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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关注｜医视窗

本报讯 （记者 叶真） 肿瘤已成为影
响人类健康的最主要疾病之一。当前，免
疫检查点抑制疗法成为许多肿瘤患者的新
希望。记者近日从南通大学了解到，该校
公共卫生学院本科生团队研究发现，人体
内的金属离子含量将直接影响肿瘤免疫治
疗的敏感性。

“对免疫治疗不敏感的肿瘤被称为免疫
‘冷’肿瘤，相对的则称之为免疫‘热’肿瘤。
对免疫‘冷’肿瘤患者来说，其预后并不好且
免疫治疗的费用昂贵。因此，如何提高免疫
治疗的疗效，如何将‘冷’肿瘤变为‘热’肿瘤，
是实现高效免疫治疗的关键。”团队指导教师
赵新元告诉记者。

南通大学本科生王冯旭、张文逸、王学海
等组成的科研团队在赵新元的指导下，通过
大数据分析和生物信息学手段筛选到了大量
潜在的影响肿瘤免疫的关键分子。团队依托
课题组建立的肿瘤免疫治疗队列人群研究发
现，金属离子含量可以调控多个肿瘤免疫关
键分子和细胞行为学，从而影响免疫关键分
子在肿瘤免疫治疗中的中介效应，使得部分
免疫“冷”肿瘤变成了免疫“热”肿瘤。该项研
究系列成果已发表在多个SCI杂志上。

赵新元表示，这一发现为提高免疫治疗
的疗效和改善患者预后提供了新的思路，为
研究肿瘤免疫的机制和治疗提供了有益的参
考和启示。

南通大学本科生团队研究
发现肿瘤免疫治疗新思路

□ 策划 陆丹丹
本报记者 王甜 实习生 陈艺萱

“日月阳阴两均天，玄鸟不辞桃花寒。”如
今我们迎来了春季的第4个节气——春分。
不负大好春光，最需要做的一件事还是顺时
养生。正如春分这天昼夜均等、阴阳相半一
样，人们也要借助大自然给予的恰当时机，好
好地调养身体，让人体的阴阳处于平衡调和
的状态，真正地拥抱春天、畅享健康。本期
《节气话养生》栏目记者邀请到南京中医药大
学妇科教研室主任、江苏省中医院妇科主任
中医师任青玲，为大家介绍春分时节的健康
养生提示。

“春夏养阳，秋冬养阴。春天是生发的季
节，万物都开始生长了，这个季节的养生也要
顺应自然。春分以后，白天会越来越长，黑夜
会越来越短，在作息上，建议顺应季节，白天
要早起，但晚上睡得也不要太晚。”任青玲介
绍，在饮食也要注意不要过量食用一些辛辣
刺激的东西，“建议多吃一些姜葱这样生发阳
气的食品，这些作为调料和河蚌等寒凉食品
同食，就可以养阳，又不伤阴。”

俗话说“春困秋乏夏打盹”，在春光明媚、
暖意融融的仲春时节，很多人会感觉到特别
容易犯困，为什么“春困”在当下这个时节会
体现得比较明显？我们又应当如何避免经常
犯困？“春困是因为冬季人体‘阴藏’不足，在
要抒发阳气的时候，所需要的物质能量不够
了；其次，如果春季生发过度，也会导致阴血
不足，肝气郁结，也容易犯困。”如何避免犯
困？任青玲给大家提出3条建议。“我们可以
从日常生活上做一些适当的调整。首先我们
可以适当吃一些阴阳双补的东西，像韭菜、香
椿头、枸杞头、马兰头等。另处还可以多晒晒
太阳，借助自然界的力量提升阳气。第三，就
是适当多做一些舒缓放松的运动。”

作为妇科医生，任青玲还提醒女性尤其
要注意养阳，爱美的同时更要爱惜自己的身
体。“不要急着去脱减衣服，春天还是要捂一
捂的。否则容易伤阳，带来妇科的一些疾
病。”

对于春季常见的一些干燥症状，应该怎
样去调理呢？“出现干燥症状的人，体内阴血
一般都是不足的。这个季节我们也可以适当
地吃一些比较滋润的，像梨、百合、莲子等食
物。”此外，这个季节选食品也要避免一些过
于辛辣的，像黄芪、肉桂、党参、西洋参等。

春季其实也是情绪问题多发的一个季
节，中医上叫作“情志病”，比如很多人会容易
出现抑郁、烦躁、易怒等不良情绪，还会由此
导致失眠、头晕等一系列不良反应。“心态的
平和非常重要，但在春季包括抑郁症、焦虑
症、失眠等都特别容易复发，养心在春天也很
重要。”任青玲建议，春季更要潜下心来。“春
季养生，情绪上要乐观，不宜抑郁或发怒，不
要过分劳累，以免加重肝脏负担。有肝脏疾
患的人，要做到心宽、心
静。在繁忙浮躁和充满
诱惑的尘世纷扰下，要
做到‘恬然不动其心’，
就能保持机体内环境的
稳定，防止心理疾病的
发生。”

春色正中分
养生重调和

节气话养生

□ 本报记者 蒋明睿

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微生态医
学科主任医师张发明被称为“中国现代粪菌
移植第一人”，他在粪菌移植领域深耕多年，
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套粪菌智能分离系统，发
明了全新的全结肠植管满足无创重复移植，
提出洗涤菌群移植，并证明其提高安全性的
理论。

何为粪菌移植？粪菌真的能治病？记
者就此进行采访。

小小细菌
对人体健康产生巨大影响

“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医院的一位
65岁女性患者，在外科术后出现了重症
伪膜性肠炎，需要实施洗涤菌群移植。”
设在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的中国
菌群移植平台收到求助信息，通过航空
冷链装载带有移植菌群的救命箱紧急抵
达宁夏，宁夏—南京超过2000公里的连
线，让患者得以被救治。像这样通过异
地菌群移植被救治的患者，截至目前已
经有了上千例。

张发明介绍，洗涤菌群移植是粪菌移
植范畴内的一项新技术。原理就是将健康
人粪便里的菌群，移植到病人肠道里面，希
望能够用这样的方式，来占据有害细菌的
生存空间，从而重建全新的肠道环境，来治
疗疾病。

“其实用粪菌移植治疗菌群失调相关
疾病已经有两千年历史，东晋时期《肘后备
急方》就记载了‘饮粪汁一升，即活’。”随着
现代科技的发展和生活方式的改变，让人
摄入了越来越多的糖分、脂肪、添加剂、农
药和抗生素。人类的疾病谱在过去的几十
年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变，而这正与我们
体内不断变化的细菌息息相关。

全球数据显示，用菌群移植治疗过的
疾病已经超过80种，有艰难梭菌感染、伪
膜性肠炎、放射性肠炎，有在肿瘤治疗过程
当中出现的腹泻，这一技术还为克罗恩病、
溃疡性结肠炎、自闭症、便秘以及糖尿病等
疾病带来了新的机会。

至于患者担忧的粪菌移植安全性问题，
张发明团队总结分析的全球20年粪菌移植
总的不良事件发生率是19%，不良反应的
发生与病情轻重密切相关，严重疾病的患者
发生不良反应的概率更高，另外不良反应还
与实验室技术密切相关。目前包括台湾在
内中国进行粪菌移植的医疗机构有几十家，
国内实时数据显示不良事件发生率为
6%—7%，远低于全球平均水平，这得益于

实验室洗涤粪菌移植技术的应用，更多导致
炎症和毒性反应的物质被洗涤出去后再将
粪菌移植给患者，发热、腹泻、腹痛、出血等
不良反应的发生频次则大幅减少。

深耕11年
要让菌群移植似输血般便利

健康粪菌从何而来？其实和建设血
库有些相似之处。2015 年起，张发明就
和中国工程院院士樊代明等专家共同发
起了“中华粪菌库紧急救援计划”，作为
国家消化系统疾病临床研究中心的核心
项目向全国推广。“希望让菌群移植像输
血一样安全高效，让救命机会平等。”张
发明说。

菌群如何移植？2014年张发明发明
了“经内镜肠道植管术”，这种方式不仅安
全，适合儿童、老人、危重病人，也是一条
最快速的移植通路，“完全无痛苦，全程可

重复”地移植，而且在不需要的时候，还可
以随时随地将它拔出去，符合菌群的生理
逻辑。

张发明记得，2016年江西一个孩子瘦
骨嶙峋，血小板严重减少，常年腹泻感冒。
但在对孩子进行了菌群移植后的三个月，这
一系列问题都逐渐消失。可惜不是所有的
患者和医生都接受这一治疗方法，“受对粪
便中所含病原体的担忧及尊严等因素影响，
很多人对粪菌移植持消极态度。”甚至很多
医生都不知道、不相信、不敢做这项技术。

“我们不能眼睁睁地看着那么多人因为没有
享有这项技术而离开这个世界。如果不去
普及新技术新知识，知识结构的底层建设做
不好做不牢，就不可能把这项救命治病的事
业做好。”

这也正是为何要打造全国首个“人类
菌脉会客厅”的原因，让更多人了解，更多
人受益。

“人类菌脉会客厅”就像一个学习园地，

在这里能知道肠道生态的前世、今生和未来
的发展。樊代明院士表示，菌群研究大有可
为，也逐渐得到了世界的认可，并推广到很
多疾病的治疗。他希望，通过“人类菌脉会
客厅”引领更多人了解菌群，为菌群研究贡
献一份力量。

“由于大众认知度不高，菌群移植仍处
在刚刚起步阶段。”为了行业规范化发展，早
在2019年张发明牵头组织了中国大陆（内
地）、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的专家，共同制定
了专家共识——洗涤菌群移植南京共识，形
成了粪菌移植初步的诊疗规范。后来牵头
制定了中国该领域第一项国家技术标准。

“我们不仅希望为中国，也希望为世界粪菌
移植走向标准化、规范化助力。”

由细菌出发
又一重大计划正式启动

就在“人类菌脉会客厅”揭幕当日，张发
明团队还宣布“营养不良全国整合救治计
划”正式启动。该计划由张发明教授和樊代
明院士共同发起，是国家消化系统疾病临床
医学研究中心的一项新任务。

“别看现在大家生活条件好了，实际上营
养不良的发病率还是非常高。”张发明介绍，
普通的营养不良不难治疗，但难治性的营养
不良一直是医院、患者和社会面临的严重挑
战，有的甚至会导致患者残疾、死亡。“这样的
病人需要我们去发现，需要用最好的医疗资
源来帮助他们。”

张发明说，导致营养不良发生的原因很
多，肠道疾病、肿瘤、精神障碍等很多疾病都可
能导致营养不良，往往这类患者需要整合治疗
手段。张发明团队专注疑难肠病11年，用以
洗涤菌群移植为主的新技术、新概念挽救了大
量的疑难危重症患者。他解释道，因为吃进去
的食物需要细菌加工才能分解为人体内循环
的营养成分，所以需要为这类患者重建健康的
肠道菌群，利用肠道菌群帮助患者实现疾病治
疗效果的最大化。

他提醒，抗生素治疗后出现难治性腹
泻，明确了艰难梭菌感染，肿瘤放疗后出现
放射性肠炎或其他难治性腹泻，都可以考虑
这类治疗新思路。

据了解，救治计划的名称叫“MDT-
HIM营养不良整合救治计划”，直接提供

“全面发现、整合救治、就近就医”的救治措
施。计划旨在改变传统医院内多学科诊疗
（MDT）模式，发展从社会面发现更多需要
帮助的难治性营养不良人群，跨地域整合
宝贵的医疗资源，制定个体化诊疗方案，提
供整合医学（HIM）模式下的核心诊疗
服务。 （视觉中国供图）

国内首个“人类菌脉会客厅”南京落成

粪便中的菌群竟然可以治病救人

□ 本报记者 杨易臻 王甜

3月21日是世界睡眠日，今年的主题是
“良好睡眠，健康之源”。近日，中国社科院社
会学研究所等机构发布了《中国睡眠研究报告
2023》。报告显示，2022年受访者平均睡眠
时长为7.37小时，超过半数受访者睡眠时长
不足8小时，晚睡、浅睡现象显著，民众整体睡
眠质量有待改善。

人的一生中，约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在睡眠
中度过，睡眠早已成为大众广泛关注的健康问
题。新华日报《健康周刊》记者近日走访多位
医生，专家提醒，培养好的睡眠习惯对维护自
身健康至关重要。

睡眠问题，可能源于“心病”

每到“世界睡眠日”前后，社交媒体上睡眠
相关的话题总会火上热搜，包括“失眠患者俱
乐部”“中国超3亿人存在睡眠障碍”“昼夜节
律失调怎么办”……类似话题积累了上亿访问
量，可见“为睡眠所困”的人们不在少数。

在今年“世界睡眠日”这一天，南京鼓楼医
院医学心理科主任医师曹秋云的诊室里一上午
就走进了大约20位求诊者。 除了来复诊开药
的患者，还有几人是第一次因睡眠问题踏进诊
室。“这一年失眠情况比较严重，经常睁眼到三
四点也睡不着。”王女士（化名）遇到睡眠问题已
经有一段时间了，因问题愈发加重，她在家人的
鼓励下来到医院。“遇到什么事会情绪不好？身
体是否有其他地方不舒服？”在曹秋云耐心询问
下，患者将最近的烦恼一一道来：在动过一次手
术后，她常因身体不适而情绪焦躁、冲动，失眠
情况也由此而来……“我只是想美美地、沉沉地
睡个舒服的觉。”王女士无奈地说。

“很多身体上的问题，都是心理问题引起
的。比如失眠，就是抑郁症、焦虑症等心理障碍
的常见表现之一，从个人临床经验来看，焦虑、

抑郁患者伴有失眠症状的比例在70%左右。”曹
秋云介绍，对于求诊者，医生会让他们填写一份
《症状自评量表 SCL90》，对焦虑、抑郁、睡眠障
碍等症状进行自评，“很多人能够发现自己身体
上的症状，但忽略了背后的心理因素。”

睡眠问题引发普遍关注，那么大众追求的
“健康睡眠”应该是什么样的？南京市第一医
院麻醉科副主任医师程浩认为，入睡快、睡眠
深、夜间清醒次数少，一般无梦或少梦，且能在
清醒的时刻保持最佳的身体精神状态，这样就
可以说是拥有健康的睡眠。

“正常的睡眠对保障机体的免疫系统功能
十分重要，长期睡眠剥夺对机体的防御力影响
巨大。”程浩解释，“这是因为夜间正常睡眠可
以促进抗炎因子的分泌，睡眠障碍则导致抗炎
因子分泌的减少，容易发生感染或者慢性炎
症。”程浩介绍，正如许多人在感冒的时候常会
有嗜睡的现象，也是因为充足的睡眠有助于人
们从感染状态中恢复。“睡眠障碍会影响人们
的生活、工作、学习及身心健康，既是医学问
题，也是社会问题，关系到社会的各个方面。”

睡眠障碍患者呈年轻化趋势

睡眠与健康挂钩早已成为常识，“道理都
懂，就是做不到。”这是很多自嘲“报复性熬夜”
的年轻人的解释。近年来，我国睡眠障碍患者
呈现年轻化趋势，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
第六医院院长陆林在2023世界睡眠日讲座上
表示，青少年睡眠障碍发生率已高达26%。

高中生小黄（化名）就是一位被睡眠困扰
的青少年。平时，她在晚上11点左右入睡，但
因学业焦虑的她，竟会在凌晨4点自然醒来，
开始背课文。“不知道怎样才能帮助孩子调整
到一个健康作息。”小黄的父亲心疼地说。

与其他年龄段人群相比，睡眠情况对儿童
青少年免疫力、生长发育、心理与行为发育、学
习质量和日常情绪等各方面都有着更加重要

的影响。《2022中国国民健康睡眠白皮书》中
调研数据显示，小学生、初中生的平均睡眠分
别为7.65小时和7.48小时，而高中生的平均
睡眠仅为6.5小时。虽然教育部在《关于进一
步加强中小学生睡眠管理工作的通知》中明确
了儿童青少年的睡眠时长目标，“小学生、初中
生和高中生的睡眠时长要分别达到10小时、9
小时和8小时”，但现实仍有一定差距，“睡不
够、睡不好”也成为儿童青少年的健康“痛点”。

睡眠不足对儿童青少年有哪些危害？南
京市妇幼保健院副主任医师朱春介绍，睡眠不
足首先会影响体格生长，“孩子长个儿与生长
激素的分泌密切相关。如果孩子出现常常晚
睡、睡眠时间不足等情况，则生长激素不能大
量分泌，会影响长高。”其次还会影响机体免疫
力，经常睡眠不足会出现食欲下降、眩晕、视力
问题等躯体疾病，会导致机体抗病能力下降，
容易呼吸道感染。此外，还会影响心理健康和
学习效率。

如何保障孩子的睡眠质量？朱春建议，家
长要帮助孩子建立良好的睡眠规律，“家长要
固定孩子的就寝时间。晚上睡眠不足用午睡
补的做法是不科学的。”另外，为孩子创造良好
的睡眠环境也很重要。

及时干预拯救“睡眠困境”

大众对睡眠的关注愈发高涨，还让不少人
将目光转向助眠产品，催生出与睡眠相关的产
业。《2022线上睡眠消费报告》指出，助眠消费需
求迅猛增加，助眠类产品的线上成交金额持续
上升，在年轻人中，褪黑素、蒸汽眼罩、香薰精油、
助眠枕头已成为入睡“标配”，就算是银发一族，
也对助眠的按摩器材和中药食补跃跃欲试。

当助眠产品无法满足需求时，专业的医疗
手段是睡眠障碍人群的安眠辅助。对于失眠
问题，及时干预可以让患者得到良好的恢复。
曹秋云介绍，如果偶尔失眠，且患者有自我调

整的意愿，可以试着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保
持规律的生活，并且每天进行适当运动，睡前
听些轻松音乐。如果不能缓解，应及时到专科
医院就诊。

除常规的药物治疗之外，如今治疗睡眠还
有多种创新方式，包括物理治疗如经颅磁刺
激、迷走神经刺激，认知行为治疗如调整睡眠
节律、增加睡眠动力，心理治疗和中医治疗。
去年，南京市第一医院就专门开设了麻醉睡眠
门诊，运用麻醉药物来治疗失眠。

记者在该院麻醉睡眠门诊见到了一位51
岁的患者，从30多岁开始失眠，一直需要依靠
药物，不吃药就整夜睡不着。“两种药，每一种
每晚吃一颗，有十几二十年了，吃了药睡眠质
量也不好，似睡非睡，感觉没睡着，什么事都知
道，第二天昏昏沉沉的。”经过麻醉睡眠门诊医
生评估，这位患者属于顽固性失眠，适合接受
麻醉诱导睡眠疗法。这一疗法，是运用麻醉药
物诱导出自然的睡眠状态，帮助患者恢复自然
睡眠周期。

程浩介绍，一般睡眠障碍人群，比如通过
自我调节、少量药物辅助或者心理疏导就能改
善的，不建议使用麻醉诱导睡眠疗法。这一疗
法主要用于治疗顽固性失眠患者，包括安眠药
成瘾的，每天需要靠大量安眠药入睡；或者吃
了安眠药以后睡眠依然不好的患者。目前，上
海、浙江等地医院都有开展，总体观察来看，不
少病人的睡眠有了改善。“总体来看70%到
80%的病人是有明显效果的，镇静安眠药的使
用量有大幅度下降，睡眠时间至少能达到5到
6个小时左右。”

“目前社会上还存在对心理问题的一些误
解甚至歧视，导致出现相关问题的人群产生

‘病耻感’。”曹秋云说，当睡眠问题等症状影响
到正常生活，包括社交、工作效率的时候，还是
建议患者迈出勇敢一步，为自己的身心健康寻
求医生专业的帮助。

昨天是世界睡眠日，中国超3亿人有睡眠障碍

及时干预，逃出“睡眠困境”

人类的身体约有1000种细菌，人体内细菌的总数超过40万亿
个，如此庞大数量的细菌主要存在于大肠，对人体的免疫、神经和代
谢功能起着调节作用。近日，国内首个专门介绍人类与微生物之间
关系的展厅——“人类菌脉会客厅”在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落
成，旨在帮助公众了解细菌等微生物与健康的密切关系，为更多疾病
提供新的治疗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