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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神奇的“泡泡”调控精子活性

（上接第 7版）

第二，家长希望孩子生病后，能在

一家医疗机构一次性把病看准、治好。

这时，家长会到自己认可的医院看病，

由此就导致知名医院里人满为患，地

方机构病人不多，也反映出地区间医

疗机构服务质量不均衡的问题。

第三，社区职能不到位。每个孩子

在社区建档后，应由社区医生保障儿

童健康，孩子一旦生病由社区转诊至

医院，无需到大医院排队看病。

第四，相比综合性医院和肿瘤专

科医院，儿童医院的规模小、投入少，

这也导致了国内儿科发展不均衡。

记者：如何解决儿科医疗资源不

均衡的问题？

倪鑫：儿科医疗的均等化建设是

一个永恒的主题。如何实现有效的均

等化？其前提就是儿科人才要留在县

域医疗机构。实现这个目标应该从以

下三方面入手。

第一，实施机构建设，为人民健康

兜底从县级医院开始。国家明确提出，

要充分发挥儿科医联体作用，有效提

升基层儿科医疗服务能力。

第二，儿科医生由县医院接收，再

到镇医院工作，或采用其他方式留住

人才。

第三，医院应是非营利机构，不能

靠医院营利养活医生，所以需要财政

的大力支持。

另外，国家从 2017 年开始部署国

家医学中心和国家区域医疗中心，首

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作为我

国儿童医学中心，主要体现五个职能。

第一，培养国家级人才；第二，儿

科疾病体系中的疑难重症在国家儿童

医学中心解决；第三，当我国发生重大

公共卫生事件时，国家儿童医学中心

要承载儿童救治任务；第四，国家儿童

医学中心的水平代表我国儿科医疗卫

生服务的整体水平，有效推进儿科领

域的国际交流；第五，在高尖领域内实

现人才培养、基础研究、科技转化。

目前，国家在东北、华东、中南、

西南和西北 5 个地区建成了国家儿

童区域医疗中心，正在逐步实现人才

培养、疑难重症转诊等，推动医疗服

务均等化。

此外，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在医

疗水平更弱的地区建设国家区域医疗

中心，“扶高地、补洼地”，北京儿童医院

帮扶 4个地区建设国家儿童区域医疗中

心。如新疆地区的医疗整体水平比发达

地区弱，我们对新疆进行人员输出、技术

输出、医院管理方式输出等，国家出部分

资金建设医疗机构。如此一来，新疆地区

的孩子生病后就不必再往北上广的医院

跑。按此趋势发展，全国跨省份就医的

问题会逐步缓解。

数据显示，2012 年外省份患儿到

我们医院看病的比例为 70%，现在降

至 48%，说明外省份的患儿及其家属

对他们本地的医疗机构更信任了，且

本地医疗机构的条件和能力也足以完

成患儿的诊治，表明国家的相关政策

确实产生了明显的效果。

记者：今年是《柳叶刀》创刊 200

年，在与《柳叶刀》的合作过程中，有哪

些令您印象深刻的事？

倪鑫：2022 年 9 月 23 日，我院独

立完成的首个针对我国儿童青少年癌

症发病率和卫生服务可及性现状的报

告在《柳叶刀》上发表。

《柳叶刀》非常重视科研的科学

性、求实性，希望未来我们能与《柳叶

刀》在儿童健康领域内不断加强合作，

把我国在儿童非传染性疾病方面的现

状、未来发展等实时向全球同道传播，

也希望通过《柳叶刀》这个平台与全球

同道合作。今年是《柳叶刀》创刊 200

年，祝《柳叶刀》越来越好，以更加科

学、严谨、求实的态度为我们带来更好

的科学研究，并促进全世界人民的健

康和福祉。

本报讯 西湖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特

聘研究员唐鸿云团队与北京大学跨学

部生物医学工程系助理教授黄小帅团

队合作，首次鉴定到一种特异性包裹

线粒体的细胞外囊泡，发现其可能调

控精子的能动性和可育性。日前，相关

成果发表于《自然 - 细胞生物学》。

精子内部线粒体的功能或数量改

变对男性不育症的影响，是生殖领域

长期关注的关键问题。过去一些观察

发现，来自不同弱精症患者的精子存

在线粒体数量过多或过少的情况。这

暗示精子内部线粒体数量维持在一个

合适的范围内，可能对于精子可育性

非常重要。然而，相关机制的研究仍非

常有限。

唐鸿云团队在一幅实验图像上发

现，精细胞胞外、细胞与细胞之间，有

一个陌生的“泡泡”特别显眼。他们没

有放过这个“意外”，并惊奇地发现这

个“泡泡”里有且仅有一个完整的、健

康的线粒体。这种特异性含有单个线

粒体的细胞外囊泡，过去从未被发现

过，也从未被定义过。研究团队将这个

“泡泡”命名为“线粒体囊”。

通过多种先进的活体成像技术，研

究人员观察到了“线粒体囊”“带走”线粒

体的动态过程———“线粒体囊吐”。精细

胞膜先是向外形成芽突，包裹一个健康

的线粒体，然后迅速芽吐生成“线粒体

囊”，就像大泡泡鼓起了一个犄角，然后

往外一吐，吐出一个小泡泡。

最终，研究团队确认了两个关键

信息。

一是“新”。“线粒体囊”与之前报

道过的另外两类携带细胞器的囊

泡———迁移体及 exopher，在生物合成

机制、生成速度、大小及货物特异性上

有明显区别，因此可以认定为是一类

全新的包裹细胞器的囊泡。

二是“多”。实验发现，平均每个精

细胞可以产生约 29个“线粒体囊”。也

就是说，精子在发育过程中会“扔出”

29个线粒体。对比此前实验中“平均减

少 33 个线粒体”的数据，说明“线粒体

囊”的产生是精细胞中最主要的线粒

体数量调节机制。

这项研究丰富了人们对线粒体行

为的基础认知，有望为精子不育提供新

的机制性理解。 （温才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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