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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健康中国委员说

Z 健康资讯

金秋九月，一场特别、庄重而温馨的生

日庆典在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举办，为了庆

祝全球首例经 MALBAC 基因组扩增高通

量测序进行单基因遗传病筛查的试管婴儿

欣欣诞生 10 周年。她的到来，不仅为一个

小家庭带去了幸福与喜悦，亦是为世界生

殖医学发展史矗立起新的里程碑，更是标

志着我国辅助生殖技术实现了从跟跑到领

跑的跨越。基于 MALBAC 技术的胚胎多

重诊断（MARSALA）技术，以其卓越的精

准性和高效性，极大地提高了单基因病胚

胎着床前遗传学检测（PGT-M）的准确性

和成功率，为那些因遗传问题而面临生育

挑战的家庭打开了希望之门。

全球首例 MALBAC-baby 开创
辅助生殖新纪元

随 着 精 心 制 作 的 成 长 视 频 缓 缓 播

放 ，大 家 一 起 见 证 了 生 日 的 主 角 ——

MALBAC-baby10 年 来 成 长 中 的 点 点 滴

滴。欣欣活泼可爱，聪明伶俐，还展示出

运动和绘画的天赋。在座的亲朋好友老

师 们 为 她 送 上 了 最 真 挚 、最 美 好 的 祝

福。孩子父母在发言中更是难掩内心的

激动与感激之情：“感谢谢晓亮老师团队

研 发 的 先 进 技 术（MALBAC），感 谢 北 京

大 学 第 三 医 院 的 医 生 与 科 研 团 队 ，是 你

们 用 精 湛 的 医 术 和 无 私 的 爱 心 ，为 我 们

打开了通往幸福之门。我们将永远铭记

这 份 恩 情 ，并 将 这 份 爱 与 希 望 传 递 给 更

多 的 人 ，让 更 多 的 人 能 够 受 益 于 医 学 科

技的飞速发展。”

随着精心制作的成长视频缓缓播放，

当年携手共创这一医学奇迹的医生、科研

人 员 ，以 及 承 载 着 无 数 期 许 与 祝 福 的

MALBAC-baby 及其父母，共同回顾了那

段非凡历程。如今，北医三院的辅助生殖

举国闻名，为不孕不育的家庭送去新生命

已不足为奇。然而 10 年前，女婴的第一

声 啼 哭 在 全 球 生 殖 医 学 史 上 意 义 非 凡 。

一位从小患有严重单基因遗传疾病的父

亲 和 一 位 高 龄 的 母 亲 ，这 个 家 庭 因 为

MALBAC 技 术 的 出 现 而 命 运 逆 转 ，如 愿

拥有了一个健康的孩子。中国第一例“试

管 婴 儿 ”晚 了 世 界 10 年 ，第 一 例“MAL-

BAC- Baby”却 把 中 国 拉 到 了 世 界 最 前

列。10 年后的今天再次回望，仍能感受到

MALBAC 带 来 的 技 术 革 命 浪 潮 的 冲 击 ，

感受到这项颠覆式创新技术创造的生命

奇迹。

“在这硕果累累的季节里，我们庆祝

的不仅是一个孩子的茁壮成长，更是医学

智慧与人类情感交织共融的美好篇章。”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北

京大学医学部主任乔杰院士深情地说道，

“感谢孩子父母的坚持与努力，你们的理

解与信任，勇气和担当，加速了我们迈向

临床成功应用的脚步，也由此促进了技术

推广和整个行业的快速发展。”

“没想到第一次尝试与医学的合作，居

然就成功做到了世界领先，这离不开各方

的智慧和倾情投入。”全国政协常委、北京

大学理学部主任谢晓亮院士看到孩子健康

成长深感欣慰，回顾多年来测序技术变革

为科技和医学带来的进步，也感慨当时将

单细胞扩增技术应用于生殖医学临床的

契机。

赵扬玉教授、李蓉教授、闫丽盈教授、

魏瑗教授与孩子父母一同重温了从试管

流程到妊娠过程，再到宝宝出生后的点点

滴 滴 ，分 享 孩 子 成 长 过 程 中 的 欣 喜 与 感

动。“愿小朋友继续开心健康地成长，期许

小朋友在以后的学习生活中能够践行科

学精神。”汤富酬教授送上了他的祝福。

10 年来，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生殖医学

科在生殖医学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

就。从最初“零”的突破，到如今的“多”点

开 花 。 团 队 不 仅 成 功 应 用 了 MARSALA

技术，为单基因病胚胎着床前遗传学检测

树立了新的标杆；还不断拓展创新，开发

了多项个性化精准诊断技术，为更多遗传

性疾病高风险家庭带来了福音。

MALBAC技术从实验室快速走
向临床

时 针 回 溯 到 2010，时 任 哈 佛 大 学

Mallinckrodt 讲席教授的谢晓亮在母校北

京大学的支持下，联合北京大学苏晓东、黄

岩谊两位教授创建“生物动态光学成像中

心”，后更名为“生物医学前沿创新中心”。

历经 1 年多的筹备，这个旨在推动多学科

交叉合作，以技术驱动生命医学发展的新

型科研机构于 2010 年 12 月正式成立。此

后，出任中心主任的谢晓亮开始于北大与

哈佛之间频繁往返，将全球最尖端的科技

理念与经验带回祖国。时逢新一代测序仪

的技术革命，DNA 测序费用大幅下降，

展现出个体化医疗的广泛应用前景。生物

医学前沿创新中心的研究重心开始转向基

因组学。在剑桥大学做博士后研究时，汤

富酬首创了单细胞转录组测序技术，他成

为中心第一位从海外引进的青年人才。

当时，谢晓亮的研究团队在哈佛开展

基因组学的前沿研究。他与组里的博士后

宗诚航和博士生陆思嘉发明了一种全新的

单 细 胞 基 因 扩 增 技 术——MALBAC， 即

多重退火环状循环扩增法。这种技术巧妙

地利用了准线性扩增原理，只需要一个单

细胞就能完成高精度、高覆盖度的全基因

组测序。利用该技术，他们尝试对人类单

倍体的生殖细胞样品进行单细胞基因组测

序和分析。最初的样品来自一位教授，他

的学生比导师本人更关心导师精子的健

康。通过与生物医学前沿创新中心当时的

研究员李瑞强合作，研究团队发现，同正

常男性一样，样品中绝大部分精子的基因

组完全正常，只有不到 5%的精子细胞出

现了整条染色体缺失或者拷贝数增多的

情况。

研究要想继续推进，还需要一份精子

活力报告。汤富酬回国后一直与乔杰团队

合作，研究人类早期胚胎单细胞转录组。

于是，汤富酬带着谢晓亮来到北医三院找

乔杰帮忙。乔杰是我国著名的生殖医学专

家，多年来，她一直从事妇产科及生殖健

康相关的临床与基础研究，从遗传学、表

观遗传学角度对人类早期胚胎发育机制进

行了深入的研究，将基础研究成果成功应

用于临床上胚胎植入前遗传学诊断；揭示

疑难不孕症发病机制，优化辅助生殖技术

方法，提高疑难不孕患者治疗的成功率。

“ 你 可 别 光 研 究 精 子 ， 一 定 也 要 研 究 卵

子，因为研究女性要比研究男性有意思得多

（指的是卵细胞的发育过程要比精子的发育

过程更加复杂有趣）。”了解到 MALBAC 技

术后，乔杰笑着说。

“这个成果的创新点是通过分析患者的

胚胎细胞，既可检测致病基因突变位点，又

能 检 测 全 基 因 组 范 围 染 色 体 异 常 。” 乔 杰

说，染色体异常 （即染色体层面上的拷贝数

变异） 是流产及许多遗传性疾病的主要致

因。原是为一份报告而去的谢晓亮收获了两

位盟友。有了汤富酬和乔杰团队的加入，谢

晓亮团队发明的 MALBAC 技术从实验室快

速走向临床。这为多种遗传性罕见疾病的

PGD 技术提供重大支撑，少汗型外胚层发

育不全也位列其中。2012 年底，谢晓亮院

士 在 哈 佛 的 团 队 首 次 报 告 了 MALBAC 技

术 ， 发 表 在 《科 学》 杂 志 上 。 2013 年 底 ，

乔杰教授团队与谢晓亮教授团队以及汤富酬

教授团队合作，在 《细胞》 杂志发表文章，

第一次显示了 MALBAC 技术在试管婴儿临

床 应 用 的 可 能 性 。 随 后 ， 3 个 团 队 又 将

MALBAC 技术应用于临床实践，进一步合

作开发了能够同时进行位点检测、非整倍性

检测和连锁分析的“三重诊断”MARSALA

技术，发表在 《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

从“零”到“一”的突破

2013 年初，一封来自北京的求助信引起

了谢晓亮的注意。

来信人患有遗传性多发性外生性骨疣，

从小由于软骨瘤增生每隔三五年就要做一次

切除手术，痛苦不堪。而他的妻子已经 36 岁

了，虽然基因组正常，但卵细胞染色体拷贝数

异变的几率较高。为了生下一个健康的孩

子，夫妻俩查阅了无数资料，在国内外遍访名

医。MALBAC 技术问世后他们闻讯赶来，希

望这项最先进的胚胎基因诊断技术能帮助他

们家庭圆梦。这对夫妇成为临床试验 1 号病

例家庭。亿康基因的陆思嘉团队也加入到这

个项目，与谢晓亮、汤富酬、乔杰的团队合作

将新一代测序仪和精准单细胞基因组扩增技

术应用于试管婴儿植入前胚胎筛查，开发出

能够同时进行致病基因位点检测、非整倍性

检测以及连锁分析的“三重诊断”MARSALA

技术。

2014 年 ，世 界 首 例 经 MALBAC 基 因 组

扩增高通量测序进行单基因遗传病筛查的试

管婴儿顺利诞生，这标志着北京大学第三医

院生殖医学科 PGT-M 从“零”到“一”的突

破，这是基础科研和临床应用相结合的完美

典范。MALBAC-baby 所采用的 MARSALA

技术，通过一次建库测序，即可完成位点检

测、非整倍体筛查和连锁分析三重诊断，高效

且精准。10 年来，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生殖医

学科 PGT-M 项目已收入 1800 组家系，涉及

近 700 种遗传病，其中 420 余对夫妻拥有了健

康后代，已建立了成熟、完整的从入组前基因

变异评估→预实验→胚胎检测→产前诊断→
出生后随访的全流程体系。在不断提高自身

技术水平、完善临床服务体系的同时，生殖医

学科联合企业实现技术转化，推广 MARSA-

LA 技术应用。

“‘MALBAC-Baby’已成为精准医学的

成功范例。”谢晓亮说，“高通量 DNA 测序技

术的革命为生物医学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

我庆幸自己赶上了这场技术革命的红利，第

一次尝试将单细胞扩增技术应用于生殖医学

临床，就取得了世界领先的成果。”正是受此

鼓 舞 ，2018 年 谢 晓 亮 作 出 了 全 职 回 国 的 决

定，他坚信在北大，在生物医学前沿创新中心

可以做出世界领先的工作，造福人类是身为

科学家的使命，也是最大的幸福和满足。

截至 2024 年 9 月，MARSALA 技术已累

计检测家系 1 万+，检测胚胎 5 万+，该技术已

成功推广至国内外 110 余家单位。在 MAR-

SALA 技术的基础上，分子遗传团队积极响

应国家“精准医疗”计划，开发个性化的精准

诊断技术。10 年间，围绕疑难遗传病胚胎诊

断 ，团 队 开 发 了 针 对 脊 肌 萎 缩 症（SMA）的

MARSALA-based 直接检测技术，针对新发

突变成人多囊肾（ADPKD）家庭开发了 GE-

PLA 技术等；在生物信息学分析方面，团队开

发 scHaplotyper技术，用以精准区分突变单倍

型；在单基因病联合 HLA 配型方面，团队开

发了基于 NGS 的 HLA 分型策略，在诊断单

基因病的同时完成配型分析。与此同时，团

队也拓展视野，开发 RNA-PGT 诊断技术、

囊胚培养液无创 PGT 技术等，以期从多维度

开拓探索 PGT-M 技术的应用范围。

同样是辅助生殖技术，1988 年我国首例

试 管 婴 儿 郑 萌 珠 在 北 医 三 院 出 生 。 30 年

后，该技术实现了从“跟跑”“并跑”迈向行业

“领跑”。

从“多”到“精”的沉淀

继 MALBAC 技术之后，乔杰院士团队探

索利用 MARSALA 技术，将突变位点，连锁

分析加上染色体整倍性信息通过低深度测序

一次性获得，不仅能检测胚胎单基因遗传病

基因，同时能对染色体异常进行诊断。这种

胚胎检测技术在检测的效率，准确性以及检

测成本上，相对于其他检测技术具有显著的

优越性。这标志着我国胚胎植入前遗传学诊

断技术已处于世界领先水平。

“我们去看她的时候，一声儿都没哭，还

一直冲我笑。至今，我仍然记得自己那天抱

着第一例‘MALBAC 婴儿’时内心的那份激

动，这项工作已经成为‘精准医学’的范例。

截至目前，国内 MALBAC 技术的应用已使千

余例‘MALBAC 婴儿’成功避免了父母的单

基因遗传疾病。我很自豪我们的工作可以

真正推动医学的进步，能为人类健康贡献一

份力量。”谢晓亮坦陈，医学永远没有止镜，

我和青年科学家们能在中国获得无穷的机

遇，真的非常幸运能够在这里跟学生和同事

们一起享受不断创新的人生。

“如今，不仅仅是针对不孕症，中国的辅

助生殖技术及其衍生技术正转向攻克单基

因遗传病以阻断出生缺陷，实现优生优育的

方向。”乔杰说，已知单基因遗传病超过 7000

种，现在有几百种遗传病可以在胚胎植入前

进行遗传学筛查及明确诊断，帮助更多家庭

实现优生优育。

“为适应我国国情和满足人民需求，立

足‘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根本，应及时抓住

关键问题，强化辅助生殖服务顶层设计，推

动我国多需求、多角度、全链条生育保障体

系建设，让更多人民获益。”展望未来，乔杰

说，她将继续探索和开拓生殖医学技术的

新领域、新途径；同时，也将积极推广和

应用先进医疗技术成果，为更多家庭带去

健康生育的希望与幸福之光。

精准医学点亮生命美好时刻
—全 球 首 例 MALBAC-baby10 岁 了

通讯员 王玉倩 秦 萌 本报记者 陈 晶

寒露过后，正是螃蟹最为肥美的时期，但也有人在食用螃

蟹之后，会出现腹痛、腹泻、消化不良等身体不适症状。那

么，为何有的人食用螃蟹后会身体不适？如何正确吃螃蟹？螃

蟹虽鲜甜味美，但却是极为寒凉之品。中医认为，螃蟹性寒，

味咸，归肝、胃经，具有清热、散瘀和消肿解毒的作用，主要

用于治疗湿热黄疸；筋骨损伤，产后瘀滞腹痛等症，同时还可

以解痈肿疔毒、漆毒。因为人的体质不同，建议结合自身的体

质情况，正确地吃螃蟹。

寒凉之品，对于实热体质的人具有治疗作用，而对于虚寒

体质的人而言，食用后可能会引起不适反应，甚至诱发疾病。

尤其在寒露之后，天气逐渐转凉，天气的寒凉与螃蟹的寒凉相

合，更有可能影响身体健康。那么，是不是意味着虚寒体质的

人就要放弃这一人间美味了？其实，虚寒体质的人也能吃螃

蟹，建议牢记以下这些注意事项。首先，螃蟹味美，但不能贪

食。螃蟹寒凉，易伤脾胃，影响运化，因此，食用量要适度。

其次，螃蟹可与一些经典“搭档”共同食用，既能增添风味，

又能中和寒凉之性。黄酒是螃蟹的经典“伴侣”。黄酒的温润

能中和螃蟹的寒性，同时提升蟹肉的鲜甜。姜茶亦是不可或缺

的选项，生姜具有散寒祛湿的功效，螃蟹与热腾腾的姜茶搭

配，有助于预防食用螃蟹后的过敏反应、腹部不适。此外，蟹

肉脂肪含量低，蛋白质丰富，搭配醋、蒜蓉等调料能够有效温

中散寒、健脾助运，还能增添蟹肉的风味。

在了解吃螃蟹的养生之道时，还不可忽视某些食物禁忌。

螃蟹与柿子、梨等水果同食易引起腹泻，原因在于水果中的鞣

酸与蟹肉中的蛋白质结合会形成难以消化的沉淀物。螃蟹也不

能与浓茶、咖啡以及冷饮同食，这些饮品不仅影响蛋白质吸

收，还可能导致肠胃不适。脾胃虚寒、有风湿性关节炎、痛风

等症状的人也不宜食用螃蟹。

除了饮食禁忌，螃蟹的烹饪方法也有讲究。蒸蟹是最常见

的烹饪方式，能够保持蟹肉的原汁原味，营养成分不易流失。

另外，用米酒蒸蟹不仅能去腥，还能增加香味。还可以食用生

蚝螃蟹海鲜粥：生蚝 4 只，螃蟹 1 只，干贝 20 克，生姜 3 片，

大米 100 克，胡椒粉、盐适量，将生蚝去壳，取肉；螃蟹洗

净，切块；干贝泡发；大米洗净放入锅中，加入生姜、干贝和

适量的水，熬至绵滑；加入蚝肉、螃蟹煮 15 分钟；加胡椒粉、

盐调味即可。

（作者系广东省中医院二沙岛医院脾胃病科副主任）

螃蟹吃不对真伤人
叶振昊

本报讯 （记者 陈晶） 近日，北京安

定医院精神神经联合病房正式启用。在这

里通过精神科与神经科的紧密合作，医务

人员能够在患者疾病的早期进行精准诊

断，并制定个体化治疗方案，使每位患者

都能得到全方位的关注与治疗。

“不少患者有神经系统疾病的同时还

受到精神问题的困扰，单独治疗其中某一

种疾病的效果都不太理想。精神疾病与神

经系统疾病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关系，

精神疾病本身增加患者罹患脑血管病等神

经系统疾病的风险，同时许多神经系统疾

病也常伴有不同程度的精神及行为异常。

正是因为有不少这样的患者存在精神与神

经疾病交叉领域的问题，而单一学科的诊

治模式往往无法全面解决这些复杂问题，

精神神经联合诊疗模式应运而生。”联合

病房主任医师董恺介绍。

目前，北京安定医院神经内科门诊服

务已涵盖普通门诊、专家门诊、特需门诊

不同层次；成立了头痛专病门诊、震颤专

病门诊；联合精神科开展迟发性运动障碍

专 病 门 诊 、 老 年 精 神 障 碍 多 学 科 联 合 门

诊 ； 发 展 壮 大 精 神 神 经 疑 难 病 会 诊 中 心 。

在脑血管疾病、认知障碍疾病、运动障碍

疾病、睡眠障碍疾病、头痛、癫痫、神经

系统免疫疾病等精神神经交叉领域形成独

特的诊疗模式。

据悉，联合病房不仅面向常见的精神神

经交叉领域疾病如阿尔茨海默病、帕金森

病、脑卒中后遗症、癫痫等，同时也涵盖了

其他如运动障碍、头痛、睡眠障碍等与神经

系统疾病同时出现的精神症状。通过多学科

的协作，联合病房在精神和神经系统疾病的

早期诊断、鉴别诊断及个体化治疗等方面取

得了显著突破。精神神经联合病房不仅为患

者提供了更为全面的诊疗服务，还通过多学

科的融合探索出了一条全新的医疗发展路

径。联合病房的设立为精神和神经交叉疾病

的患者提供了更好的治疗选择，帮助他们重

新获得生活的信心与希望。未来，联合病房

将继续致力于推动这一领域的发展，为更多

患者带来健康福祉。

为患者解决学科交叉领域难题
——北京安定医院开设精神神经联合病房

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和饮食结构的改

变，肥胖已成为全球范围内日益严峻的健

康问题。它不仅影响个人的外貌和自信

心，更是多种慢性疾病如心血管疾病、糖尿

病、高血压等的重要风险因素。为了应对

这一挑战，我国政府积极响应，今年 6 月，

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教育部、体育总局、国

家中医药局等 16 个部门启动了“体重管理

年”活动，7 月，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又推

出了一份《居民体重管理核心知识（2024

年版）》。

肥胖是多种慢性疾病的诱因之一。控

制好体重，有利于多种慢性疾病的防控。

如何实现科学减重？“大家都说我越来越年

轻了。”日前，国家卫生健康委新闻发布会

上，河北省石家庄市新华区群众李文英老

师现身说法，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和大家分

享了她的减重经历，并感叹减肥成功之后

不但脂肪肝没有了，血压也稳定了，人也更

自信了。

李文英是一名退休教师，像很多上班

族一样，忙碌的 工 作 让 她 忽 略 了 运 动 。

“白天忙得顾不上吃饭，晚上忙完以后就

会犒劳自己大吃一顿。身高 1.54 米的我

体 重 一 度 飙 到 了 140 斤 ， 上 下 楼 梯 气 喘

吁吁的，体检报告也亮起了红灯，还查

出了中度脂肪肝、高血压。医生给我的

健康建议是控制体重，说体重控制下来

之后，这些指标也会降下来。于是，我

就开始关注我的体重。”为了快速减肥，

李文英先后尝试了节食、针灸、按摩等

方 式 ， 甚 至 还 尝 试 过 断 食 ， 收 效 都 甚

微 ， 短 时 间 内 虽 然 减 了 2~3 千 克 ， 但 过

不了多久又反弹回去。

李文英说，后来通过关注国家和省、

市卫生健康委的微信公众号，阅读一些科

普文章，我发现减肥是一个需要坚持一生

的“事业”，需要通过建立良好的饮食习

惯和生活方式，达到控制体重、拥有健康

身体的目标。

“首先在饮食方面，早餐是一定要吃

的，不但要吃，还要营养丰富，我的早餐就是豆浆或者牛奶、

水果、蔬菜、面包，午餐有肉有菜，搭配包子、面条、米饭

等，晚餐就吃点蔬菜、喝点酸奶，晚上 7 点以后就不再进食

了，少吃碳水化合物这样的食物，每餐保持在七分饱，吃饭的

时候要细嚼慢咽，这样有利于减肥、提高新陈代谢。”后来，

在医生的指导下，李文英逐步摸索出一套适合自己的健康减肥

方法。

俗话说，减肥七分靠吃三分靠动，运动在减肥当中也是必

不可少的。“我退休以后就返聘回了学校，每天上下班走路，

课间和学生一起做操、游戏，尽量让每天消耗的热量大于吃进

去的热量。每逢周末我会约上三五好友爬山赏景、骑行郊游。

这样坚持了半年左右，我的体重慢慢降了下来，目前维持在

110 斤左右。”李文英介绍，减肥成功之后，她简直有点“脱

胎换骨”的感觉，不但脂肪肝没有了，血压也稳定了，每天走

起路来特别有劲，精神头也特别好，也更自信了。

“减肥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而是应该通过养成健康良好

的饮食习惯和生活方式，从而达到既能减重，又能拥有健康身体

的目的。”作为一名普通群众，李文英通过自身的努力和坚持，实

现了健康减肥和对慢性病的预防控制。

“规律生活、合理饮食、科学锻炼、心情舒畅，按时体检。”李

文英的健康生活 20 字准则简洁而深刻，为人们提供了健康生活

的指导。她的养生经验告诉大家，“每个人都应该做自己健康的

第一责任人。通过坚持健康的生活方式，不仅可以预防和控制

慢性病，还能提高生活质量，让自己活得更加年轻和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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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健康提示

全国政协委员乔杰院士

（中）是我国著名的生殖医学

专家，多年来，她一直从事

妇产科及生殖健康相关的

临 床 与 基 础 研 究 ，从 遗 传

学、表观遗传学角度对人类

早期胚胎发育机制进行了深

入的研究，将基础研究成果

成功应用于临床上胚胎植入

前遗传学诊断；揭示疑难不孕症

发病机制，优化辅助生殖技术方

法，提高疑难不孕患者治疗的成功

率。全国政协常委谢晓亮（左一）不仅是生

物物理化学基础科学研究的国际领军人物，近

年来大力推动了无标记光学成像技术和新型单细胞

基因组测序技术在医学中的应用，2012年谢晓亮在单细胞全基因组学研究有

了突破性进展，开发了单细胞全基因组均匀扩增的新方法——多重退火循环

扩增法（MALBAC），2014年 9月，世界上第一例“MALBAC婴儿”在北医三院诞生，

标志着中国胚胎植入前遗传诊断技术处于世界领先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