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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中国卒中学会第十届学术
年会暨天坛脑血管病会议 （天坛会）
6 月 14 日至 16 日在北京举行。会上
传来消息，国际权威医学期刊《新英
格兰医学杂志》（NEJM） 6月15日同
时发布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
坛医院王拥军教授团队的国产溶栓药
瑞替普酶、替奈普酶治疗缺血性卒中
的两篇重磅文章。同时，由北京天坛
医院独创的全自主知识产权的“急诊
卒中单元”正式亮相。

应用这些新突破，急性缺血性卒
中（俗称“脑梗”）患者的治疗将更加便
捷高效，更多患者将从中受益。同时，
这些突破有望改变急性缺血性卒中治
疗指南，撬动世界溶栓药产业格局。

这也是《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第
一次同时发表2篇由同一中国团队开
展的不同药物的临床研究，也是这家
医学领域的顶刊首次与中国学术会议
同步发布研究结果。

18毫克
“中国制造”效果好成本低

过去近 30 年，全球急性缺血性
卒中溶栓药“霸主”地位始终被一种
叫做阿替普酶的药物“霸占”着。
1995 年，国外临床试验证实以阿替
普酶静脉溶栓为核心的再灌注治疗，
可以极大降低缺血性卒中的致残率，
并提高患者生存治疗，标志缺血性卒
中进入再灌注治疗时代。但这种被西
方药企垄断的药物由于生产工艺复
杂、产能有限等原因，在全球多个国
家均出现供应量不足的情况。

同时，作为缺血性卒中发病率较
高的国家，中国适应证人群静脉溶栓
率仅为40%，相比先进国家，治疗比
例和质量差距明显。降低因缺血性卒
中致残、致死率，需要进一步推广静
脉溶栓的再灌注治疗，而溶栓药物的
短缺，无疑成为在中国推广再灌注治
疗的巨大障碍。

“阿替普酶上市以来，脑卒中溶
栓药物研究的证据基本都是来自西
方，很少有亚洲人的数据。不同人种
之间存在差异，亚洲人直接套用西方
人的数据，药物安全性和疗效存在不

确定性。”北京天坛医院院长王拥军
认为，需要找到一条中国人自己的
路，“药品要自立，证据要自立”。

瑞替普酶是一种 1996 年在国外
就被批准上市治疗急性心肌梗塞的基
因工程改良药。从药物原理上说，这
种药对于急性缺血性卒中应该有不错
的效果，但多年以来由于阿替普酶的

“光环”，鲜有人把瑞替普酶与卒中联
系起来。

2017 年，王拥军团队与一家北
京国企一拍即合，决定唤醒这种“沉
睡”了20多年的药物。

北京天坛医院临床试验中心主任
李姝雅是名为“RAISE”研究项目的
负责人。“这是全球第一次，也是规
模最大的比较瑞替普酶与阿替普酶在
急性缺血性脑血管事件中作用的Ⅲ期
临床试验，由全国 62 家医院共同完
成，一共有1412名患者入组。”李姝
雅介绍，试验结果显示，对于发病
4.5 小时适合静脉溶栓治疗的急性缺
血性卒中患者，瑞替普酶治疗组 90
天获得良好功能预后的比例优于阿替
普酶组，症状性颅内出血及死亡患者
的比例与阿替普酶治疗组相较无显著
差异，“通俗地说，瑞替普酶的效果
优于阿替普酶”。

相比阿替普酶，瑞替普酶不需要
估算患者的体重、不需要静脉滴注，
只需要间隔半小时两次静脉注射 18

毫克的药物。更重要的是，为了更好
地适应卒中治疗，研究团队优化了这
种药物的生产工艺，使得成本大幅降
低，大大降低了患者的经济负担。

“下一步，我们要开展瑞替普酶的
国际多中心试验，让这种‘北京制造’
的药物尽快‘出海’。”王拥军说。

24小时
拓宽静脉溶栓时间窗口

事 实 上 ， 王 拥 军 团 队 找 到 的
“路”不只瑞替普酶一条。一年前的
《柳叶刀》 期刊上，已经发表了团队
一项名为“TRACE Ⅱ”的研究。这
项研究显示，一种由中国自主研发的
基因工程改良的新一代特异性溶栓药
替奈普酶 （TNK），在安全性相当的
前提下，效果不劣于阿替普酶。

“这只是起点。”王拥军说，影响
中国再灌注治疗比例的因素多且复
杂，找到药并不能解决全部问题，

“比如，很多患者对缺血性卒中不了
解，发病后没有及时到医院进行治
疗，或无法判断发病时间；一些基层
医疗机构不具备静脉溶栓的条件和能
力，患者需要转院到能溶栓的医院，
时间浪费在路上……”

数据显示，约有 67%至 75%的急

性缺血性卒中患者到院时间超过 4.5
小时或发病时间不明。挽救患者生
命、尽量避免患者致残，时间是关
键，而即便经过科研人员不断努力攻
关，急性缺血性卒中静脉溶栓的时间
窗也仅仅只有4.5小时。

能不能突破？王拥军和团队成员
们把目光瞄准了这“4.5小时”。

“我们选择的对象是急性缺血性
卒中发病4.5至24小时的，大血管闭
塞但影像学显示大脑存在‘半暗带’
的患者，使用替奈普酶进行治疗。”
项目执行负责人、北京天坛医院神经
病学中心血管神经病学科副主任熊云
云说，“半暗带”意味着这部分脑组
织介于正常与梗塞之间，恢复正常血
流后功能仍然可能恢复，能够让患者
免于致残或减轻致残程度。

这项名为“TRACE Ⅲ”的研究
引入了人工智能技术。为了使影像学
判断更加及时准确，团队自主研发了
iStroke 急性卒中智能影像决策平台。
作为“助手”，这套系统可以对头部
影像进行快速分析评估，找准关键的

“半暗带”。
这项试验共纳入全国 58 家研究

中心 516 例患者，最终结论令人振
奋：“对于发病后 4.5—24 小时内前
循环大动脉闭塞的且有影像半暗带
的急性缺血性卒中患者，使用替奈
普酶静脉溶栓可降低残疾率，且并
不增加死亡率及症状性颅内出血的
患者人数。”

“这是世界上第一次证实静脉溶
栓时间窗拓宽到 24 小时内安全有
效。”熊云云介绍，在全球卒中患者
中，发病 24 小时内且存在可挽救脑
组织，但因各种原因无法接受血管内
治疗的大动脉闭塞患者占很大比例，

“TRACE Ⅲ”试验为此类患者提供
了晚时间窗静脉溶栓治疗新方案。同
时，替奈普酶静脉注射的便捷给药方
式，有望降低院间转运过程中卒中进
展风险。

32平方米
为保护大脑最大化争取时间

“在传统的医疗模式中，卒中患

者到达急诊后，要经过临床评估，
CT、核磁共振等影像评估，从进入
医院到接受溶栓治疗，往往要1小时
左右。对于患者来说，环节越简单、
流程越顺畅，等候时间就越短，就越
能保护大脑功能。”王拥军说，正是
出于这个目标，才有了这个 32 平方
米的“急诊卒中单元”。

这个“急诊卒中单元”将传统
急性卒中的临床评估、影像评估和
治疗等关键环节高度集中到一个空
间 ， 并 加 入 创 新 解 决 方 案 ， 堪 称

“藏龙卧虎”。
快速查体。这里配备了智能化可

穿戴设备，可以实时采集患者的血
压、血糖等关键信息，监测患者生命
体征。

“小精灵”。这个完全自主研发的
低场强核磁共振扫描仪，场强仅有
0.23特斯拉 （常规磁共振为1.5或3.0
特斯拉），使用220V家用电源，可以
方便地移动。更为重要的是，患者无
需除下随身或植入的金属物体，直接
可以进行检查，大大节约时间。通过
自主开发的人工智能影像识别系统，
可以在1分半内快速鉴别脑出血和脑
缺血，确保患者在最短时间内得到有
效治疗。

信息技术辅助诊断。在这里，可
以实现全结构化数据快速录入。基于
患者体征和影像学表现，AI 可以辅
助医务人员进行决策。

创新药物治疗。应用替奈普酶、
瑞替普酶等新一代溶栓药物，静脉注
射取代以往长达 1 小时的静脉滴注，
药物作用更快。

通过“急诊卒中单元”，患者来
到医院到接受再灌注治疗的时间，可
以压缩到 20 分钟内，且不必再奔波
于诊室、影像检查、化验室、治疗室
等，为保护患者的大脑功能最大化地
争取时间。

目前，“急诊卒中单元”已经在
国内近20家医院投入使用。

“这些项目的关键词就是‘自立
自强’。我国是缺血性卒中发病的大
国，我们要研发适合中国人的药物和
器械、设备，更多地改写指南，让缺
血性卒中的治疗更快、更方便，让更
多缺血性卒中患者得到及时有效的救
治。”王拥军说。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发布科研成果

“中国方案”提升脑梗治疗效果
熊 建 卢国强

本报北京电（记者王美华） 6月
11 日至 16 日，第十四届北京大学消
化肿瘤大会在北京举行。大会以“创
新、共赢、卓越”为主题，采用线上
与线下相结合方式，设有胃癌、食管
癌、结直肠癌等专场，与会院士和专
家聚焦最新研究进展与热点难点，分
享最新学术成果。

“在我国，胃癌、食管癌、肝癌
等消化系统肿瘤具有明显的地域特
征，且早期症状隐匿，患者察觉时往
往已经进展至中晚期，错过了早期诊
断和治疗的机会，被称为‘隐形杀
手’。”北京大学国际癌症研究院詹启
敏院士表示，提高患者生存率，需要
整合基础和转化研究，加强合作，通
过科技创新达到精准治疗的目的。同
时，要关注前沿临床肿瘤治疗的进
展，借鉴国际同行在肿瘤临床研究方
面的先进经验。

“消化系统肿瘤在我国属于高发
肿 瘤 ， 易 复 发 、 易 转 移 、 死 亡 率
高，推动消化道肿瘤诊疗精准化，
需 要 多 学 科 、 各 界 人 士 的 多 方 努
力。”大会主席、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教授沈琳介绍，近年来，我国消化
系统肿瘤的基础研究、新药研发、
基因细胞治疗飞速发展，但仍有很
多 尚 未 解 决 的 临 床 问 题 。 在 她 看
来，伴随着基础研究和转化研究的
进步、对肿瘤复杂性的认知越来越
深入，临床医生与基础科学家的深
度交流合作将是未来发展趋势。会
上，沈琳还分享了国内外细胞治疗
最新研究数据，指出细胞治疗有望
成为实体瘤中最具前景的治疗方式
之一，为患者生存带来获益。

本届大会由北京癌症防治学会等
共同主办，中国胃肠肿瘤临床研究协
作组协办，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北京
市肿瘤防治研究所承办。

第十四届北京大学
消化肿瘤大会举行

细胞治疗有望成为实体瘤

中最具前景的治疗方式之一

日前，由国家中医药博物馆主办的“医
暖丝路——‘一带一路’中医药文化展”在
北京举办中医药文化活动，吸引多国驻华使
团、国际媒体以及跨国公司代表近百人到访
参观，感受中医药文化独特魅力。

在活动现场一处展台上，摆放着丁香、
金银花等中药材，展台前的外国友人在工作
人员的帮助下，使用中医传统研磨中药的药
碾子制作中药香囊。在端午五彩手绳制作展
台，海外嘉宾细心挑选喜欢的手绳款式。据
工作人员介绍，五彩绳源于我国古代的五行
观念，有祈福纳吉的美好寓意。

据国家中医药博物馆馆长杨荣臣介绍，
“医暖丝路”2023 年 10 月 16 日开展以来，通
过展览、文化活动、健康讲座等多种形式向
海内外展示了中华传统文化和中医药独特魅
力，吸引了多国驻华使馆外交官、国际媒
体、各界群众参观体验，为中医药海外传播
注入了新动力。

外国友人感受中医药魅力
张亚恒文/图

图为“急诊卒中单元”。 北京天坛医院供图图为“急诊卒中单元”。 北京天坛医院供图

外国友人体验使用药碾子研磨中草药。

在文创线香展台，外国友人细细观赏设计精巧的线香盒。在文创线香展台，外国友人细细观赏设计精巧的线香盒。

外国友人沉浸式体验中医按摩保健服务。外国友人沉浸式体验中医按摩保健服务。外国友人展示亲手制作的中药香囊。外国友人展示亲手制作的中药香囊。

本报北京电（记者熊建） 日前，
由人民网发起，人民日报少年客户
端、人民好医生客户端作为支持平台
的“2024 国民视觉健康科普公益行
动”在北京启动。本次公益行动以

“全民爱眼 共筑‘睛’彩”为主题，
旨在分享眼健康领域的最新研究成
果、临床经验，普及科学、有效的近
视防控策略和方法，为推动形成全社
会共同关注和维护眼健康的良好氛围
贡献智慧与力量。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计量司二
级巡视员王英军表示，近年来，市场
监管总局配合教育部、卫健委等相关
部门共同推进实施《综合防控儿童青
少年近视实施方案》，在突出政策保
障、强化监督检查、加强执法力度、
强化技术支撑等方面扎实推进相关
工作。

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卫
生健康处副处长、一级调研员樊泽民
指出，教育部作为近视防控的牵头单
位，近年来通过印发“1+N”系列政
策文件、建立全国综合防控儿童青少
年近视工作联席会议机制、组织实施
近视防控评议考核、组建国家近视防
控宣讲团、建立全国近视防控宣传教
育月制度、部署报送中小学生视力主
要监测信息、大力推进近视防控改革
试点、构建区域协同发展机制、推介
近视防控科普精品、加强专业人才培
养等 10 项工作，坚定不移地持续推
进中国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

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眼科学与视
觉科学系主任孙兴怀指出，要关注全
生命周期的眼健康，建立完善的眼健
康服务体系，从预防、筛查、诊治到
康复的全程着手建立眼科医、防、康
复相结合的协作机制。同时，要加强
基层和一线医务人员的急救能力培
训，建成有效联动的区域性三级救治
网络。孙兴怀表示，当前我国眼健康
事业还存在服务链分散、模式落后、
研发创新不够等问题，展望未来，随
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眼科医疗将
走向高科技化、专业化、标准化、智
能化、融合化、国际化。

本次公益行动由北京协和医院、
解放军总医院、上海交通大学、复旦
大学上海医学院、温州医科大学、同
仁医院、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北
京大学人民医院、天津市眼科医院、
山东中医药附属眼科医院、兴齐眼
药、北京爱尔眼科、华厦眼科提供公
益支持。

国民视觉健康
科普公益行动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