国医生来这里，我非常高兴，一大
早就赶到这里请求你们的帮助。”9月
的一天，中国援瓦努阿图医疗队刚抵
达，25岁的李女士就赶紧前来求诊。

医疗队队长李凯接诊了李女士。
这支医疗队是中国向瓦努阿图派遣的
首支医疗队，9名医疗队员全部来自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
共有8名医生、1名护士。他们分别
来自普通外科、胃肠肿瘤外科、泌尿
外科、中医正骨按摩科、麻醉科手术
室、心血管内科、口腔科等临床
科室。

李凯会同郭炜护士长，详细询问
了患者的病史，并进行了细致的体格
检查。掌握第一手临床资料后，李凯
当即连线世纪坛医院妇产科专家白文
佩教授和李健医生，双方对患者进行
了远距离的病例讨论，会诊简单而

高效。
从初步诊断到鉴别诊断，从完善检

查到心理辅导，从药物治疗到饮食调
整，当医疗队医生将会诊意见反馈给求
助的女士，详细明确的诊疗方案让患者
激动不已。两周后，患者兴奋地来到医
疗队，告知效果非常明显，病情有所好
转，完全看不出曾经的无助。

11月的一天，电话中再次传来紧
急的求助声。“李队，我家小朋友（弟
弟）昨天开始发烧，不想吃东西，哭闹
得厉害，今天身上起了好多疹子，大朋
友 （哥哥） 今天也发烧了。”十分钟
后，一家人焦急地来到医疗队临时驻
地，李凯会同黄爱本医生，进一步了解
两个患儿的发病情况，同时进行了口
腔、皮肤、全身淋巴结、双肺、腹部等
部位的体格检查。

“稍等一下，我们医疗队没有儿科
医生，请我们国内的专家远程会诊一
下。”世纪坛医院儿科专家武万水教授

的电话铃响了，在充分了解患儿相关的
信息后，武万水教授发回了诊疗方案：

“考虑病毒感染可能性大，疱疹病毒感
染或者手足口病，主要采用对症治疗，
退烧药可以使用布洛芬或者对乙酰氨基
酚，不能用阿司匹林。可以辅助用些氯
雷他定。”听到北京专家远程诊疗后，
家长如释重负，赶紧到药店购药，按照
医嘱治疗后，患儿很快痊愈了。

“这样的故事时常在中国援瓦医疗
队发生，队员们都成了‘全科医生’，
为患者和家属排忧解难是我们最大的愿
望，一句‘Thank you（谢谢）’胜过
千言万语。”在有限的援助时间里，为
更多人带来健康、换来笑脸，让队员倍
感欣慰。

“医疗队员的专业不能完全覆盖所
有人群和病种，患者的诊治需要更多学
科的协作。专家远程会诊能够实现实时
的诊疗和技术指导，在援外医疗队顺利
开展工作中不可或缺，北京世纪坛医院

如同舰队的港湾，随时为前线提供支
持。”李凯很是感慨，“记得出发前书
记、院长就说过，各位队员在外援助期
间，无论是对国外队员工作生活的关
心，还是对队员国内家属的照顾，医院
的支持是24小时无休的。”

今年是中瓦建交40周年，为推动
中瓦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国
家派出了这支援助医疗队。医疗队将在
瓦努阿图开展为期一年的工作，为当地
提供医疗服务、帮助当地提高医疗卫生
水平，承担推进医院建设、完善管理制
度等任务，同时为驻瓦使馆、中资机
构、华侨华人提供医疗健康服务。截至
11月底，中国援瓦医疗队已经邀请妇
产科、儿科、皮肤性病科等十余个专业
的专家参与援外医疗队会诊，成功诊治
数十位患者，顺利完成了跨学科的常见
病、多发病与复杂疾病的诊疗。

为了更好地开展援外医疗工作，北
京市卫健委已经针对远程会诊项目提
前部署，指导医疗队启动远程会诊平
台建设相关工作。援外医生根据医疗
原则，结合患者病情需要，通过远程
会诊平台连线国内，通过音视频指
导，确定诊疗方案，让远在南太平洋
的瓦努阿图患者也能享受到中国医院
的优质诊疗服务。

万里之遥 会诊“零距离”
左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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