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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记

者从中科院深圳先进

技术研究院（以下简称

深圳先进院）获悉，该

院成功研发出国内首

台高清晰磁共振兼容

人脑 PET功能成像仪

器 （命 名 为 SIAT

bPET），实现了我国在

高端磁兼容脑 PET成

像仪器研发方面零的

突破。

PET 成像全称为

正电子发射型计算机

断层显像，是将某种物

质（一般是生物生命代

谢中必需的物质，如葡

萄糖、氨基酸、胆碱、核

苷酸等）标记上短寿命

的放射性核素，注入人

体后，通过 PET成像

测量该物质在代谢中

的聚集，反映生物体生

命代谢与功能活动情

况，从而达到疾病诊断

的目的。

PET是一种反映分子代谢的显像，当

疾病早期处于细胞和分子水平变化阶段，

病变区的形态结构尚未呈现异常、结构影

像检查还不能明确诊断时，PET检查就可

发现病灶所在，并获得三维影像，实现定

性、定量、定级、定位和早期诊断。

“通常，由于探测器的深度不确定效

应，PET成像仪器空间分辨率会随着偏离

成像视野中心而变差，严重影响成像精

度。”深圳先进院医工所劳特伯生物医学成

像研究中心研究员杨永峰表示，他们团队

研发了高三维分辨率双端读出探测器，使

得该大口径成像系统达到 14%的中心效

率、整个成像视野好于 1.4毫米的空间分辨

率，两项性能指标都处于国际领先水平。

杨永峰介绍说，与国外商业磁兼容脑

PET成像仪器相比，SIAT bPET的效率提

高了近 1倍、平均体分辨率提高了 30倍

以上。

同时，SIAT bPET采用了创新的电子

学和磁兼容设计，使得核磁共振成像

（MRI）对 PET成像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

不计。PET成像对MRI图像信噪比的影响

小于 5%，满足同时开展 PET、MRI的尖端

科研需求。

PET和MRI都是脑科学研究和脑疾

病诊断的重要工具，PET的高灵敏度、高定

量精度功能代谢成像和MRI的高空间分

辨率、高软组织对比度解剖结构成像高度

互补，两者可以相互辅助，进一步提升各自

的脑神经成像能力。 （刁雯蕙）

风湿免疫病研究：多点开花 亮点纷呈

（上接第 3版）

最近，笔者课题组的一项 RCT

研 究 探 讨 了 低 剂 量 白 介 素 2

（LD-IL-2）治疗 pSS 的疗效及安全

性，相关结果在

发表。 pSS 患者随机接受

LD-IL-2或安慰剂治疗。结果显示，

LD-IL-2 组患者口眼干燥、疼痛和

疲劳的改善优于安慰剂组，ESSDAI

及 STAR 评分降低者显著多于安慰

剂组，且感染发生率显著降低，证实

了LD-IL-2对 pSS的治疗作用。

一项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2b期

研究显示，Lanalumab（VAY736）———

一种全人源化 IgG1/K 型 BAFF-R

单克隆抗体，可显著降低 pSS患者疾

病活动度，为 pSS 治疗提供了新思

路。此外，泰它西普和阿巴西普可以

降低 pSS 患者的 ESSDAI 评分，提示

这些药物可能成为极具前景的 pSS

治疗方法，为未来 pSS患者治疗提供

了更多选择。

痛风

2022年，新版英国国家卫生临床

优化研究所痛风诊治指南发布，为痛

风的诊断、急性期以及长期治疗和转

诊提供指导建议。指南要点：（1）降尿

酸治疗应采用达标治疗策略，目标为

血尿酸＜360μmol/L。而有痛风石或

慢性痛风性关节炎，或血尿酸水平＜

360 μmol/L但仍会持续频繁发作的

患者，可考虑血尿酸目标为＜300

μmol/L。（2）别嘌醇或非布司他均可

作为一线治疗，而对于有严重心血管

疾病的患者，别嘌醇可作为一线治疗

选择。（3）降尿酸时机：在痛风发作缓

解后的至少 2~4周开始降尿酸治疗，

但如果痛风发作频繁，可以在痛风发

作时就开始降尿酸。

去年，在 上发表

的一篇研究比较了别嘌醇和非布司

他在痛风治疗中的疗效。结果显示，

别嘌醇在控制急性痛风发作方面的

效果不劣于非布司他。关于非布司

他对心血管的安全性，一直争议不

断。最近，一项韩国的大样本队列研

究比较了非布司他与别嘌醇在痛风

患者中的心血管安全性。结果显示，

两者对患者的心血管安全性相似。

与别嘌醇相比，应用非布司他的患

者全因死亡率降低了 16%。

其他风湿病

2022年，有多个国际指南 /建议

推出，诸如 ASAS（国际脊柱关节炎协

会）-EULAR对中轴型脊柱关节炎的

管理建议更新，英国风湿病学会关于儿

童、青少年和成人特发性炎症性肌病管

理指南发布，ACR关于风湿病患者疫

苗接种的指南更新，ACR/EULAR关

于ANCA（抗中性料细胞胞浆抗体）相

关小血管炎的新分类标准正式发布，

EULAR提出了 ANCA相关小血管炎

的治疗指南（草案）等，为相关疾病临床

诊治提供了指导。

2022 年 ，

发表了利妥昔单抗用于 75岁以上老

年 ANCA相关小血管炎患者治疗的

队列研究。结果显示，利妥昔单抗治

疗有助于患者的临床缓解。利妥昔单

抗与大剂量激素联合用于诱导缓解

时具有较高的重症感染和死亡率，而

不增加维持治疗的感染和死亡率。这

一结果提示，在初始诱导治疗中应关

注如何降低严重感染发生率。此外，

国内北京协和医院郑文洁及其合作

者通过单细胞测序，发现白塞病患者

外周血中 C1qhi单核细胞明显增多，

具有促进炎症因子分泌的作用，在白

塞病发病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文章发

表于 。上海仁济医院团队通过

单细胞测序技术分析了抗 MDA5 阳

性皮肌炎患者外周血和肺组织的免

疫学特征，发现活动期抗 MDA5 阳

性皮肌炎患者外周血中浆细胞和

CD8+T 细胞的比例明显增加，I 型干

扰素信号通路过度活化，且与疾病的

不良预后密切相关。他们基于这些发

现，提出了治疗新策略，成果发表在

。

综上所述，2022年风湿免疫病领

域在基础及临床研究方面均取得了不

少新的进展。对疾病发病机制的认识也

进一步提高，不同作用机制的生物靶向

药物研究方兴未艾，精准诊疗依然是当

前研究的热点和方向。这些研究进展推

动了风湿免疫病领域的发展。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风湿免疫科）

本报讯中科院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

究院研究员李志远团队联合南方医科大学

附属东莞医院研究人员，通过环介导等温

扩增技术结合最新的 CRISPR/Cas12a技

术，提出针对高致病性幽门螺杆菌菌株的

高敏感度检测方法。相关研究近日发表于

《生物传感器与生物电子学》。

李志远团队采用的环介导等温扩增

技术已被证明比聚合酶链式反应更敏感

（100 倍），并在恒温（65℃）下通过简单

的水浴就可快速获得检测结果。另外，该

技术结合 CRISPR/Cas 技术可进一步提

高其检测灵敏度，并减少非特异性扩增。

“该方法仅需检测唾液样本，就能快

速精准检测出感染该菌株的阳性病人。”

李志远表示，相比于传统的幽门螺杆菌检

测方法，该方法具有更简便、快速、廉价的

特点，并具有更高的灵敏度和特异性，其

推广应用将在广大人群的高致病性幽门

螺杆菌的检测、治疗以及相关疾病，如胃

炎、胃溃疡和胃癌的发生和改善预后等方

面发挥重要作用。 （朱汉斌）

相关论文信息：

深圳先进院研制的 SIATbPET探测器

系统（左）和脑成像仪器。 深圳先进院供图

中科院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院等

实现幽门螺杆菌高灵敏度检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