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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6 月 25 日电 近
年来老人帕金森病高发，这是一
种神经系统变性疾病，主要症状
包括肢体震颤、行动迟缓等。帕
金森病的病因迄今还不清楚，但
一项新研究显示，帕金森病可能
是一种自体免疫性疾病：患者的
免疫系统“糊涂”了，去攻击大脑
神经元。

帕金森病患者脑部一种名
为α-突触核蛋白的蛋白质会异
常积聚，导致附近分泌多巴胺的
神经元死亡。此前医学界认为，
α-突触核蛋白会“毒死”神经
元，破坏神经系统的信号传导，
导致帕金森病。

但近年来一些新发现显示，
这种蛋白质也许并不直接杀死神

经元，而是诱导患者自身的免疫
系统把神经元当成异物去攻击。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等机构
的研究人员在新一期《自然》杂
志上报告说，一个实验为上述猜
测找到了新证据。他们分别提
取帕金森病患者和健康人的血
样，与神经元分泌的一些蛋白质
碎片混合，然后对比两者的免疫
反应。这些碎片中包括α-突触
核蛋白的碎片。

结果发现，健康人的血液对
这些蛋白质碎片反应很小，而帕
金森病患者血液里的 T 细胞则
对α-突触核蛋白的碎片产生了
强烈的免疫反应。这表明，患者
的免疫系统对α-突触核蛋白有

“记忆”，此前曾经接触并攻击过

这种蛋白质及其附近的神经元。
这一新发现将有助于帕金

森病的治疗。不过研究人员表
示，目前还无法确定免疫系统攻

击神经元与罹患帕金森病的因
果关系。他们计划在接下来的
实验中阻断上述免疫反应，观察
这一做法能否遏制病情发展。

帕金森病病因：免疫系统“糊涂”

新华社北京 6 月 25 日电 美
国辛辛那提儿童医院日前宣
布，该院科学家与本国同行合
作，利用干细胞在实验室中培
育出人类结肠“类器官”。移植
到动物体内后表现出与天然结
肠组织相似的功能。这将有助
于科学家深入研究和治疗消化
道疾病。

“类器官”是用干细胞在实
验室里培育出的多细胞结构，虽

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器官，但功
能和生理反应相似，对医学研究
有重要意义。此前人们已经培
育出包括小肠和部分胃组织在
内的多种“类器官”。

结肠是人类消化道末段，由
于缺少胚胎阶段的发育数据等
原因，培育结肠比培育消化道
其他部分更难。研究小组利用
动物模型展开分子和遗传筛
查，并结合多个数据库，确定了

刺激干细胞发育成结肠的关键
生长因子。

研究人员利用人类多能干
细胞培育出肠管状的组织，并在
其中加入这种生长因子，成功启
动了一段与身体结构相关的基
因代码，促使细胞发育形成结肠

“类器官”。移植到实验鼠体内
发育6到10周后，这一“类器官”
的形态、结构、分子和细胞特性
等都与人类结肠相似。相关论

文发表在美国新一期《细胞-干
细胞》杂志上。

人类消化道疾病和其他动
物不太一样，因此动物模型不能
很好重现人类疾病的发展过
程。培育出人类的结肠“类器
官”，有助于科学家建立准确的
消化道疾病模型，研究人体肠道
细菌对健康的影响，并试验新型
药物。未来，“类器官”还可能用
于移植手术。

科学家培育出人类结肠“类器官”

□记者 牛瑛瑛

本报讯 记者近日在解放军152
医院眼科中心采访了解到，为让更
多患者受益，该中心推出特别优惠
活动，退伍老兵、军人、教师、医护人
员等都有福利拿。

据了解，多年来，“踏踏实实、把
病人放在心上”的服务理念让解放
军 152医院眼科中心不管是技术、
设备还是专家团队，都有着迅猛的
飞跃：在我市首家开展国际先进的
全飞秒激光近视手术、超声乳化治
疗白内障已有10多年的丰富经验、
复杂眼底病变的治疗让鹰城患者不
再去北京等城市的大医院。另外，
这里还拥有我市唯一的眼科博士。

据介绍，自今日起，眼科中心为
退伍老兵免费做眼ＣＴ检查。退伍
军人、教师、医护人员在该中心做

“全飞秒”激光近视矫正术可优惠
2000 元，社会青年优惠 500- 1000
元。联系电话：0375-3843094。

152医院眼科
推出优惠活动

□记者 牛瑛瑛

本报讯 6月24日一大早，为做
好医疗扶贫并给七一建党节献礼，
平煤神马医疗集团总医院一行 15
人前往郏县茨芭镇，为当地的父老
乡亲送去了关爱和健康。

据该院退管科支部书记朱旭霞
介绍，这次义诊得到了医院领导的
大力支持，不但配足了专业设备，还
邀请了多个学科带头人以保证这次
医疗活动的顺利进行。茨芭镇经济
条件不好，是郏县的贫困镇，专家们
接诊的一位体重只有 31公斤的老
奶奶，身体多处存在问题，医生一一
为她指出，并给开了处方，同时送上
健康指导。在义诊过程中，医疗专
家还发现，这里的不少老人都有高
血压、高血糖等，专家们除了检测、
开处方外，还从生活习惯、饮食、运
动等多方面予以指导，不少老人感
觉受益很大，并希望专家们以后定
期前来。

不知不觉已过中午12点，到了
午饭时间，可是专家们仍然坚持看
完最后一个病人。记者注意到，在
上午4个多小时的义诊中，几位专
家忙碌到一口水都没喝。

平煤神马医疗集团
总医院专家
走进郏县茨芭镇

“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
总是去关怀。”这句名言越过时
空，至今仍闪耀着人文之光。医
学是一门以人为本的人文科学，
尤其对于神经内科而言，医学的
人文性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
色。回眸市第一人民医院（以下
简称市一院）神经内二科的发
展，人文情怀贯穿始终。在科室
带头人赵志华的引领下，医护人
员兢兢业业，薪火相传，以崇高
的医学精神、严谨的工作作风、
深厚的人文底蕴不断继承与创
新，成为鹰城百姓信赖的金牌
科室。

高效诊疗平台
鹰城百姓的“护身符”

大脑是生命的指挥部，当大
脑遭遇疾患，急救就担当起救护
生命的极高任务。在市一院卒
中中心，有这样一条时时畅通的
急救绿色通道，它集院前、院中、
康复治疗于一身，多学科综合救
治为一体。这支规模健全、架构
合理、技术过硬、人员完备的队
伍，担当起护航鹰城及周边地区
人民脑血管健康的重要责任。

在这条急救系统的背后，离
不开神经内二科医护人员的通
力合作与付出。走进位于医院2
号楼11楼的神经内二科病房，常
常看到的是医护人员有条不紊
地穿梭于病房，给病人翻身、拍
背、吸痰、输液、看瞳孔、测血压；
当病人休息时，医护人员还在记
录着病例、病史，认真而专注。

市一院神经内科是由中国
卒中学会牵头成立的 CSCA（中

国卒中中心联盟）卒中中心之
一。其中，神经内二科在脑卒中
患者救治中承担着重要任务。
他们尊重疾患、敬畏生命，依托
于科室精湛的技术，逐步建立
起人文与科学相融合的现代医
学模式。他们将脑卒中患者的
院前急救延伸于患者的家中，
从接到急救电话时起，就由专
业神经内科医生判断患者病
情，给予急救指导；同时，院内
神经内科急救及时展开，化验、
检查、溶栓准备等一系列专业
急救措施规范化到位。这样反
应快速、专业有效的脑卒中急
救平台，不仅为患者提供了有
效的救治，还形成了一套患者
本位的临床路径。全方位让患
者了解病情，疏导其紧张、不安
情绪，让患者入院后就建立起互
相信任的积极合作关系，同时以
规范、高效的急救全力为患者生
命健康护航。

全方位人文关怀
百姓信赖的金牌科室

高效便捷的急救体系挽救
了无数脑血管以及神经系统疾
病患者的生命，神经内科病人的
特殊性让医学的人文关怀在这
里显得尤为突出。很多人知道，
神经内科病人有“三多一少”的
特点：意识障碍病人多、偏瘫病
人多、大小便失禁病人多、生活
能自理的病人少。由于患者病
情复杂，需要长期的康复治疗，
很多病人常内心焦虑烦躁，情绪
低落。为此，科室秉承的“以人
为本”的护理理念：打饭、喂饭、擦
身、处理大小便……让病人感受
到家庭般的温暖。同时，医护人
员适时给予患者心理疏导，帮助
患者树立战胜疾病的信心，竭力
为他们创造安心养病的环境。

“康复治疗贯穿于患者终
身。”这是科室主任赵志华发自

内心的流露，也是他对科室医护
人员的基本要求。建立患者治疗
档案、一对一科教宣传、定期电话
回访、安排患者入院复诊……尽
管日常工作十分繁忙，神经内二
科的医护人员依然致力于全方
位的人文护理工作。

从建科至今经过多年深厚
积淀，在神经内二科医护人员的
努力下，开辟了脑血管病治疗的
新领域，实现了脑血管病的预
防、治疗、康复一条龙服务，为诸
多垂危患者挽回了生命，重树起
生活的信心。他们的努力获得
了社会的多方面认可：科室主任
赵志华获得了全省百名文明医
生称号；诸多科室优秀医护人员
获得了优秀党员、优秀护士称
号；神经内二科也成为该院当之
无愧的“和谐科室”。 （李莹）

以人为本 赢得百姓信赖
——记市第一人民医院神经内二科

打造金牌科室 守护百姓健康

6 月 17 日，由市医学会小儿外
科专业委员会主办、市妇幼保健院
承办的市小儿外科专业委员学术研
讨会在市妇幼保健院召开，来自全
市的300多名医护人员参加。图为
郑大三附院外科主任兼小儿外科主
任陈琦教授在讲课。 陈绍林 摄

小儿外科学术研讨

第一人民医院神经内二科医护人员。本报记者 李英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