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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生物制剂的不断

发展，我们期待新的靶点

生物制剂的出现，为不同

类型的变态反应疾病提供

更精准的治疗，为包括儿

童在内的患者的综合管理

带来更多选择。

共病治疗，
生物靶向药更胜一筹07

从外用药膏发展到分子

靶向药，皮肤病的治疗方法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

意味着医生有了更多选择，

但如何在复杂的病情中作出

最合适的决策，考验的是皮

肤科医生的专业素养。

顾军：用心护卫人体
“第一道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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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杰：加强生育力保护
切实提高出生人口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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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率持续走低，

一方面是因为育龄人口

数量下降、生育意愿下

降；另一方面，则是因为

自然年龄增大导致的生

理性生殖衰老以及病理

性生殖衰老。

如何借助现代信息化、智能化手段推动新药临

床试验的“加速”上市，是当前医药领域最为关心的

话题之一。自 2015 年 7 月，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总局发布《关于开展药物临床试验数据自查核查

工作的公告》以来，医药企业高度重视数据的合规

性，推动了临床研究数字化系统的广泛应用。

值得一提的是，人工智能（AI）技术在医疗健康

领域的应用日益深入。去年 3 月，《自然》杂志发表

的一篇论文充分展示了 AI 技术在加速临床试验过

程中的独特价值。

据了解，2024 年医疗 AI 模型通过美国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局审批的数量同比增长 210%，去中心

化临床试验覆盖率突破 35%。而这些数字背后，是

区块链技术正在重塑受试者隐私保护的范式，生成

式 AI 加速了方案设计迭代，可穿戴设备让真实世

界研究有了更丰富的生物标记物。

在“5·20 国际临床试验日”前夕，本报编辑部以

“让数字化成为临床试验生态重构的‘活力引擎’”

为主题，聚焦临床研究生态的重构、临床研究质量

的保障、临床研究效率的提升以及促进临床研究共

赢的议题，邀请国内权威专家从多个维度深入探讨

数字化技术在临床研究领域的广泛应用及其给医

疗生态系统重塑所带来的深远影响。

（详见 3～6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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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中央

编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等 13部门联合印

发《关于优化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布局建

设的指导意见》，明确坚持以人民健康为

中心，按照“一般病在市县解决，日常疾

病在基层解决”的要求，坚持“政府主导、

规划先行，保持存量、优化结构，依托区

划、兼顾人口，统筹资源、分类建设”的原

则，指导各地结合实际，因地制宜完善基

层医疗卫生机构布局建设，进一步健全

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

《指导意见》明确，原则上在每个乡

镇办好一所卫生院。对撤并的乡镇，结合

实际，可将原有乡镇卫生院转为建制乡

镇卫生院的分院或进行合并。根据服务

人口分类建设中心乡镇卫生院和一般乡

镇卫生院。优先加强基础薄弱地区和边

境地区的乡镇卫生院建设。

《指导意见》提出，原则上一个行政村

设置一个村卫生室。一个行政村有多个村

卫生室的应合并设置，其他卫生室可以视

实际情况保留为医疗服务点，也可以自愿按规定转为

诊所等医疗机构；人口较少或面积较小、交通便利的

行政村可与相邻行政村联合设置村卫生室；乡镇卫生

院所在地的行政村可不单独设置村卫生室。

《指导意见》既强调优化机构布局，也要求加强

服务能力建设，同步提出了“优化服务协同联动”

“强化基层服务能力”“发展壮大基层医疗卫生队

伍”3个方面工作措施要求。

《指导意见》强调，要统筹当前和长远，综合考虑

城乡融合发展、人口结构变化、居民健康需求等因素，

充分考虑不同地区的差异，防止“一刀切”、出现服务

“空白点”，同时避免资源闲置浪费，让居民能够就近

获得安全有效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 （李春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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