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月 24 日下午，复旦大学细

胞免疫治疗临床研究中心工作

专题会在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

举行。会上，复旦大学细胞免疫

治疗临床研究中心与重庆国际

免 疫 研 究 院 签 署 战 略 合 作 协

议。中国工程院院士、重庆国际

免疫研究院首席科学家吴玉章

受聘复旦大学细胞免疫治疗研

究中心“首席科学家”。

吴玉章，复旦大学党委副书

记、上海医学院党委书记袁正宏，

华山医院院长毛颖、副院长钦伦

秀，浦东医院院长余波，重庆国际

免疫研究院首席运营官刘洋见证

签约。浦东医院副院长余明华和

重庆国际免疫研究院执行院长赵

婷婷代表双方签约。

生物医药产业是关系国计

民生和国家安全的战略性新兴

产业。上海积极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提出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将生物医药产业确定为重点发

展的三大先导产业之一。《上海

市促进基因治疗科技创新与产

业 发 展 行 动 方 案（2023-2025

年）》中明确指出，要推动基因治

疗与细胞治疗协同发展，倾力打

造生物医药科技创新的“核爆

点”与产业发展的“集聚区”。

复旦大学细胞免疫治疗临

床研究中心是学校在生物医药

领域的一项重要的战略布局。

复旦大学和复旦大学上海医学

院始终聚焦生命科学和医学领

域前沿，把服务国家和区域发展

放在首位，在细胞与基因治疗领

域布局与攻关，尤其在基因编

辑、细胞治疗技术及免疫治疗等

多个方向上取得了一系列科研

成果。此次双方签署战略合作

协议，共襄复旦大学细胞免疫治

疗临床研究中心发展，将为学校

在细胞及基因治疗领域的科研

创新注入强大新动力。

复旦大学细胞免疫治疗临

床研究中心于2023年7月成立，

挂靠附属浦东医院，依托和整合

附属华山医院等多家医院、院系

所以及浦东细胞与基因治疗领

域头部企业的相关专家力量，促

进跨学科交叉融合，形成强大合

力，共同研发、转化创新性的细

胞免疫治疗策略，致力于为广大

肿瘤、自身免疫性疾病等患者提

供更好的健康服务。中心与张

江细胞治疗头部企业开展了一

系列合作研究，逐渐在细胞免疫

治疗临床研究方面形成特色，努

力打造细胞免疫治疗领域医产

融合、产教融合的典范。

重庆国际免疫研究院是重

庆市政府发起的公益性、新机

制、新业态新型高端研究机构，

是国内最先设立的免疫学研究

院，研究院定位“国内顶尖、国际

一流”，致力于建成全新机制的

国内顶尖免疫研究院和具有较

大国际影响力的免疫成果转化

平台。 来源：浦东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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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健康

复旦与重庆签约合作，推进细胞与基因治疗

为服务健康中国和乡村振

兴战略，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

院第15批援滇医疗队神经外科

成员在大力开展医疗帮扶的同

时，积极发挥专业特色，联合深

圳大学神经语言学实验室团队

在云南丘北开展少数民族儿童

语言障碍筛查与矫正公益服

务，为教育强国和文化强国建

设贡献力量。

抽丝剥茧做手术

50 多岁的杜阿姨头痛多

年，最近因为症状加重，至云南

省文山州丘北县人民医院神经

外科就诊。经过华山医院第15

批援滇医疗队队员、神经外科

冯睿博士的接诊，进行了磁共

振等检查，发现杜阿姨颅底、脑

干区长了一个巨大肿瘤，血供

丰富，并且脑干已明显受压变

形，如果不早点治疗，肿瘤会越

长越大，直到脑功能无法代偿，

出现偏瘫、眩晕、呛咳等严重症

状，甚至昏迷，危及生命。

4 月 10 日，正值壮族传统

节日“三月三”前夕，节日气氛

浓烈。然而此时，在完成全脑

DSA 等充分的术前准备后，上

午10点，由冯睿医生主刀、付志

为医生为一助，杨芳护士辅助，

麻醉科等多学科团队支持，在

无脑压板牵拉的显微操作技术

下，充分显露肿瘤，逐步进行切

除。由于肿瘤与脑干和颅神经

粘连极紧，切除肿瘤时多次出

现心率骤降，需要医生“抽丝剥

茧”般的耐心和“处变不惊”的

定力。最终，历史6小时肿瘤被

全部切除，颅神经、脑干功能和

解剖结构均保存完好。

在团队的精诚合作下，手

术顺利完成，杜阿姨在手术室

内即复苏、恢复神志，气管插管

保留至第二天拔除，第三天杜

阿姨可以下床活动，接受床旁

康复治疗。术后磁共振复查提

示，肿瘤全切除，脑干无缺血表

现。不仅颅内的“定时炸弹”被

成功拆除，杜阿姨也终于告别

了多年的头痛问题，回归正常

的生活。

华山医院第 15 批援滇医

疗队于今年 1 月入驻丘北，神

经外科在国家神经疾病医学

中心、华山医院大本营的支持

下已在丘北县医院开展多项

新手术（或技术）。医疗队还

借助实际病例，开展多学科讨

论、教学讲座、教学查房等，提

升了当地医生的理论和实践

能力。

医教携手助语言

丘北县位于云南省文山壮

族苗族自治州，62.52%的人口

为少数民族，复杂的语言环境

对当地儿童的语言发育构成了

明显的挑战。冯睿主要研究语

言障碍神经功能，与深圳大学

神经语言实验室负责人陆烁教

授长期致力于文-医交叉科研

攻关，前期已经在深度交叉合

作的基础上，产出了一系列神

经语言学国际前沿研究论文、

国家专利以及国家级课题。

在关注到少数民族儿童语

言发育障碍这一紧迫的社会需

求后，今年3月，冯睿联合丘北

县人民医院神经外科、深圳大

学神经语言学实验中心陆烁教

授团队，走进丘北县第一小学

校，开展了大规模学龄儿童读

写障碍精准筛查服务活动。联

合团队为该校逾3000名学生完

成了读写能力行为评估，疑似

读写能力滞后的逾400名儿童

获得了更为科学精准的神经功

能发育筛查。

后 续 ，团 队 将 为 疑 似 语

言发育滞后的儿童出具详细

的评估报告，并为学校、家庭

提 供 针 对 性 的 障 碍 矫 正 建

议。此次公益活动将最前沿

的临床、科研技术“空投”丘

北，是对国家语委“精准科

技推普，助力乡村振兴”总方

针的创新性实践，活动被《人

民日报》等多家权威主流媒

体报道。 来源：附属华山医院

援滇发挥专业所长，关爱少数民族儿童

千里援医

陈 灏 珠 院 士 曾 说 过 ，医

疗帮扶项目“不但要授人以

鱼，更要授人以渔；要像人体

的心脏那样把带着氧气的血

液输送到各个角落，形成一

个贫有所医、医有所长的正

循环”。秉承院士遗志，传承

院士精神，4 月 27 日在复旦

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心内科副

主任周达新教授和陈灏珠院

士医学发展专项基金主任陈

芸的带领下，中山医院的专

家团队利用五一前最后一个

休息日奔赴江西赣州，以一

场前所未有的医疗帮扶“组

合拳”献礼陈灏珠院士一百

周年诞辰。

“心·肝宝贝”救助破百例

在中山医院陈灏珠院士、

樊嘉院士、葛均波院士的共

同倡导下，“心·肝宝贝”医疗

公益救助项目自 2017 年启动

以来，已经跨越千山万水，与

云南、西藏、青海、四川大凉

山等地的医院紧密合作，在

黄奕聪慈善基金会的鼎力支

持下，为那些生活在边远地

区、因经济困难而无法承担

手术费用的患者送去了希望

的曙光。

4 月 27 日，这一医疗公益

项目正式落地江西赣州，与赣

州市人民医院开展深度合作，

为更多家庭困难的患者带来

了医疗救治的机会，也为沪赣

两地的医疗帮扶注入了新的

活力。

启动仪式结束后，中山医

院周达新专家团队与赣州市

人民医院罗骏专家团队紧密

配合，共同为一位先心病患儿

实施了免费手术救治。这位

幸运的小患者，也是“心·肝宝

贝 ”项 目 救 助 的 第 100 位 病

人，其中包括 82 位心脏病患

者和18位肝脏疾病患者。

自 2019 年 起 ，中 山 医 院

秉持着深厚的社会责任感，

积极支持并推动“沪赣心血

管内科新进展培训班”与“心

血管介入诊疗规范化培训带

教 进 修 班 ”两 大 项 目 的 实

施 。 先 后 为 江 西 省 培 养 了

153 名基层心血管内科医务

人员和 3 组心脏介入手术团

队，他们成为当地医疗事业

的中坚力量，为百姓健康保

驾护航。

在此次面对面的交流中，

中山医院与赣州市人民医院

的专家团队携手合作，共同策

划了一场高规格、高水平的

“沪赣结构性心脏病公益培训

班”。培训班特别设立了心超

分会场，吸引了来自赣州市各

市、区、县及周边地区医疗机

构的心血管内科、神经内科、

普通内科、儿科、超声科等相

关科室近三百名医护人员的

踊跃参与。

时隔80载，“重走院士路”

八十载岁月流转，一段历

史佳话重燃。1944 年，湖南

长沙沦陷，日军铁蹄逼近江

西中部。当时，正于江西永

新县求学的青年陈灏珠，刚

读完大一，便随着国立中正

医学院辗转至江西赣州。在

日军的层层封锁下，他与同

学们取水道，历经赣江“十八

险滩”的考验，以文天祥《过

零丁洋》中的诗句自勉，最终

平安抵达唐江镇。

为缅怀这位医学泰斗，传

承其不忘初心、勤勉刻苦、立

志从医的精神，中山医院与赣

州市人民医院携手组成联合

专家团队，27 日再次踏上唐江

镇的“院士路”，开展“重走院

士路，善医乡村行”的义诊与

科普活动。

尽 管 当 日 天 气 炎 热 ，但

群众热情不减，前来就诊的

患者络绎不绝。专家们耐心

倾听、细心诊断，先后为众多

患 者 提 供 了 专 业 的 医 疗 服

务，赢得了当地百姓的广泛

赞誉。

据悉，在上海信托“上善”

系列慈善信托的支持下，该项

目已先后赴永新县、南昌、赣

州、于都县、景德镇、浮梁县、

兴国县等地，开展了多场义诊

及带教活动，为当地百姓送去

了优质的医疗资源，极大地方

便了群众就医。此次唐江之

行，不仅是这一系列的延续，

更是对陈灏珠院士医学精神

的再次弘扬。

来源：附属中山医院

医疗帮扶“组合拳”助力赣州医学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