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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首例！跨洲际三地机器人辅助超远程手术完成

本报讯 近日，由广州中医药大学和科摩罗

国家卫生部共同举办的第五届中非青蒿素复方

控制疟疾研讨会在科摩罗莫罗尼召开。广东省

中医药局副局长柯忠、广东省中医药局办公室

主任刘占峰、广州中医药大学副校长杨荣源等

出席会议。

柯忠指出，广东省在推动中医药走向世界、

助力全球公共卫生事业发展方面做出了积极努

力，特别是在非洲抗疟合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他表示，将鼓励产学研结合，推动抗疟新药的研

发和临床试验；扩大培训规模，帮助非洲国家建

立本土化的抗疟专业团队；继续深化合作，创新

模式，共同应对挑战。

杨荣源希望此次会议共同探讨青蒿素复方

控制科摩罗疟疾的方案，以及如何加强中非在

疟疾防治领域的合作。同时，他强调，要坚定信

心面对当前抗疟工作的挑战，中科双方共同努

力，尽快控制科摩罗疟疾流行，加快科摩罗疟疾

消除进程，为全球抗疟事业贡献力量。

科摩罗卫生部部长阿哈马迪表示，此次研讨

会是宝贵的交流机会，科方愿意听取各方专家

的意见，深度讨论中科疟疾防治项目方案，共同

推动科摩罗消除疟疾。

会上，相关领域专家围绕科摩罗当前疟疾流行

情况、中科抗疟合作下一步工作设想等方面作了专

题报告。与会代表们积极评价了科摩罗青蒿素复方

全民服药清除传染源行动取得的成效，讨论了目前项目实施

中遇到的一些困难和问题，交流了消除传染源工作的经验，

表达了积极参与抗击疟疾的信心，以实际行动助力科摩罗

消除疟疾，促进科摩罗社会经济发展。 （朱汉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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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手术可以跨洲际、分三地

完成吗？7 月 17 日，在法国斯特拉斯

堡举行的国际机器人外科学会年会

上，有一场跨洲际、分三地实时协作机

器人辅助 5G 超远程手术成功实施，

并向全球直播。

远在法国国际微创外科培训中心的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教授李学松，位于北京

的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教授谌诚、杨昆霖，

通过远程操作控制台，与福州大学附属省

立医院手术室现场团队，共同为一名输尿

管狭窄患者成功实施了“机器人辅助输尿

管狭窄段切除吻合术”。

患者是一名输尿管结石碎石术后

输尿管闭锁的老年男性，肾积水严重、

组织粘连重，术中需要精准解剖并重

建通畅的输尿管管腔。

“这段输尿管要切除。”法国操作

端发来指令的同时，福州手术台上的

机械臂几乎同步反应，就像两只“铁蟹

钳”，灵活地处理分离、切除、缝合组织

等操作。福州大学附属省立医院泌尿

外科主任叶烈夫此刻正控制着操作

杆，领衔团队承担现场操作与配合的

核心任务。

为什么采用远程机器人手术，而

不是传统开刀或腹腔镜手术？叶烈夫

指出其有三大优势，一是可实现跨区

域“专家到达”，过去类似病患需辗转

福州排队数周，而在这里可由顶级专

家远程高质量完成操作；二是手术操

作精准，机械臂能过滤掉人为手抖，配

合放大 10~15 倍手术画面，实现毫米

级精度；三是患者创伤更小、恢复更

快，治疗效率更高。

据悉，该手术成功攻克了超低延

时操作（时延控制在 200 毫秒内）、跨

洲网络稳定性、多中心应急响应三大

世界性难题。

“福建省泌尿外科 5G 远程机器人

手术联盟”同期成立。该联盟首批汇聚

了 10 家成员单位，覆盖全省各地市医

疗机构，旨在依托 5G 高速网络和先

进的国产康多机器人手术技术，构建

覆盖全省的远程手术协作、实时教学

与会诊平台。 （温才妃）

本报讯 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教授

舒易来、李华伟、陈兵、王武庆，联合哈佛大学医

学院教授陈正一，开展了全球首个基因治疗与

人工耳蜗的队列研究，系统比较先天性耳聋儿

童在接受基因治疗或人工耳蜗植入后多维度听

觉言语感知水平的差异，发现接受基因治疗的

患者恢复了自然听力，在噪声言语和音乐感知

中比人工耳蜗的表现更优。相关研究 7 月 21 日

发表于《美国医学会 - 神经病学》。

听力损失是全球最常见的感觉障碍之一，

每 1000 名新生儿中约有 2~3 名患有先天听力障

碍，其中约 60%的先天性耳聋与遗传因素有关。

近半个世纪以来，人工耳蜗植入是临床上极重

度以上感音神经性聋的金标准疗法和唯一选

择。近年来，先天性耳聋基因治疗作为一种全新

的、针对病因的治疗手段，有望恢复自然听力，

引起了领域内的高度关注。

研究团队纳入 11名已接受基因治疗的先天性

耳聋儿童，并按照严格标准，匹配了 61名基线听力

言语、年龄、听觉模式均可比的接受人工耳蜗植入的

先天性耳聋儿童，进行了长达 1年的随访评估，从听

力阈值、听觉言语问卷、言语测试（安静及噪声）、音

乐感知、方向感知、听觉皮层信息处理、生活质量等

多个维度进行了比较。

这 11 名患者中，有 9 名完成了治疗后 1 年

的随访评估。结果显示，他们的听力恢复情况非

常稳定，言语能力也越来越好，说明针对 OTOF

基因缺陷的耳聋基因治疗，不仅能改善听力，疗

效还能保持稳定。

在听觉言语感知方面，基因治疗组在有意

义听觉整合量表、听觉行为分级、言语可懂度分

级、噪声相关问卷、声源定位能力等方面的得分

明显优于人工耳蜗组。此外，基因治疗组的脑电

失匹配负波（MMN）的潜伏期明显短于人工耳

蜗组，表明其听觉皮层自动侦测声音变化的能

力更好、反应更快，听觉通路的信息处理速度更

快。上述优势在术后 6 个月时最为明显，表明了

耳聋基因治疗可以带来更快的听觉言语感知恢

复速度、更优的听觉言语感知质量。

研究团队同时纳入了双模式的患者进行比较，

即对侧曾植入人工耳蜗的基因治疗患者。结果显示，

关闭耳蜗时，仅用基因治疗耳聆听时，他们在噪声下

言语感知测试表现明显优于单侧人工耳蜗组；打开

耳蜗时，他们的歌唱音准率明显高于双侧人工耳蜗

组，大脑听觉皮层反应的脑电 MMN潜伏期也明显

短于双侧人工耳蜗组。

研究团队表示，此项研究不仅证实了基因

治疗在先天性耳聋治疗中的疗效，还为临床治

疗方案选择提供了循证医学依据，标志着先天

性耳聋治疗正式迈入精准听觉医学的新纪元，

帮助患者真正地融入自然有声世界，为更多耳

聋患者带来重获新“声”的曙光。 （江庆龄）

相关论文信息：

第
五
届
中
非
青
蒿
素
复
方
控
制
疟
疾
研
讨
会
召
开

全球首个基因治疗与人工耳蜗队列研究开展

叶烈夫控制操纵杆，进行现场操作。 福州大学附属省立医院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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