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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中国科学院深圳先

进技术研究院（以下简称深圳先进院）

研发的“含镁可降解高分子骨修复材

料”通过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创新医

疗器械第三类植入器械注册审批，正

式获准上市。该材料填补了行业空白，

破解了临床骨缺损修复难题。

“含镁可降解高分子骨修复材料”

是深圳先进院医工所转化医学研究与

发展中心（以下简称转化中心）秦岭、

赖毓霄团队历经 15 年的研发成果。依

托“产学研医”协同创新模式，转化中

心通过集成医学、生物学、材料学以及

工程学等多学科交叉，利用低温 3D

打印方法开发出该材料，攻克了 3D

打印骨科器械的多项技术难点，成功

实现了含镁骨修复材料的精准成型，

并赋予材料特殊的仿生结构和适宜的

强度。

随着镁金属的加入，该材料不仅

实现了与人体松质骨相近的力学强

度，使其在手术操作中能够稳定应对

冲击力，避免崩解或产生碎屑，还能

在成骨早期提供稳定的力学支撑。同

时，该材料能在 6 至 9 个月内完全降

解并被人体充分吸收，避免了因材料

残留引起的体内异物反应，降解过程

中释放的镁离子能够参与新骨的形

成和正常的生理代谢过程，加速骨缺

损修复。

原创成果从实验室迈向临床应

用，需要经历漫长和严苛的验证过程。

2010 年，深圳先进院在与香港中文大

学密切合作的基础上成立转化中心，

系统开展骨科植入性功能材料的深入

研究。2013 年，深圳先进院孵化企业

深圳中科精诚医学科技有限公司围绕

“含镁可降解高分子骨修复材料”开展

转化工作，有序完成了产品工艺验证、

注册检验、临床前生物安全性评价、动

物实验以及多中心临床试验。

在临床研究中，联合研发团队在

北京积水潭医院、上海市第六人民医

院等 8 家国内医院完成了 176 例骨缺

损患者的多中心临床试验。结果显示，

24 周植骨融合率达 98%以上，没有出

现排异反应，展现出优异的生物相容

性。此外，该材料在术中可剪切塑形，

有利于适配复杂骨缺损形态。

（刁雯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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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 AIHA复发患者有新法

本报讯 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

（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学研究所）主任医

师施均团队首次报道了两例在接受自体

CD19 CAR-T细胞治疗后复发、多线治

疗失败的自身免疫性溶血性贫血（AIHA）

患者，通过靶向 B细胞成熟抗原（BCMA）

的双特异 T细胞衔接器，第二次挽救性治

疗成功的案例。相关研究近日发表于《新

英格兰医学杂志》。

文献报道显示，AIHA 发病率为

1.8~3.0/10万人年、患病率 17/10万人，难

治 /复发患者占比高。其中，约 50%的患

者经一线糖皮质激素、二线 CD20单克隆

抗体及多种常规免疫抑制剂治疗后，多轮

次复发且不能摆脱药物依赖。近年来，

CD19 CAR-T细胞治疗在多种自身免疫

病中疗效显著。

研究团队介绍，针对多线治疗失败的

难治性 AIHA，11 例患者经自体 CD19

CAR-T 细胞治疗后均快速缓解，9 例患

者持续缓解中，但两例患者在持续缓解

7~8月后复发，患者生存风险较大。目前，

国际上针对 CD19 靶点 CAR-T 细胞治

疗后复发的自身免疫病患者，尚缺乏有效

的二次挽救性治疗策略。

基于自身反应 B/浆细胞均有可能参

与自身抗体形成的理论，CD19 CAR-T

细胞治疗后复发可能与自身反应性长寿

命浆细胞的持续存在相关。研究人员进一

步的检测证实了两例患者在复发时均存

在较高比例的 BCMA阳性浆细胞。

因此，研究人员采用了一种新型靶向

BCMA的双特异 T 细胞衔接器 CM336。

两例患者接受 CM336治疗后溶血明显改

善。第一例患者在第 13天部分缓解，第 17

天血红蛋白水平恢复正常；第二例患者在

第 19天部分缓解，第 21天完全缓解，治

疗期间未接受其他药物治疗。两例患者接

受治疗后溶血指标明显下降，随访 6个月

持续处于无治疗缓解中。不良反应仅观察

到 1级皮肤硬结及低丙球蛋白血症，未见

其他严重不良反应。

施均表示，针对 BCMA 靶点的治疗

不仅可以作为接受过 CD19 CAR-T细胞

治疗的自身免疫病患者复发后二次挽救

性治疗的策略，也为常规免疫抑制剂二线

治疗失败的 AIHA 患者开展新的临床研

究带来了更多可能。 （张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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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

研究员刘光慧、曲静、宋默识联合国

家生物信息中心研究员张维绮及首

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研究员王思，系

统揭示了运动延缓衰老的分子机制，

证实天然代谢物甜菜碱是介导运动

保护信号的关键介质。这一研究开创

了基于“运动模拟药物”实现系统性

抗衰干预的全新策略。相关研究近日

发表于《细胞》。

此前，研究团队开展了运动影响小

鼠健康的研究项目，为深入解析运动对

人类健康的复杂效应及开发靶向干预

策略奠定了前期基础。在这项研究中，

研究团队运用多组学分析手段，构建了

多模态数据耦合分析框架。借助这一框

架，研究人员首次将运动适应性反应这

一复杂的系统生物学问题解构为一个

可量化的多组学动态网络，并进一步结

合“人 -鼠”跨物种验证体系，系统解析

了单次急性运动与长期规律运动后的

生理适应表现与机制。

研究发现，急性运动激活 IL-6/

皮质酮通路，触发以生存为导向的炎

症应激反应；而长期运动则通过肾

脏 -甜菜碱 -TBK1抑制轴，推动系

统性抗炎稳态的重建。这一成果动态

全景式地绘制出运动代谢重编程的轨

迹———从急性期的氨基酸耗

竭型“代谢混沌态”，逐步演

进至长期适应期的甜菜碱协

调型“多器官稳态期”。研究

进一步将运动效应解码为可

靶向的化学通路，证实天然

代谢物甜菜碱是介导运动保

护信号的关键介质。通过抑

制 TBK1激酶，甜菜碱传递

健康效应，并构建了“靶点识

别 - 机制验证”的化学生物

学闭环。这些发现为“运动即

良药”提供了跨尺度（分子 -

细胞 -器官）、跨物种、多层

级的科学证据。

在转化应用层面，甜菜

碱被确立为首个机制明确的

天然“运动模拟物”。其低剂

量有效性和良好的安全性，

为无法耐受长期高强度运动

的老年群体提供了一种潜在的抗衰替

代策略。该研究开创了“内源性代谢物

介导运动效益”的研发新范式，将复杂

的生理效应转化为可量化、可操作的

化学语言，为基于代谢重编程的衰老

干预开辟了新路径。 （王兆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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