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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近日授予一款在
研的布鲁顿氏酪氨酸激酶 （BTK） 抑制剂赞布替尼 （za-
nubrutinib） 突破性疗法认定，用于治疗先前接受至少一
次疗法的成年套细胞淋巴瘤患者。这是由百济神州自主
研发的新型BTK抑制剂，是第一个在FDA获得突破性疗
法认定的中国自主研发抗癌新药，也是中国大陆首个获
得FDA突破性疗法认定的新药。这项认定的授予，标志
着中国创新药在走向全球的进程中迈出重要一步。

据介绍，这款BTK抑制剂诞生于百济神州位于北京昌
平生命科学园的研发中心，药物的设计旨在最大化对BTK
靶点的特异性结合率，同时最大程度地减少脱靶效应。

2018 年 8 月和 10 月，百济神州先后向中国国家药品
监督管理局递交了针对治疗复发或难治性套细胞淋巴瘤
与复发难治性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小淋巴细胞淋巴瘤的
新药上市申请，两项申请目前均已被药品审评中心纳入
优先审评通道，有望于年内在中国首发上市。

本次赞布替尼获得突破性疗法认定，得益于其此前
在一系列临床试验中展现的疗效，包括在套细胞淋巴瘤
等多种B细胞恶性肿瘤中取得的良好数据。

据悉，百济神州正在针对套细胞淋巴瘤、华氏巨球
蛋白血症等多个适应证开展广泛的临床研究，包括七项
在全球范围或中国进行的3期或关键性临床试验，全球范
围内已有超过1300位患者接受了赞布替尼治疗。

张之文，成都中医药大学教授，当
代全国著名温病学专家，首届全国名中
医。1937年2月，张之文出生于四川省大
竹县，1957 年考入成都中医药大学医疗
系，师承蜀中名医李斯炽、吴棹仙等
人。1963 年毕业留校工作至今，其致力
于温病研究，发展瘟疫治疗体系，学术
造诣深广。

与时俱进 传承发展

张之文在全面梳理温病学的流派传
承后提出，将温病学派四分法，即核心
学派、温疫学派、伤寒学派和兼融学
派，并对各学派主要医家的学术思想进
行了深刻阐述，厘清了温病学派传承发
展的脉络，为后学推进温病学研究指明
了门径。

张之文还倡导建立中医感染病学，
与时俱进地将传统温病学理论与现代感
染病学接轨。2004 年，为总结中医药防
治感染性疾病的最新成果，他首次以

“中医感染病学”冠名，主编出版感染病
中医专著 《现代中医感染性疾病学》，扩
展了温病学研究领域，又突出了温病学
新特色。

关注温疫 献计献策

张之文多年来潜心研究温疫学，他
首倡温疫学说，将瘟疫分为五类，即湿

热疫、暑热疫、温热疫、寒疫和杂疫，
构建中医疫病理论体系，弥补了传统温
病理论研究的不足，奠定了学界对温疫
研究的基础。他以温疫学说思想指导急
性传染病的防治，为中医药防治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献计献策。2001 年，张之文
发表论文“温病学面临的挑战及其对
策”，在全国较早提出要充分运用温疫理
论防治突发公共卫生事件。2003 年“非
典”期间，他作为四川省“非典”中医
防治专家，参与四川省中医药防治非典
方案的起草与修订，并就如何发挥中医
优势在农村预防“非典”提出倡议，为
全国防治“非典”献言献策。2005 年，
四川省突发人感染猪链球菌病，作为四
川省中医防治专家组组长，他亲临疫区
指导诊治。2006 年，他将瘟疫学说作为
一门学科加以建设，在成都中医药大学
开设瘟疫学课程，主编教材 《瘟疫学新
编》。2008年“5·12”汶川地震后，他参
与灾后防疫方案的制定，指导中医药灾
后防疫工作的开展。成都中医药大学及
附属医院，先后在安县、彭州、平武、
芦山等地熬大锅汤药，开展中医药灾后
防疫，使当地无一例灾后传染病发生。
当年他被成都中医药大学授予“抗震救
灾先进个人”荣誉称号。他还多次受邀
赴台湾长庚大学，指导台湾流行性肠病
毒 （手足征） 治疗。他关于温疫学派的
研究成果已被纳入“十二五”和“十三
五”规划教材，对现代温病学理论的发

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矢志临床 栽培后辈

张之文工作在临床一线近 60 年，如
今，年逾八旬仍坚持每周 3 个半天门诊，
深受患者好评。

学高为师，身正为范。张之文很早
就在全国主办温病师资班，并为全军温
病学习班、全国急症学习班主讲温病
学，培养了一大批当今温病学学术带头
人，并多次应邀赴德国、瑞士、日本、
法国等地讲学。听过他讲课的人都有一
个共同感受：张老师博古通今，言简意

赅，对于经典原文往往信手拈来，出口
成章。张之文毫无保留地将自己所掌握
的知识传给后人，他曾感叹：“梦里春回
旧讲堂，古今驰骋继岐黄；老残未废心
犹热，吐尽余丝倾九肠。”

每逢教师节，他都会收到众多学生
发来的感谢与祝福，他说：“频频来短
信，字字动情真；医道传承苦，杏林培
植辛；耕书秉残烛，举盏润枯唇；假我
延年寿，筑坛添火薪。”

学界称张之文：传承叶吴，发扬又
可，精研温病，学界翘楚。为师，桃李
满天，大树根深；为学，温病大家，同
行称道；为医，仁济众生，佛手仙心。

你的腿上有“浮脚筋”吗？所谓“浮脚筋”，就是下
肢一些血管突出皮肤的表面，看起来像蚯蚓一样，弯弯
曲曲，疙疙瘩瘩，很不美观。其实，这是“美腿杀
手”——下肢静脉曲张在作怪！

首都医科大学三博脑科医院疼痛科主任顾柯提醒，
静脉曲张如果不及早治疗，病情就会加重，出现下肢肿
胀、疼痛、疲乏、皮肤色素沉着等症状……严重影响患
者的生活质量。

久站族易诱发静脉曲张

在酒店前台工作的49岁周女士 （化名），1年前右腿
患上了静脉曲张。起初周女士以为是皮肤病，用了各种
药治了半年多，却不见好，疼痛也越来越严重。这是怎
么回事呢？

顾柯说，下肢静脉曲张是一组由于大隐静脉瓣膜功
能不全、静脉阻塞、小腿肌肉泵功能不全导致的下肢血
液倒灌、回流受阻所致浅静脉曲张、静脉高压、皮肤微
循环障碍的综合征。人体的静脉中有一种叫“静脉瓣
膜”的东西，好像一个单向开放的闸门。人体的下肢静
脉血流是从下往上流动的，当血液流动时，静脉瓣膜开
放，血流通过。人体的下肢静脉血流通过后，因为重力
等原因，血流往往会朝下返流，这个时候，静脉瓣膜就
会及时关闭，防止静脉血流的返流。但是，如果静脉瓣
膜损坏或功能不全时，当静脉血流朝下返流时，静脉瓣
膜就不能及时关闭。一旦返流发生，在血液重力的作用

下，就会造成下肢静脉管壁变薄，出现静脉曲张。
一些外在因素会造成下肢动脉内压持久升高，如长

期站立、慢性咳嗽、干重体力活、怀孕、长期便秘等都
可使静脉内压力增高，进一步加剧血液对静脉壁的压
力，并在外观表现为下肢静脉扩张，迂曲，隆起，也就
是常见的“青筋腿”“浮脚筋”。女性往往比男性更易患
此病，患病年龄大都在30～70岁之间。

静脉曲张与职业、生活习惯等密切相关，如教师、
营业员、外科医生、边防战士、建筑工人、服务人员以
及很多需要长久站立的劳动者，都属于下肢静脉曲张疾
病的高发人群。

早诊早治效果好

在很多人的观念中，静脉曲张更多的是影响美观。
但专家表示，静脉曲张的发展因人而异，有的人“底子
好”，静脉曲张发展不快；而有的人随着退休和生活习惯
的调整，使静脉曲张的发展有所缓解。但当静脉曲张发
展到后期，不少患者下肢皮肤会因血液循环不畅而呈现
黑色，还会出现脱屑、瘙痒、湿疹、溃烂坏死、破裂出
血甚至形成静脉血栓等并发症。

对于已患静脉曲张症的人，由于静脉已经处于疾病
状态，必须通过治疗才能改善，否则病情会继续发展。
由于下肢静脉曲张早期除了影响外观外，并无其他症状
及疼痛，因此并不会引起足够的重视，总想“等等看”。
实际上，静脉曲张症患者如不及早进行治疗，病情就会

加重，此时，静脉就像蚯蚓般爬满大小腿甚至膨胀凸
出，这时就算穿上袜子都遮掩不住。严重时还会出现湿
疹、溃疡、静脉炎甚至静脉破裂出血。所以不建议拖延
治疗。

下肢静脉曲张是一种逐步进展的疾病，早期静脉曲
张虽然症状并不严重，但也正是治疗的最佳时机。到晚期
时治疗的难度大、风险高，需要联合多种手术治疗才能凑
效。临床上许多静脉曲张患者会选择“一切了之”，传统的
手术方式需要在全身或半身麻醉的条件下开刀手术，将出
问题的血管取出，又称剥脱结扎术，手术创伤较大，同时还
容易复发。顾柯用拿手的顾氏针法给周女士带来新的选
择，困扰其多年的“烂腿”终于变“好腿”了。

“顾氏针法”是顾柯领衔的医疗团队创新地将国际上
先进的肌触点止痛术和传统针灸针法相结合，用来治疗
静脉曲张，患者不住院、不输液、不需换药拆线，术后
即可行走出院。这种治疗方法显著减少了患者手术的痛
苦，更迎合现代人对美观的需求。

顾氏针法以西医人体解剖学 （肌触点的分布） 为基
础，中医针灸技法为技，从患者的症状出发，在相应的
肌肉筋膜上找到结节点 （结节点可能不止一个），用针灸
针将结节点打开，恢复小腿的肌肉泵释放的挤压力和损
伤筋膜内的组织张力，以防止血液倒流，同时静脉血管
就像抽水泵一样将积存在处于曲张状态的静脉中的血液
往心脏方面提供。此外，由于局部微循环的加快，使曲
张静脉的新陈代谢也加快，静脉的血液循环也能较快恢
复正常。

“呼吸研究院”落户中日医院

本报电（仇玉青） 中国医学科学院呼吸病学研究院
（简称“呼吸研究院”） 成立仪式近日在北京中日医院举
行，标志着中国呼吸病学领域又一国家级研究基地正式
建立。

据介绍，呼吸研究院成立之后，其主要任务是围绕
国家需求和国际前沿，依据中国医科院的规划和要求，
凝练科学问题，突出重点、特色，开展呼吸领域的重大
基础理论、关键共性技术与转化医学研究等；开展呼吸
领域前沿趋势战略研究；开展科技资源建设与共享应
用；开展呼吸领域人才培养并承担相关教学任务。

“言温论疫”张之文
郑秀丽

3类人要注意静脉曲张

静脉曲张在生活中很常见，当你看到有的人腿上皮肤不
对劲，出现了很多突出来的青筋，就可能跟静脉曲张相关
了，轻则会影响腿部皮肤的美观，如果病情发展下去，还容
易影响到人们日常的走路，给下肢的血管造成伤害。

专家提醒，一旦当腿部出现不适，尤其是在走路的时
候，有乏力的感觉或者是感觉皮肤出现了瘙痒，说明症状出
现了明显的加重，需要高度重视。特别是以下三类人群：

肥胖群体。体型属于肥胖的人，往往血管的能力要比正
常体重的人群差，还会因为体内积攒的脂肪过多，增加各种
疾病的发生危险。再加上一些肥胖的人不喜欢运动，造成机
体的整个基础代谢率下降，血流不畅。

中老年人。相关的研究发现，随着人们年龄不断增长，
患上静脉曲张的概率也会增加。所以中老年人要注意每天的
运动，如果工作比较忙，可以利用零星时间进行运动。

久坐、久站、久卧的群体。这类人群往往下肢血液流通
不畅，长期不变换姿势，会增加静脉曲张的发生。

中国自主研发抗癌新药
首获FDA突破性疗法认定

珏 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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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妙招预防静脉曲张

远离疾病，重在预防。静脉曲张具有一定
的遗传性，所以如果有静脉曲张家族遗传史的
人，在日常生活中应避免久坐久站，选择工作
时也应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恰当选择。

1.避免长时间站立，工作需要时应每隔几分
钟交换一下支撑腿，常做抬腿和勾脚运动，促
进血液的循环。

2.静坐时双腿平行，不要将双腿交叉，每隔
40分钟就起立活动一下。

3.经常锻炼，多去散步，增强腿部力量，养
成一日数次躺下将腿抬高，高过心脏的姿势，
可促进腿部静脉血液循环。

4.保持正常体重，体重过重会使腿部静脉负
担增加。

5.平时不要提重物过久，不要束腰过紧。
6.多吃富含纤维的食物和水果，防止便秘。

“美腿杀手”—静脉曲张
钱宇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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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安“院士论健”聚力健康中国

本报电（王艳萍） 首届“雄安院士论健”暨推进健
康中国建设峰会近日在雄安新区举行。由王陇德院士领
衔的30余位医卫健康领域院士、专家学者与会。

本次“论健”主要聚焦“健康”，围绕“汇聚高端智
力，建设健康雄安”的主题，从国家战略、大数据、精
准医疗、慢病防控、医药创新、人才发展和健康产业等
角度，探讨、交流健康中国、健康城市及健康雄安等系
列议题。会议期间还举行了“雄安院士论健”公益讲坛
揭牌仪式，同时还启动了“健康医学教育资源库”。

由于中药特殊的发展历史、科学体系和行业要求，
长期以来，大部分中药说明书存在着“尚不明确”的表
述。在当前国家高度重视中医药，推进实施国家中药大
品种战略的背景下，中药说明书的修订和完善是大势所
趋。日前，江苏省药学会就此召开专家专题研讨会。

与会者认为，国家药监局对中药说明书的修订，是
贯彻落实国家中医药政策的必要举措，是对中医药发展
高度重视的体现，也是为中药大品种培育和发展奠定了
基础。

江苏省药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袁东海说，修订中
药说明书，是国家对药品使用更严格和规范化的一种约
束行为。

江苏省中医院药学部主任姚毅说，2017年国家药品
不良反应监测报告 142.9 万份，其中中药不良反应占比
16.1%，比例较低。

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药剂专家游一中举例说，蒲地
蓝消炎口服液不良反应很低，并不意味着它没有副作
用，而是说只要在医生、药师的指导下服用，其安全性
是值得信任的。

东部战区南京总医院儿科主任夏正坤强调，要仔细
研究国家药监局关于说明书修订的内容，药品说明书修
订中并没有儿童“慎用”或“禁用”等条款，家长因此
不必担心儿童用药的安全性。

修订中药说明书
让用药更安全

杨春慧

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将推出三项“工程”

本报电（韩冬野） 我国大陆首家与台湾合作建设的
公立医院——北京清华长庚医院 2019 年进入运营的第 5
年。近日，医院执行院长董家鸿表示，经过4年的发展，
医院已完成一期综合学科体系的构建，一期1000张病床
已经开满，占床率达到 95%以上，医院将于 2019 年启动
二期工程建设，并在清华大学人事制度改革确定临床医
学教师队伍建设制度后，再次面向海内外发出“人才召
集令”。

北京清华长庚医院自开院即借鉴台湾长庚纪念医院
的管理经验与运营模式，推行具有创新性和借鉴性的改
革举措，2019年将继续推行改善医疗服务行动计划，让
患者就医更有获得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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