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治疗标准有望
让脑梗治愈率提高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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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创血流储备分数技术疗效获证实
本报讯 近日，在美国心脏病学会

学术会议上，中国科学院院士、浙江大

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教授王建安团

队公布了 FLAVOUR Ⅱ研究的成果。

该研究聚焦冠心病患者（冠脉狭窄≥

50%），对比了基于血管造影的血流储

备分数（AngioFFR）指导经皮冠状动脉

介入治疗与血管内超声指导经皮冠状

动脉介入治疗的临床结果，证实无创

AngioFFR 技术疗效不输血管内超声。

该研究同步发表于《柳叶刀》。

FLAVOUR Ⅱ研究是一项前瞻

性、开放标签、多中心随机对照试验，

共纳入 1872 例血管造影目测狭窄程

度≥50%的患者，他们被随机分为血

管内超声组和 AngioFFR 组。在 1 年

的随访期间，73.9%的患者接受了

AngioFFR 指导的经皮冠状动脉介入

治疗，83.1%的患者接受了血管内超

声指导的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随

访结果显示，AngioFFR 组患者在术

后 12 个月的全因死亡、急性心肌梗

死及再次血运重建的复合终点事件

发生率不劣于血管内超声组，非劣效

P 值 =0.022。

此 外 ，FLAVOUR Ⅱ 研 究 中 ，

AngioFFR 组的支架植入比例较血管

内超声组减少了约 10%，支架长度和

数量也显著低于血管内超声组。在手

术优化方面，AngioFFR 组的优化率显

著高于血管内超声组，但是结果受优

化标准定义的影响较大。安全性方面，

AngioFFR 组和血管内超声组之间的

主要不良事件发生率相似，表明两种

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指导的策略在

安全性方面没有显著差异。

FLAVOURⅡ研究的结果表明，在

非复杂冠心病患者中，基于血管造影的

AngioFFR指导的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

疗策略在临床结局上不劣于血管内超声

指导的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策略，且

具有减少支架植入的优势。该发现不仅

为临床医生提供了一种更为简便、无创

的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决策和优化工

具，也为未来心血管介入治疗指南的更

新提供了有力证据支持。

在 FLAVOUR Ⅱ研究的基础上，

研究团队继续开展了 FLAVOUR Ⅲ研

究，目前已经纳入近 400 例患者。

FLAVOUR Ⅲ 研 究 将 进 一 步 探 索

AngioFFR 和血管内超声联合使用的

可能性，旨在探索联合使用这两种技

术能否进一步改善患者的预后。

（朱汉斌 张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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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

医院神经内科教授楼敏团队定义了一

种超“黄金时间窗”的后循环卒中治疗

标准，使患者治愈率提高了 53%。近

日，相关研究成果发表于《新英格兰医

学杂志》。

缺血性卒中，俗称脑梗死，发病率约

占全部脑卒中的 70%~80%，是全球范围

内导致残疾和死亡的最主要原因之一。根

据受累的脑部区域，缺血性卒中可分为前

循环卒中和后循环卒中。其中，后循环卒

中的症状更加隐匿，容易被误诊或忽视，

导致许多患者错过最佳治疗时机。

目前，缺血性卒中的标准治疗方案

是静脉溶栓，即用溶栓药物溶解血栓、恢

复血流。然而，这一治疗有严格的时间

限制，必须在症状出现后 4.5 小时内实

施。而根据相关研究报道，真正能在“黄

金时间窗”内到医院就诊的病患人数不

足 1/3。长期以来，针对后循环卒中的静

脉溶栓研究几乎是空白，主要面临确诊

困难和影像筛选标准不明确两大挑战。

2009 年以来，楼敏团队一直致力于

探索脑梗死超时间窗静脉溶栓治疗。依

托多年积累的卒中数据和平台支持，他

们开展了一项多中心临床研究。楼敏团

队与国内外相关领域专家反复讨论方

案，协调全国多家研究中心进行合作，完

成了为期两年的临床试验。他们基于临

床和传统影像的特征，定义了一种后循

环卒中超“黄金时间窗”具有可操作性的

治疗模式。研究采用了灵活的分层筛选

策略，从典型临床表现到单纯头颅 CT

平扫进行逐级筛选，不需要依赖脑灌注

影像。

研究结果显示，在发病 4.5 至 24 小

时内接受静脉溶栓的后循环卒中患者，

治疗 90 天后无症状比例从 25.6%提高

到了 39.1%，相对治愈率提高了 53%，

同时颅内出血和死亡风险并未增加。

这意味着新的治疗标准突破了时间

限制，将后循环卒中静脉溶栓的适用时

间从传统的 4.5小时延长至 24小时。同

时，为部分因医疗条件或血管解剖因素

无法接受机械取栓的患者提供了一种安

全有效的替代方案。 （崔雪芹 查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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荧光变色法实现
三级胺和阿片类药物快速检测

本报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张

国庆团队提出了一种荧光变色传感方

法，可以快速区分结构类似的三级胺

分子，并应用在海洛因、芬太尼等阿片

类药物的快速识别中。相关研究成果

近日发表于《美国化学会志》。

有机胺的识别和区分在药物分析、

食品腐败、生物医学检测和临床诊断等

领域的应用至关重要。现有的基于发光

的胺识别方法主要依赖于荧光淬灭，限

制了灵敏性和选择性检测的范围。

张国庆团队提出了一种荧光变色方

法，可快速区分不同的有机胺。在光照条

件下，三级胺分子和被光激活的萘酰亚

胺分子首先形成激基复合物，并构象调

整为稳定的光致电荷转移络合物。这种

在光照下的独特结合方式，为高度类似

的三级胺分子的结构区分提供了条件。

研究人员利用 3种类型的三级胺

分子和萘酰亚胺进行光照实验。结果

表明，该体系光致发光的量子产率和

荧光颜色受三级胺的取代基和分子柔

韧性的显著影响；含有甲基的三级胺

分子会快速呈现绿色，而不含甲基的

柔性胺呈现显著的黄色。

进一步的光谱表征发现，在 365

纳米的紫外光激发下，含有甲基的三

级胺在短时间内即可呈现绿色，而柔

性胺需要经历黄色荧光的过渡态之后

才逐渐变为绿色，并通过 24种胺的光

谱测试表明了该现象的普适性。这表

明含有甲基的三级胺位阻较小，有利

于和萘酰亚胺分子进行构象调整和电

子转移。这个解释得到了 DFT计算以

及瞬态荧光光谱的佐证。

基于上述对三级胺的响应性研

究，研究团队开发了一种用于视觉识

别天然和合成阿片类药物，包括海洛

因、芬太尼、甲基苯丙胺和美托尼秦等

的定性方法。与Marquis试剂盒等现有

方法相比，该方法更加简便、快捷，并

且可以助力现场测试、实时监控并简

化实验室和现场环境中的工作流程。

研究人员介绍，该研究为三级胺

的痕量检测以及阿片类药物的快速识

别提供了新思路。 （王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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