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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健康观察▶▶▶

8岁的拉巴曲英是西藏阿里地区普兰县多油小学的一名二年级学生，他
最喜欢的运动是乒乓球和足球，尤其是乒乓球。一到下课铃响，他就跑到
外面的球台上和同学一起打球。

“乒乓球拍是我爸爸给我买的，我最喜欢乒乓球了，我从电视上知道了
我们国家乒乓球打得很厉害。”拉巴曲英自豪地说。

近年来，现代化教育、运动设施在阿里各级学校得到普及。在多油
小学，运动场、多媒体室、美术室、实验室和德育功能室等现代化基础
设施建设一应俱全。

校长巴桑群培说：“孩子们可以根据自己的爱好选择兴趣班，我们这
儿有足球、乒乓球、舞蹈等兴趣班。因为学校里男生比较多，所以目前
报名最多的是球类，孩子们很喜欢足球和乒乓球。”

目前，阿里地区共有各级各类学校144所，各级各类教育在学规模2.48
万人，义务教育阶段残疾儿童入学率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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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电（陈得） 日前，“2022世界孤独症日数字医疗展望峰会”在北京
举办。峰会由中国妇幼保健协会、中国宋庆龄青少年科技文化交流中心、中
国残疾人康复协会孤独症康复专业委员会联合主办，北大医疗脑健康承办。

峰会发布了《2021年度儿童发展障碍康复行业蓝皮书》，通过大量深度
调研和案例访谈，充分展示了发展障碍患儿、家庭、从业者等生存现状与
困境，并聚焦数字化技术对儿童康复教育的赋能，指出数字化医疗可以突
破地域，让专业的康复教育服务直接进入家庭，实现人人可及。数字化医
疗将助推儿童康复行业产生新突破。

数字化疗法通过大数据、虚拟现实、AI人工智能技术等，以预防、管
理、治疗为目标，为患者提供科学专业的治疗干预。目前，越来越多的数
字健康产品获得循证医学的依据，已逐渐被人接受。

北大医疗脑健康总经理、北大医疗脑健康行为发展教研院院长王磊表
示：“我们希望能将家庭和专业资源连接起来，用科技把人与人的服务打
通，让机构专业的干预也能被‘搬到’家庭里。”

数字化医疗将助推
儿童康复行业实现新突破

4月25日是世界防治疟疾日，今
年是青蒿素问世 50 周年。自 2000 年
以来，全球疟疾死亡率大大下降。这
其中，“中国神草”青蒿素功不可
没。日前，本报记者走进中国中医科
学院中药研究所屠呦呦研究员工作
室，重温青蒿素的故事。

中医药献给世界的礼物

提起疟疾，人们自然会想到青蒿
素和它的发现者屠呦呦。

20 世纪 60 年代，抗性疟蔓延，
抗疟新药研发在国内外都处于困境。
1969年1月，屠呦呦突然接到紧急任
务：以课题组组长的身份，与全国
60家科研单位、500余名科研人员一
起，研发抗疟新药。

屠呦呦从本草研究入手，仅用了
3个月时间，就收集整理了2000多个
方药，并以此为基础编撰了包含 640
种药物的 《疟疾单秘验方集》 等资
料。经过两年时间，她的团队逐渐壮
大。历经数百次失败后，屠呦呦的目
光锁定中药青蒿：他们发现青蒿对小
鼠疟疾的抑制率曾达到68%，但效果
不稳定。

为了寻找不稳定的原因，屠呦呦
再次重温古代医书。东晋葛洪《肘后
备急方》的记载“青蒿一握，以水二
升渍，绞取汁，尽服之”给了屠呦呦
新的灵感。通过反复思考、不断尝
试，她创建了低温提取青蒿抗疟有效
部位的方法。1971 年 10 月 4 日，屠
呦呦团队获得了对鼠疟原虫抑制率达
100%的青蒿乙醚中性提取物，这是
青蒿素发现史上最为关键的一步。最
终，屠呦呦团队于 1972 年发现了青
蒿素。

青蒿素的问世，为全世界饱受疟
疾困扰的患者带来福音。据世界卫生
组织不完全统计，青蒿素作为一线抗
疟药物，在全世界已挽救数百万人生
命，每年治疗患者数亿人，为全球疟
疾防治、佑护人类健康作出了重要贡
献。屠呦呦也因此获得诺贝尔生理学
或医学奖及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青蒿素是人类征服疟疾进程中
的一小步，是中国传统医药献给世界
的一份礼物。”中国中医研究院终身
研究员兼首席研究员、青蒿素研究中
心主任屠呦呦说。

屠呦呦团队成员、中国中医科学
院中药研究所研究员廖福龙表示：

“青蒿素应用了半个世纪，没有特别

明显的抗药性，至今仍是世界抗疟首
选的一线药物。尽管中国没有疟疾
了，但是我们还要继续努力，因为全
球还有疟疾，人类的命运是共同的。”

抗药性研究取得进展

历经半个世纪，青蒿素对全球疟
疾防治功不可没，但其治疗疟疾的深
层机制仍模糊不清。尤其是青蒿素的
抗药性，是屠呦呦一直关心的问题，
也是全球抗疟面临的最大挑战。

“我们近些年一直在围绕青蒿素作
用机理、抗药性问题以及如何扩大青
蒿素类药物的适应症等方面展开研
究。”廖福龙说，近几年对青蒿素的研
究取得了进展，青蒿素作用于人体机
制的研究有了新的突破，“作用机理是
多靶点模式，疟原虫有很多蛋白，青
蒿素跟它的100多种蛋白都可以结合，
之后把这些蛋白变成了不能活跃的蛋
白，疟原虫被杀死。这个模式说明这
个药物是好药，它不容易产生耐药和
抗药性，只不过是敏感性有所下降。”

2019年6月，屠呦呦团队对外公
布，经过多年攻坚，团队在“抗疟机
理研究”“抗药性成因”“调整治疗手
段”等方面取得新进展，获得世界卫
生组织和国内外权威专家的高度认可。

屠呦呦团队成员、中国中医科学
院青蒿素研究中心研究员王继刚介
绍，青蒿素在人体内半衰期 （药物在
生物体内浓度下降一半所需时间） 很
短，仅 1至 2小时，而临床推荐采用
的青蒿素联合疗法疗程为3天，青蒿
素真正高效的杀虫窗口只有有限的4
至8小时。而现有的耐药虫株充分利
用青蒿素半衰期短的特性，改变生活
周期或暂时进入休眠状态，以规避敏
感杀虫期。同时，疟原虫对青蒿素联
合疗法中的辅助药物“抗疟配方药”
也可产生明显的抗药性，使青蒿素联
合疗法出现失效。

对此，团队提出了新的应对治疗
方案：一是适当延长用药时间，由三
天疗法增至五天或七天疗法；二是更
换青蒿素联合疗法中已产生抗药性的
辅助药物。

“在可预见的未来，继续合理和
战略性地应用青蒿素联合疗法，是应
对治疗失败的最佳解决方案，也可能
是唯一解决方案。”王继刚说。

青蒿素问世 50 年，未来它的适
应症是否会有所扩大？“此前试验表
明，青蒿素对治疗红斑狼疮存在有效

性趋势。”廖福龙说，目前正在开展
二期临床试验，预计 9 月份可以揭
盲，但双氢青蒿素治疗红斑狼疮的作
用机理，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胸怀祖国、敢于担当

如今，年过九旬的屠呦呦依然心
系青蒿素的研究，关心中医药的薪火
相传。

据廖福龙介绍，近年来，屠呦呦
由于年纪渐长，不能亲临现场工作，
但是每个月她都会看青蒿素研究中心
的书面汇报，遇到重大科研方向性问
题，工作人员还会去她家中面对面沟
通，“现在和她聊天，她最感兴趣的
还是青蒿素研究”。

“去年 6 月，世界卫生组织宣布
中国通过消除疟疾认证。得知这一消
息后，屠老先是特别高兴，紧接着就
问，还有哪些国家没有消除疟疾？面
对这些国家，我们又能做些什么？”
屠呦呦的学术秘书袁亚男提及这一细
节，感慨万千。

2020 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暴发
后，屠呦呦主动向中药研究所打来电
话，询问青蒿素、中医药在抗击疫情
方面有没有可以发挥作用的地方，让
大家主动思考研究。

让屠呦呦牵挂的，还有中医药事
业的后继者。工作室讲解员隋博元是
个年轻小伙子，他对记者说，屠老师
经常会问，所里又来了哪些年轻人、
都是哪里毕业的。“有时候还会主动
要人家电话号码呢！”隋博元笑着
说，屠老师常说传统中医药是个宝
库，一定要继承好、发扬好，年轻人
走上这条道路，就要有一种执着坚持
的精神。

在廖福龙看来，青蒿素不仅仅
是中国医药在国际医疗健康领域中
的一项原创成果，更折射出当代中
国科研人员的精神风貌，那就是他
们对于国家任务的责任与担当，“现
在已经被总结成一种精神：胸怀祖
国、敢于担当，团结协作、传承创
新，情系苍生、淡泊名利，增强自
信、勇攀高峰。”

“屠老师经常强调，从青蒿到青
蒿素的研发过程只是中医药创新的一
种途径，中医药的传承和发展还有多
种途径和可能性。”廖福龙说，更好
地发挥中医药的优势和作用，为全球
疟疾防治、人类健康作出贡献，仍然
是科研人员不断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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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屠呦呦在工作中 （翻拍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
右图：屠呦呦研究员工作室展览的青蒿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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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美华摄

本报北京4月25日电（记者熊建） 从2012年到2021年全国报告新发职
业病病例数降幅达43.8%、19个重点行业开展了职业病危害专项治理、职业
病危害因素监测县区覆盖率达 95%以上……今天，国家卫健委举办新闻发
布会，介绍了党的十八大以来职业健康工作进展与成效。

近年来，尘肺病等重点职业病高发势头得到初步遏制，劳动者职业健
康权益进一步得到保障。全国报告新发职业病病例数从 2012年的 27420例
下降至2021年15407例，降幅达43.8%；其中，报告新发职业性尘肺病病例
数从2012年的24206例下降至2021年的11809例，降幅达51.2%。

据国家卫健委职业健康司司长吴宗之介绍，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职
业健康事业快速发展，职业病防治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全国人大常委会
先后3次修订《职业病防治法》，目前已经形成较为完善的法律法规和标准
体系。在矿山、冶金、建材等19个重点行业开展职业病危害专项治理，督
促企业改进生产工艺，淘汰落后技术，完善防护设施，加强个人防护，作
业环境得到明显改善。

风险监测评估工作不断加强。将职业病防治纳入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
目，将全部职业病病种纳入职业病及职业病危害因素监测范围，监测县区
覆盖率达 95%以上。基本摸清了全国工业企业职业病危害总体状况和职业
性尘肺病患者生存及保障情况。积极推动建立风险监测、精准监管、及时
整改、持续改进的工作机制。

职业病防治技术支撑体系是公共卫生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政府履
行职业病防治职责、用人单位落实职业病防治主体责任以及维护劳动者职
业健康的重要保障。

据国家卫健委职业卫生中心主任樊晶光介绍，目前，承担职业病防治
技术支撑任务的机构共计3324家，相关专业技术人员共计4.03万人；职业
卫生、放射卫生技术服务的机构分别达到了 1087家和 611家，检测评价的
人员达到了 3.12万人，基本上可以满足工作需要；职业健康检查机构、职
业病诊断机构分别达到了 5067 家和 588 家，基本上实现了“县区能体检、
地市能诊断”的目标。

国家卫健委——

全国报告新发职业病
病例数降幅达43.8%

作为中国传统医药献给世界的一
份礼物，青蒿素的运用正在持续为全
球健康事业作出积极贡献。

疟疾是一种由寄生虫引起的威胁
生命的疾病。统计数据显示，2020
年，全球疟疾感染病例达2.41亿，高
于 2019 年的 2.27 亿；疟疾死亡病例
约 62.7 万，较 2019 年的 55.8 万同比
增长12%。此外，非洲地区是全球疟
疾最为严重的地区。2020 年，全球
95%的疟疾病例集中在非洲，96%的
疟疾死亡病例也在该地区。

青蒿素的出现，为全球抗疟带来
新希望。世界卫生组织日前发布《世
界疟疾报告 2021》，称以青蒿素为基

础的联合疗法目前仍是人类治疗疟疾
的最好办法。疗效快、副作用小、价
格低廉的青蒿素，挽救了数以百万计
的生命。自世卫组织 2000 年把青蒿
素类药物作为抗疟首选药物推广全球
以来，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约 2.4 亿
人受益于青蒿素联合疗法，其中约
150万人免于死亡。

中国抗疟的成功经验为推动完善
全球公共卫生体系、共建人类卫生健
康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和方案。中国
经过 70 多年的不懈努力，取得了从
20 世纪 40 年代每年报告约 3000 万疟
疾病例到零病例的瞩目成绩，并在
2021 年获得世界卫生组织颁发的国
家消除疟疾认证。中国探索总结出的

“1-3-7”工作模式也被正式写入世
卫组织技术文件向全球推广应用。

近年来，中国积极与非洲国家开
展抗疟合作。自 2007 年起，中国医
务工作者在印度洋岛国科摩罗开展

“复方青蒿素快速清除疟疾项目”，为
当地带去中国防治方案。2017 年，
科摩罗实现疟疾零死亡，发病人数下

降98%，短期内实现了从高疟疾流行
区向低疟疾流行区的转变。得益于与
中 国 的 抗 疟 合 作 ， 科 摩 罗 有 望 在
2025 年成为成功清除疟疾的非洲国
家之一。

3月，中国发布 《“十四五”中
医药发展规划》，提出加快中医药开
放发展，包括推进在相关国家实施青

蒿素控制疟疾项目，深化中医药交流
合作，助力共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
体。当前，受到新冠疫情冲击，全球
抗疟工作面临多重挑战。要真正赢得
抗疟战役，就必须在全球范围内消除
疟疾。中国将继续把自身有效消灭疟
疾的方法与世界分享，为其他国家疟
疾防控提供有益参考。

疟疾是威胁人类生命健康的重大
公共卫生挑战。全球抗疟工作呼吁国
际社会加强合作，也期待融合中国医
学智慧、抗疟经验及中非合作优良传
统的中国方案，继续为推动共建人类
卫生健康共同体作出更大贡献。

（新华社记者朱绍斌）

为全球抗疟贡献中国智慧与方案

图为 4 月 20 日，贵州省仁怀市茅台镇卫生院的医护人员走进居民小区，
开展以“防止疟疾输入再传播，共创无疟世界”为主题的健康宣传活动。

陈 勇摄 （人民视觉）

图为 4 月 24 日，当地员工在苏丹北喀土穆的上海-苏丹制药有限公司工
作。该公司是非洲地区最早实现青蒿素类抗疟药本地化生产的中外合资企业。

穆罕默德·海德尔摄 （新华社发）

图为 4 月 24 日，当地员工在苏丹北喀土穆的上海-苏丹制药有限公司工
作。该公司是非洲地区最早实现青蒿素类抗疟药本地化生产的中外合资企业。

穆罕默德·海德尔摄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