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 月 28 日，复旦大学附属中

山医院葛均波院士团队与新疆

喀什地区第二人民医院（下文简

称：喀什二院）借助 5G 技术，跨

越5200公里，成功实施了全球最

远距离的远程泛血管介入机器

人辅助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

（PCI）手术。此次手术的成功，

标志着5G超远程医疗与血管介

入机器人技术结合迈出了重要

一步，成为行业发展的重要里程

碑。

新疆喀什作为欧亚大陆的

重要枢纽，在“一带一路”建设中

扮演关键角色。自2010年起，葛

均波院士团队便与喀什二院紧

密合作，共同分享前沿技术与先

进理念，致力于优质医疗资源的

深度下沉。近日，喀什二院在线

上会诊中介绍了一则病例：一位

53岁维吾尔族患者，一个月前因

急性下壁心肌梗死接受右冠状

动脉支架植入术，但近期又因胸

痛再次入院。为此，喀什二院通

过我院援疆专家陈庆兴积极寻

求医疗援助，以期为患者提供更

为精准有效的治疗方案。

幸运的是，近期葛院士团队

联合研究机构研发的远程精准

操控的泛血管介入手术机器人

系统，已在喀什二院完成过多次

演练。葛院士带领团队在反复

研读患者病例资料后，认为患者

的病情可以利用远程血管介入

机器人进行手术。在复旦大学

附属中山医院宋振举副院长，新

疆喀什地区第二人民医院陈尉

华院长及心内科陈庆兴主任的

协调下，5月28日，经两院充分的

术前准备并经伦理委员会批准，

葛均波院士带领沈雳主任医师、

裴志强副主任医师、王瑞住院医

师携手喀什二院心内科团队成

功为患者实施了手术。

术中，喀什二院的心内科团队

首先为患者建立了股动脉通路，并

行冠脉造影，结果显示左前降支中

段有85%的严重狭窄，且狭窄位于

血管分岔路口且紧邻心肌桥。此

外，左回旋支中段近乎闭塞，血管

细窄且迂曲，病变弥漫。

紧接着，葛院士于上海远程

操控血管介入机器人，将指引导

管送至左冠脉开口，操控主支导

丝和分支血管保护导丝通过狭

窄病变送至前降支和对角支血

管远端建立轨道，利用介入机器

人的微速调整功能，巧妙避开心

肌桥，精准定位并释放 1 枚支

架。在成功处理患者左前降支

病变后，葛院士通过搓捻机械操

纵杆，远程精细调整导丝“进攻”

方向，顺利通过左回旋支次全闭

塞病变，因血管相对细小且病变

弥漫，葛院士采用单纯球囊扩张

术，术后几乎无残余狭窄，避免

了支架的植入。在两院团队的

紧密协作下，2小时不到，手术便

顺利完成。手术中，葛均波院士

对每个操作细节都进行了同步

的细致讲解，为两地手术团队传

授了宝贵的经验。

葛均波院士指出，冠心病为

我国一大健康威胁，患病人数高

达1139万。近年来，冠心病死亡

率持续上升，农村地区尤为显

著 。 经 皮 冠 状 动 脉 介 入 治 疗

（PCI）是冠心病主要治疗方式，

但随着患者数量的增加，如何更

有效地利用医疗资源，提高治疗

效率和质量，成为医疗行业亟待

解决的问题。此次沪喀心血管

介入手术“零距离”的成功实施，

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新的思

路和方案。通过智能血管介入

机器人与现代通讯技术的结合，

跨越地域限制，融合多地技术与

理念，能让更多的冠心病患者享

受到同质化高水平医疗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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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5200公里，成功实施远程冠脉介入手术

5 月 28 日上午，复旦大学上

海医学院与香港中文大学医学

院合作谅解备忘录（MOU）签约

仪式在复旦大学逸夫楼举行。

两校将共同推动医学领域的创

新与发展，在医学教育、科研及

公共卫生领域携手开启深度合

作的新篇章。

复旦大学校长、复旦大学上

海医学院院长金力与香港中文

大学医学院院长赵伟仁代表双

方签署合作备忘录并致辞。复

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副院长吴凡

主持签约仪式。

此次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涵

盖教学、科研和医疗等多个合作

领域，两校将从各自的优势学科

领域入手，推动多层次、多种形

式的师生交流和科研合作，实现

资源共享、优势互补。

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与香

港中文大学医学院友谊深厚、成

果丰硕。金力对港中大医学院

代表团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

他表示，复旦大学始终致力于基

础研究，坚定实施全球发展战

略；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拥有一

流的师资队伍、先进的科研设施

以及众多在国际医学领域的知

名研究项目；港中大医学院则通

过世界一流的教学和研究，在医

学 多 个 领 域 取 得 了 卓 越 的 成

就。金力回顾了两校二十多年

来坚实的合作基础，期待双方通

过医学教育和科研的深度融合，

共同提升两校的国际影响力，助

力沪港两地发展，为国家战略科

技创新贡献力量。

赵伟仁表示，复旦大学上

海医学院与香港中文大学医学

院的强强联合意义重大，此次

签约将为两校紧密合作进一步

奠定基础。未来，双方将在医

学学术交流、科研合作、人才培

养等领域开展更广泛、更深入

的合作。他相信，在双方的共

同努力下，两校将在合作中发

挥专业知识技能，创建人才培

养品牌，推动创新医疗研究，在

各个领域互相赋能、共同进步，

促进沪港两地繁荣，为国家发

展做出贡献。

随后，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

与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战略合

作交流会议举行，双方代表团就

合作具体落地内容进行了交流

讨论。会后，香港中文大学医学

院代表团前往复旦大学附属中

山医院参访。

文/彭世雯孙芯芸

复旦上医与港中大医学院签约合作

本报讯 5月25日下午，复旦

大学学术报告专场“2024上海医学

论坛”在第二届中国罕见病科研及

转化医学大会期间召开。会上，复

旦大学医学遗传研究院与复旦大

学医学遗传研究院罕见病研究所

（下文简称：医学遗传研究院、罕见

病研究所）正式揭牌成立。

复 旦 大 学 上 海 医 学 院 教

授、国家儿童医学中心复旦大

学附属儿科医院医学遗传中心

主任黄涛生担任医学遗传研究

院院长，详细介绍了复旦大学

医学遗传研究院的成立初衷及

未来规划。医学遗传研究院从

事遗传性疾病的前沿研究，目

前，已经引进了 6 位国际顶尖

PI，同时还有 50 余位兼职 PI。

研究院将采取“哑铃式”发展模

式，连接顶尖科研人员与临床

医生，推动基础研究向临床转

化，提升国际影响力。

罕见病医学遗传研究是在

罕见病方面的重要探索与尝试，

罕见病研究所挂靠复旦大学附

属儿科医院，由国家儿童医学中

心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院长、

中华医学会儿科分会罕见病学

组组长、中国医院协会罕见病分

会副主任委员王艺兼任所长。

此次医学遗传研究院和罕

见病研究所的成立，旨在率先建

立高质量规范化培养培训体系，

探索我国医学遗传学发展和临

床遗传基地建设的新路径，推动

中国特色的新一代医学遗传学

专科系统体系建立，推动中国医

学遗传事业发展。 文/董倩倩

医学遗传研究院成立
本报讯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

医院自2022年8月获批心、肝、肾

器官移植资质以来，截止今年 5

月 17 日，器官移植手术量达到

102例，其中包括89例肾脏移植、

9例肝脏移植和4例心脏移植，实

现 了 三 大 器 官 移 植 的 全 面 突

破。5月21日，医院举办“儿童大

器官移植中心成立仪式暨器官

移植论坛”。来自儿科医院五家

分院、协作医院，医联体单位等

全国各地100余名儿科医务人员

参与本次会议。

上海市医学会会长邬惊雷、

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副院长朱

同玉、上海市卫健委医政医管处

调研员胡军、海军军医大学附属

长海医院教授朱有华、海军军医

大学附属长征医院副院长殷浩、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教授史

颖弘与儿科医院党委书记李倩、

院长王艺、教授黄国英、副院长

翟晓文共同为“大器官移植中

心”揭牌。

此次复旦儿科组建大器官

移植中心，进一步整合心肝肾移

植团队，重症医学、麻醉、临床药

学、检验医学、病理学等支撑团

队，完善“移植前评估-登记-手

术-移植后随访”的全链条多学

科体系，规划大器官移植中心病

房，开展小年龄受体肾移植、多

器官联合移植等更高难度的手

术，促进移植医学向更高层次发

展。医院将积极努力开展肺移

植、肠移植、胰岛移植等满足各

类患儿的需求，推动儿童大器官

移植的全面发展。 文/董倩倩

组建大器官移植中心

Kappa受体（KOR）是目前疼
痛、顽固性瘙痒以及抑郁症治疗药
物的热门研究靶点之一。复旦大
学药学院邵黎明课题组与中国科
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刘景根研究
组近期在药物化学权威期刊
Journal of Medicinal
Chemistry上报道了新型 KOR
选择性激动剂7a的发现及研究工
作，为非成瘾性强镇痛新药的研制
提供了新的先导化合物支持。

临床上对于中重度疼痛治疗
药物存在巨大需求，寻找能够克服
现有阿片类药物依赖、呼吸抑制等
问题的强效镇痛药，安全有效的
KOR激动剂是其中一个重要的研
究方向。尽管已有多个选择性
KOR激动剂获准在临床上用于顽
固性瘙痒的治疗，但由于焦虑、镇
静等中枢副作用以及其他方面的
潜在问题，目前尚无选择性KOR激
动剂被批准用于临床镇痛。

复旦大学药学院邵黎明课题
组与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
刘景根研究组组成的项目团队长
期从事中枢神经系统疾病及疼痛
治疗小分子药物的发现，前期研
究 已 发 现 了 SLL-020ACP、
SLL-039、 SLL-1206 及
SLL-627等多个新型KOR选择性
激动剂，其中有数个新化合物在中
枢安全性方面的表现相比于其他
已报道的KOR激动剂具有明显优
势，现已推进到临床前研究阶段。

来源：药学院

KOR激动剂获进展

肥胖、2型糖尿病等慢性代
谢性疾病严重影响人们的身体健
康，甚至威胁生命。肠道菌群与
肥胖、2型糖尿病等慢性代谢性
疾病的发生密切相关，目前，已陆
续有文章发现了特定肠道菌群可
影响肥胖、2型糖尿病等的发生
发展，其他新型肠道菌群对于慢
性代谢性疾病的影响及分子机制
仍有待揭示。

日前，脑科学转化研究院郭
非凡教授团队和暨南大学附属第
一医院肖佳研究员团队在 Ad⁃
vanced Science杂志上发表
研究文章，首次发现了响应亮氨
酸缺乏的新型肠道益生菌Blau⁃
tia Coccoides在缓解高脂饮
食诱导的胰岛素抵抗、脂肪堆积
方面的新功能和分子机制。

该工作发现亮氨酸缺乏可以
增加 Blautia Coccoides 水
平，Blautia Coccoides通过
代谢色氨酸产生I3AA并作用于
肝脏AhR受体，从而缓解高脂饮
食诱导的胰岛素抵抗和脂肪堆
积。该研究丰富了对亮氨酸缺乏
改善机体糖脂代谢机制的理解，
为肥胖、2型糖尿病等慢性代谢
性疾病的药物研发提供了新的潜
在靶点。

来源：脑科学转化研究院

发现新型肠道益生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