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肠菌移植（FMT）作为一

种治疗慢病的新疗法在我国兴起。在

国际上，FMT 先后于 2013 年和 2014

年连续被列入全球十大医学突破。上

海市第十人民医院院长秦环龙认为，

“之所以能获得如此高的评价，是因为

FMT颠覆了传统的用药模式，变废为

宝，通过改变肠道菌群，为临床疾病提

供了一种全新的极具突破性和挑战性

的‘绿色’疗法。”

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肠道微生态

诊疗中心自 2017 年成立以来，已开展

了超过 1.4 万例的 FMT，在解决无药

可用或用药失败的临床棘手问题中彰

显出独特价值。“越来越多的临床证据

表明，被遗忘的肠道微生态已变成慢病

防治的宝库。”

安全有效，
但不“包打天下”

肠道微生态由肠道内定植的菌群

构成，具有数量巨大、多样化、复杂性

和动态性的特点。研究表明，肠道菌群

失调与 50 多种慢性疾病存在直接关

系，包括便秘、炎症性肠病、艰难梭菌

感染，以及多囊卵巢综合征、肥胖、糖

尿病、癌症和孤独症、渐冻症、帕金森

病、早老性痴呆等神经系统疾病。

秦环龙告诉记者，相比药物治疗，

FMT可有效缩短治疗周期。比如艰难

梭菌感染，过去患者需服用 2周左右的

抗生素，现在通过 FMT，只需一周就能

康复。同时，能增敏增效，减少药物不

良反应。比如炎症性肠病，过去多种药

物同时服用，不仅容易复发，长期服用

还易出现血糖升高、骨质疏松、内分泌

失调等副作用，但 FMT 可使患者处于

正常激素水平。另外，神经退行性疾病

患者本身易有便秘症状，常用药物又会

加重便秘，而 FMT 作为天然疗法，不

仅能增强胃肠道动力，还能消除药物对

胃肠道造成的损伤。

在 FMT的有效率方面，上海市第

十人民医院对 FMT 患者的 5 年长期

随访结果显示，FMT 总有效率稳定在

67%左右，在治疗艰难梭菌感染方面，

有效率高达 90%。特别是在近 700例自

闭症患儿中开展 FMT 的临床经验表

明，“FMT的安全性和有效性之所以能

得到保障，是因为我们前期对供体进行

了非常严苛的把关。”

秦环龙表示，供体一般为 18～28

岁之间的健康人群，以大学生居多。通

过供体筛选的招募者，不仅心理、生

理、个人史、家族史、供体持续性、限食

耐受性等符合要求，近一个月的饮食习

惯、心理活动、运动记录达标，而且 100

个常规基因测序也无隐性基因突变。

“其实筛到最后真正符合条件的不多，

数据统计供体的合格率还不足 2‰。”

此外，FMT 的质量保证还取决于

对其适应证的严格把握。就肠道内疾

病而言，功能性疾病更适合 FMT 治

疗，免疫性疾病、感染性疾病需严格把

握临床指征；肠道外疾病如果同时合并

肠道功能紊乱、慢性腹泻、顽固性便

秘、哮喘、过敏或肥胖等症状，也适用

于 FMT治疗。

“即使是成熟技术，也要面临适应

证的选择。现在我们最担心的就是一

些医疗机构纯粹为了经济利益，无限放

大 FMT 的适应证，尤其在亚健康和美

容领域，FMT显露出泛化的苗头，这已

远远超出临床诊疗体系了。”秦环龙强

调，“FMT在推广过程中必须建立严格

的临床病人筛选标准，千万不要把它看

作是一项‘包打天下’的生物技术。”

“十年磨一剑”：
从外科到肠菌移植

“我以前也是一名拿手术刀的外科

大夫。”

秦环龙说，之所以会转而关注肠道

微生态与肠菌移植，是因为他在开刀过

程中逐渐发现了一些不可忽视的问题。

“比如一些患者术后体重丢失不容易恢

复，或发生腹泻、便秘或者严重胆汁返

流；有些患者化疗、免疫治疗后反复腹

泻，甚至有血便；又比如严重创伤和外

科感染长期使用抗菌素，导致肠道菌群

紊乱等。会产生这些临床症状，归根结

底是肠道微生态系统遭到破坏导致

的。”而传统药物治疗无法改善这些临

床棘手问题，因此急需创新治疗手段。

于是，秦环龙仔细查阅文献、不断

临床实践，最终将这些患者的问题归因

于肠道菌群出了问题。“只要病人还

在，我就一定要为他们找一条出路。”

秦环龙回忆，最初 FMT 的手段非

常原始，但已彰显出绝佳的疗效。这

让他们开始规划，从医疗技术起步，

将其发展为现代化、工艺化、规范化

的治疗策略，并建立 FMT 病房，编写

FMT 专家共识、指南、规范，最终让这

一大众受益的治疗手段成为一个学

科、一个体系。

“秦院长真的是能沉到学术中不懈

钻研的人。过去他是‘单枪匹马’，如今

已经有‘联合作战’的团队了。”上海市

第十人民医院黎萍说。

2021 年，以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

为承办单位的上海人体肠道菌群功能

开发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成立。该中心

旨在打通产学研用的全链条，发展为全

国乃至世界一流的肠道微生物研究中

心和 FMT 临床诊治基地。目前，该中

心拥有良好生产规范（GMP）标准及智

能化管理实验室、超低温自动化中国人

肠源模式菌种库、儿童和成人两个病

区，分设基础研究、生物信息分析、无

菌平台、临床治疗、临床研究、临床检

测、肠菌库、转化应用八个小组，团队

人员超过 100人。

“这里是世界上开展成人 FMT 最

大规模的治疗基地，我们是在《柳叶

刀》上发表 FMT 相关科研成果、临床

成果最多的团队，同时参与制定了

FMT 的中国诊疗规范和国际诊疗规

范。如果要问谁能代表全世界最高水

平的 FMT，我想我们当之无愧。”秦环

龙言谈时目光如炬、语调铿锵。

看“桅杆”的人：
从争议中凝聚共识

2022 年 9 月，中国人体健康科技

促进会成立了肠道微生态与肠菌移植

专业委员会，秦环龙当选为主任委员。

他希望借助专委会的平台推动 FMT

的应用与发展迈上新的台阶。“中国开

展 FMT的医院超过 500家，企业超过

60家，无论是开展的规模还是对适应

证、禁忌证、制备工艺等的把握，都还

存在不足。因此我们要加快促进 FMT

规范化、标准化、产业化发展。”

未来，秦环龙将带领专委会成员加

大宏基因组学基础研究力度，基于单细

胞测序技术了解益生菌、致病菌、条件

致病菌之间的互作，明晰细菌相互发挥

作用的机制，揭示 FMT 改善疾病表型

的科学机制。同时，提高仪器设备水平

研发能力和各病种临床研究能力，根据

疾病谱系实现个性化定制胶囊和疾病

特异性的治疗策略。此外，推动 FMT

成为一线疗法，积极申报活菌类药物

（LBP），使其成为可纳入医保的药物治

疗手段，并在行业内建立起规范治疗的

策略体系。 （下转第 11版）

秦环龙：上海市第十人民医

院 / 同济大学附属第十人民医院

院长，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

师，国家卫健委突出贡献中青年

专家，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任上海市临床营养质控中心主

任、上海人体肠道菌群功能开发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中华医

学会肠外肠内营养分会候任主任

委员、中国医师协会外科学分会

临床营养副主任委员、中国人体

健康科技促进会肠道微生态与肠

菌移植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中华临床营养杂志》《肠外与肠

内营养》副主编。获上海市科技

进步奖一等奖一项、教育部科技

成果奖一等奖两项、中华医学科

技奖二等奖一项、上海医学科技

奖一等奖一项等。承担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重点、面上项目等 20 余

项，发表论文 200 余篇、SCI 论文

140 余篇。

名医简介

人物2023年 4月 28日 星期五

Medical Science News 7

主委访谈

因本报见习记者 陈祎琪

秦环龙：肠菌移植“唤醒”慢病防治新思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