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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从营养干预的角度推动

中国儿童青少年精神心理健康事业的

发展，不能靠一个单位、一个专家来解

决，而是要形成跨学科、跨部门的合

力。”近日，在由中国营养学会发育障

碍与营养治疗分会主办的中国儿童青

少年精神心理现状与营养健康研讨会

上，原卫生部副部长殷大奎表示，膳食

营养的关键在于均衡、合理、适度，探

索如何从预防的角度让儿童青少年免

受精神心理疾病的影响尤为重要。

当前，我国青少年心理健康的整体

状况并不乐观。《2022年青少年心理健

康状况调查报告》指出，我国约 14.8%

的青少年存在不同程度的抑郁风险。

现今科学研究已经证实，人类生命

最初期的营养问题不仅影响当下，而

且影响未来，许多成年疾病跟儿童时

期的营养摄入有关，当下儿童青少年

成长面临的一些重大健康挑战，如自

闭症、抑郁症等问题跟营养学也有重

要关联。

《中国儿童发展纲要》提出，要“关

注儿童生命早期 1000天的营养，开展

儿童生长发育监测和评价”。

“其实，儿童在 3 岁时，脑重量已

经接近于成人（约为成人脑重量的

90%），因而如果大脑发育错过最佳时

间，将可能导致孩子错过更好的人

生。”中华医学会儿科分会常委、北京

儿科医师协会副会长邹丽萍强调，全

面适度的营养是大脑健康的核心，各

种病因导致的脑生长发育异常也可能

诱发儿童青少年时期的神经发育障碍

性疾病，如孤独症谱系障碍、社交障

碍、智力障碍 / 发育迟缓、注意缺陷多

动障碍、交流障碍，以及特定学习障碍

和运动障碍等。

面对精神神经发育障碍的孩子，邹

丽萍还以“两把尺子”给出了具体建

议：一是评价孩子进步与否的尺子，要

对标的尺度是孩子的过去，而不是其他

孩子，不然孩子可能永远没有进步的信

心；二是对孩子的培养目标应定位于培

养一个人格健全、能够自食其力的人，

而不是一定要考进什么学校。

“儿童青少年的精神、神经和生长

发育障碍相关疾病，不仅是医学界的重

要问题，也是教育界的重大课题。与身

体发育障碍一样，心理发育障碍也会影

响到生命的长度、深度、高度和宽度，

要缓解青少年心理发育障碍的问题，需

要家校协作，更需要教育界和医学界联

手。”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人大附中

联合总校名誉校长刘彭芝表示。

在研讨会上，中日友好医院儿科

主任医师许鹏飞结合自身经历，特别

注重在儿科临床上进行饮食干预。在

治疗同时患有自闭症的哮喘患儿时，

他发现，这些孩子的哮喘和自闭症症

状通过饮食干预能得到显著缓解，甚

至不少孩子已经能够正常上学和生

活。许鹏飞告诉记者，饮食干预、营养

补充、抗过敏和中医药治疗等综合防

治措施，对很多神经发育障碍患者都

有较好疗效。

“既往临床上常把营养干预作为一

种辅助治疗，现今医学界和营养学界已

经把对营养和发育的认知提升到一个

新层次，对某些发育障碍疾病来说，营

养干预甚至是主要或唯一的治疗手

段。”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儿科主任杨

蓉分享了该院应用粪菌移植调节自闭

症患儿肠道微生态和营养状态的临床

实践，并指出，如果在营养干预的基础

上再加上教育干预，或许对自闭症的训

练能够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精神障碍发病机制主要受生物、

心理、社会三个因素共同作用，许多精

神疾病的发病机制很复杂，学界目前仍

不能很好地解释其病因，因而维护儿童

营养发育和精神心理健康，需要培养孩

子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南方医

科大学深圳医院营养科主任朱翠凤认

为，儿童青少年营养发育与精神心理健

康促进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政

府、社会、学校、家庭、专家以及社会组

织共同努力。 （张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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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方合力为儿童青少年精神心理疾病“开方”

本报讯 近日，清华大学揭牌成立

器官移植与仿生医学研究院（以下简

称移植仿生院）。中国工程院院士董家

鸿担任院长，将推动器官移植临床医

学与清华优势学科深度交叉融合，建

设临床驱动型与超学科融合式卓越器

官移植中心。

据悉，同日还举行了“清华大学器

官移植与仿生医学国际论坛”。来自国

内外 400多名海内外专家，围绕器官移

植与仿生医学的国际前沿问题展开深

入学术研讨。

“器官移植与仿生医学、再生医学

是当今医学研究的重点前沿领域，清

华大学引领性地提出临床驱动型医工

结合式的新医科发展模式，希望移植

仿生院的建设能推动产出系列重大创

新性成果，惠及我国众多终末期器官

功能障碍的患者。”中国工程院三局局

长高战军在致辞中表示。

清华大学校长王希勤指出，当前处

于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健康中国

的关键时期。他希望，移植仿生院为解

决全人类共同面临的生命安全和身体

健康问题作出清华贡献。

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

主任委员黄洁夫希望，充分利用和支

持清华移植仿生院这个平台，为发展

国家器官捐献移植事业、为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作出清华贡献。

“器官移植是医学领域的重大前

沿技术，是一个国家医学发展和社会

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之一。”国家卫

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工程院院

士曹雪涛指出，清华大学成立移植仿

生院锚定这个尖端医学领域深耕，是

服务于健康中国建设国家战略的务

实举措，也是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应

有之义。他希望学校继续发挥综合大

学的优势，进一步整合优质学术资

源，系统集成，创新突破，着力破解

制约我国器官移植发展的关键技术

瓶颈，助力国家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

发展。

据董家鸿介绍，移植仿生院是面向

人民生命健康和世界科技前沿建立的

清华大学校级实体科研机构，汇聚了临

床医学、基础医学、生命科学、生物医

学工程、机械工程、精密仪器、材料科

学、数智科技、医疗管理和医学法学等

多个交叉融合的学科群，将以临床驱动

型与超学科融合式新医科发展模式，着

力攻克制约器官移植与仿生医学发展

的重大理论和技术瓶颈问题，打造引领

全球的移植与仿生科技创新高地以及

国家行业治理的高端智库。

目前，该研究院已经确定了六大研

究方向，包括移植生物学、移植肿瘤

学、器官再生修复、器官仿生工程、组

织工程、移植伦理与法治。

随后，在论坛特设的“器官移植院

士论坛”环节，中国工程院院士董尔

丹、中国科学院院士陈晔光、中国工程

院院士陈肇隆、中国工程院院士郑树

森、中国科学院院士窦科峰作主题报

告。在“器官移植国际前沿论道”环节，

国内外专家围绕器官移植领域的前沿

问题进行学术分享。 （张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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