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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1 月 8

日，新冠病毒感染

采取“乙类乙管”

防控措施标志着我

国新冠疫情防控进

入新阶段，然而我

们与感染病的斗争

并未结束。疫苗是

预防感染性疾病的

重要武器，提升免

疫力成为大家关注

的焦点，既往的感染

性疾病还在侵扰我

们的生活，新兴科

技是否能为我们抵

抗感染提供新武器？

2023 年，我们一同

见证与感染病斗争

的光辉成果！

医师自己的报纸！听医生说话  为医生说话
说医生的话  做医生的贴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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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秋 冬 时 节，

支原体、呼吸道合胞病

毒、流感病毒、新冠病毒

等病原体导致的呼吸道

疾病剧增，全国各大医院

儿科爆满。除病例剧增，

住院率反映的严重程度

也较往年有所增加。一

些医学专业人士和媒体

用“免疫债”来解释这

一 现 象。 如 今， 国 内 越

来越多学者开始反对“免

疫债”的假说。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

感染病科臧国庆教授发文

反驳了该假说，他对当前

呼吸道感染高发的原因提

出了另一种解释，“免疫

债”可能涉及感染新冠病

毒后个体免疫系统全面而

持久的损害。这种损害可

能会导致人群免疫屏障降

低，当特定病原体流行时，

就会导致感染暴发。

7 月 13 日，联合国艾

滋病规划署发布《2023 全

球艾滋病防治进展报告》

显示，全球有 3900 万艾滋

病病毒感染者，其中 2980

万正在接受抗逆转录病毒

治疗，2022 年有 130 万艾

滋病病毒新发感染，63 万

人死于艾滋病相关疾病。

中 国 疾 病 预 防 控 制

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 

中心副主任吕繁表示，除

抗病毒治疗使感染者预期

寿命延长、病死率降低，

近年来新诊断发现的老年

HIV 感 染 者 数 量 不 断 增

长，加剧了 HIV 感染者老

龄化和疾病负担。

2022 年 我 国 新 报 告

≥ 60 岁 老 年 HIV 感 染 者

占同期报告全部 HIV 新发

感染者的 25.1%。这些老

年 HIV 感染者文化程度较

低、从事农业活动为主，

以性传播为主，高危性行

为比例较高，且对安全性

行为、HIV 感染途径等知

识了解较少，其在 HIV 感

染风险识别、预防感染和

自我保护等方面明显不足。

环境污染暴露影响呼

吸健康，导致肺功能下降

与呼吸系统疾病的发生，对

全球公共卫生造成重大威

胁。但呼吸道菌群在环境

污染暴露与呼吸健康中所

发挥的作用尚不清楚。2023

年6月22日，我国专家在《自

然·医学》发文揭示了环

境污染暴露、呼吸道菌群

与呼吸健康的关系。

华南师范大学王璋教

授表示，不同的污染暴露因

素通过不同的呼吸道细菌

或真菌群落发挥作用。其中，

吸烟主要影响细菌群落，

大气细颗粒物（PM2.5）主

要影响真菌群落。环境污染

暴露可促进呼吸道“细菌 -

真菌”的交互作用，该互

作模式从健康人群、慢阻

肺风险人群、到慢阻肺患

者中显著增强，提示基于

呼吸道跨界微生物群落的

个体化健康指数和互作模

式可能为早期慢阻肺的发

生提供潜在新型标志物。

噬菌体是以杀菌特性

而闻名的天然病毒，随着耐

药超级细菌的流行，噬菌体

疗法引人入胜的科学历史也

被广为传颂。工程噬菌体是

借助基因工程工具，重新编

程噬菌体以感染指定细菌，

使其能够在植物、动物和人

类微生物群落中的诸多共

存，成为感染界和科研学术

界关注的焦点。

重庆医科大学教授余

加林致力于该领域的研究，

筛选出相应的工程噬菌体，

为临床胞内细菌感染治疗

提供新型治疗方案。他表示，

工程噬菌体在世界经济论

坛上被评为 2023 年十大新

兴技术之一，这意味着噬菌

体疗法未来将大有可为！

WHO 提 出“2030 年WHO 提 出“2030 年

消除病毒性肝炎作为公共消除病毒性肝炎作为公共

卫生危害”的目标，届时卫生危害”的目标，届时

慢性乙型肝炎诊断率达到慢性乙型肝炎诊断率达到

90% 和治疗率达到 80%。90% 和治疗率达到 80%。

然而，我国目前仅分别为然而，我国目前仅分别为

25% 和 15%，而高达 92%25% 和 15%，而高达 92%

的肝癌是由乙肝病毒感染的肝癌是由乙肝病毒感染

所致。2023 年 11 月 17 日，所致。2023 年 11 月 17 日，

国家卫健委医院管理研究国家卫健委医院管理研究

所面向全国启动“乙肝临所面向全国启动“乙肝临

床治愈门诊规范化建设与床治愈门诊规范化建设与

能力提升项目”。能力提升项目”。

国家卫生健康委医院管

理研究所主任马丽平指出，指出，

乙肝临床治愈门诊将从五个乙肝临床治愈门诊将从五个

方面提升服务：提供全病程方面提升服务：提供全病程

管理模式、搭建专病数据库、管理模式、搭建专病数据库、

创建一站式服务、构建肝病创建一站式服务、构建肝病

智慧地图、提供循证支持。智慧地图、提供循证支持。

回望新冠疫情初始，

我国共布置了 4 条新冠疫

苗技术路线：灭活疫苗、

腺病毒载体疫苗、重组蛋

白疫苗、核酸疫苗，截至

2023 年 3 月 22 日 均 陆 续

有了产品，以适应不同人

群需求。国内对新冠疫苗

的研究也热度不减。

暨南大学陈国兵教授领

衔在《自然·衰老》发表研

究阐明了老年人抗新冠病毒

免疫的慢速应答的原因。解

放军总医院封志纯教授等在

《柳叶刀》子刊发表研究发

现，加强接种口服雾化新冠

疫苗对儿童和青少年表现出

良好的免疫原性和安全性。

7 月 13 日《 自 然 》7 月 13 日《 自 然 》

杂志刊发了一项利用人工杂志刊发了一项利用人工

智能来应对感染病的综述智能来应对感染病的综述

研究。该研究强调了人工研究。该研究强调了人工

智能在抗感染药物、疫苗智能在抗感染药物、疫苗

研发和感染病诊断方面的研发和感染病诊断方面的

潜力。潜力。

解放军总医院管希周教解放军总医院管希周教

授授介绍，解放军总医院也尝介绍，解放军总医院也尝

试应用机器学习打造了临床试应用机器学习打造了临床

决策支持系统，该系统分辨决策支持系统，该系统分辨

新冠敏感率能达到 93.1%，特新冠敏感率能达到 93.1%，特

异率达到 95.2%。在全国 140异率达到 95.2%。在全国 140

多家医院测试，效果良好。多家医院测试，效果良好。

以此为基础，进一步打造临以此为基础，进一步打造临

床决策支持系统，在新冠肺炎、床决策支持系统，在新冠肺炎、

肺炎细菌性与病毒性的鉴别肺炎细菌性与病毒性的鉴别

等方面进行了很好的探索。等方面进行了很好的探索。

未来将进一步在肺炎区分感未来将进一步在肺炎区分感

染、非感染，以及联合mNGS染、非感染，以及联合mNGS

诊断方面进一步探索。期待诊断方面进一步探索。期待

未来能打造出肺炎 AI 系统。未来能打造出肺炎 AI 系统。

麻风是由麻风分枝杆

菌引起的慢性传染病，主要

侵犯人的皮肤及周围神经。

在 2016-2019 年，全球每年

新发病例超 20 万例，随着

抗麻风药物的出现，麻风已

成为一种可治疗的疾病，但

目前的干预措施尚不足以解

决全球麻风新病例的数量。

5 月 18 日，5 月 18 日，中国医学科

学院整形外科医院王宝玺教

授团队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团队在《新英格兰医学杂

志》发表研究证实，单剂量志》发表研究证实，单剂量

利福喷丁对麻风家内接触者利福喷丁对麻风家内接触者

可产生显著保护作用，且比可产生显著保护作用，且比

WHO 推荐的利福平预防效WHO 推荐的利福平预防效

力持续时间翻倍。自此预防力持续时间翻倍。自此预防

麻风有了中国方案。麻风有了中国方案。

理解传染病发生、发

展的暴发流行动态对疫情

防控至关重要，包括疫情

何时出现、何时输入、从

哪里输入、是否得到有效

控制等一系列科学问题。

经典的流行病学调查可提

供报告病例的旅行史和暴

露史等信息，但很难捕获

疾病在第一例病例报告前

的潜隐传播动态。

复旦大学余宏杰教授

认为，结合病原体基因组

数据和流行病学数据可更

加全面揭示传染病暴发的

传播动态和时空溯源，强

调了基因组数据在地理来

源推断中的作用，并阐明

了这如何增强对暴发源的

理解和分子调查。

社区获得性肺炎（CAP）

严重威胁人类健康。在中国，

CAP 发病率约高达 7.13 例 /

千人年，随着人口老龄化，

CAP 的发病数量和死亡人

数将迅速增加，加重疾病负

担。11 月 20 日，《柳叶刀 -

区域健康（西太平洋）》在

线发表由中日友好医院曹

彬教授团队、中国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慢病中心周脉耕

教授团队联合开展的研究，

首次系统描述我国近 10 年

来肺炎死亡率下降趋势。

曹教授表示，研究发现，

病毒性肺炎死亡率下降最为

显著，证实了疫情期间的非

药物干预极大降低了肺炎疾

病负担。本研究成果为医疗

资源的合理调配，促进疫苗

接种的公共卫生措施，降低

肺炎的疾病负担，进而为保

障人群整体和长远健康、促

进经济社会发展有重要意义。

持续发力  人类抗感染再进一步
提高免疫力是终极话题

老年 HIV 感染防控成重点

环境污染暴露影响呼吸道微生态致病

工程噬菌体成为年度十大新兴技术之一

乙肝临床治愈门诊开启

新冠疫苗的研究持续深入

肺炎 AI 诊疗系统路在脚下

预防麻风病中国方案放异彩

基于基因数据的传染病时空溯源大热

我国近十年社区获得性肺炎死亡率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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