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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 去 1 年，

新药的出现，为1

型和2型糖尿病管

理提供了新方向；

抗病毒治疗，为1

型糖尿病治疗提供

新思路；新技术

让“打1针，药效

持续1周”成为可

能……在飞逝的时

光里，我们看到的

是飞速发展的糖尿

病防治事业。2023

年，糖尿病领域亮

点纷呈，成就斐然。

不妨让我们把聚光

灯对准这些亮点，

定格下我们的年度

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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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胖既是一场个人的

战斗，也是一场公共健康

危 机。 回 顾 2023 年， 有

多项关于高效肥胖疗法的

研究发表，这些疗法大多

基于胰高血糖素样肽 -1

（GLP-1）的作用，还有

采取的多种策略（包括对

GLP-1 进行各种修饰和添加

其他疗法），目前，其疗效

可与减肥手术治疗相当。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

属鼓楼医院毕艳教授点评

指 出，GLP-1 药 物 在 肥

胖症治疗等领域产生了

深远影响，其潜在应用价

值正被广泛研究。同时，

GLP-1 药物可能引起的不

良反应，也受到了越来越

广泛的关注。整体来说，

GLP-1 药物值得期待。

  1 型糖尿病（T1DM）

是胰岛功能损伤所致，“治

愈 1 型糖尿病”似乎是个

遥不可及的梦。不过，国

外学者的一项研究显示，

6 名接受 VX-880 治疗的 1

型糖尿病患者血糖控制均

得到显著改善，其中 3 名

完全摆脱了外源性胰岛素，

重归正常生活。而在国内，

北京大学干细胞研究中心

与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合

作，成功完成了国际首例 1

型糖尿病受试者化学重编

程诱导多潜能干细胞分化

的胰岛细胞移植手术。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

王树森教授表示，未来要

继续优化高效诱导人多能

干细胞（IPS）向胰岛分

化及移植方案，系统性开

展 IPS 来源的胰岛移植临

床研究工作。

《2000-2019 年全球

代谢病负担报告》显示，

2000-2019 年，全球 2 型

糖 尿 病 的 患 病 率 每 年 增

长 超 过 1.5%。《2023 世

界卫生统计报告》指出，

仅 2019 年，糖尿病就造

成全球 200 万人死亡。中

日友好医院杨文英教授，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

医院滕卫平教授、单忠艳

教授等 领 衔 开 展 的 一 项

全国流行病学调查显示，

我 国 糖 尿 病 总 体 患 病 率

从 2007 年 的 9.7% 增 加

至 2017 年 的 11.7%， 已

确诊的患病率从 3.8% 增

加至 6.3%。

杨文英教授表示，临

床需采取全面行动，来解

决糖尿病带来的日益增长

的健康、经济和社会负担。

传统的胰岛素剂量调

整主要凭借医生的经验，

无法满足个体间动态变化

的需求。复旦大学附属中

山医院李小英、陈颖团队

联合北京邮电大学王光宇

教授团队首次提出采用基

于强化学习算法的 AI 系

统“RL-DITR” 制 定 胰

岛素决策策略，有效提升

2 型糖尿病患者的胰岛素

治疗方案准确性。国际

上，加拿大学者研发出了

一款基于自交联聚合物的

葡萄糖响应性聚合物微针

贴片。该贴片能够封装

高浓度胰岛素，具有超

强的溶胀能力，并在血

糖升高时给予快速响应，

递送胰岛素，旨在实现

胰岛素的智能给药。

李 小 英 教 授 表 示，

这些智能化方案将为庞大

的糖尿病患者群体带来获

益，助力解决医院、家庭

等场景中糖尿病患者血糖

控制等关键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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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 尿 病 诊 疗 标 准（糖 尿 病 诊 疗 标 准（20242024

版版 ）》《2023 版 ESC）》《2023 版 ESC

糖尿病患者心血管疾病糖尿病患者心血管疾病

管理指南》《美国临床管理指南》《美国临床

内 分 泌 学 会（AACE）内 分 泌 学 会（AACE）

共 识 声 明：2 型 糖 尿 病共 识 声 明：2 型 糖 尿 病

综合管理流程》《中国综合管理流程》《中国

成人糖尿病前期干预的成人糖尿病前期干预的

专家共识（2专家共识（2023 版023 版）》）》

等一系列指南与共识相等一系列指南与共识相

继发布。继发布。

河北省人民医院郭河北省人民医院郭

艺芳教授艺芳教授指出，这些指指出，这些指

南和共识充分体现了最南和共识充分体现了最

新临床研究证据，强调新临床研究证据，强调

了以降糖为中心向以患了以降糖为中心向以患

者为中心诊疗模式的转者为中心诊疗模式的转

变，突出强调“合理控变，突出强调“合理控

糖、管理体重、改善心糖、管理体重、改善心

肾预后”作为糖尿病患肾预后”作为糖尿病患

者综合管理的三大支柱者综合管理的三大支柱。。

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是

工作年龄人群首位的致盲

眼病。上海交通大学医学

院附属第六人民医院贾伟

平院士等领衔开展的一项

大样本流行病学调查显示，

我国约 1950 万 糖 尿 病 患

者合并有糖尿病视网膜病

变（DR），其中约 1/5 处

于威胁视力的糖尿病视网

膜 病 变（VTDR） 阶 段。

大约每 3 名糖尿病患者中

就有1名视网膜病变患者。

贾伟平院士表示，我

国人口老龄化状况日趋严

重，预防 DR 导致的视力

受损和致盲已成为医务工

作者面临的巨大挑战。

降低用药频次、延长降低用药频次、延长

药物效果，糖尿病患者的药物效果，糖尿病患者的

这一期盼正逐渐成为现实。这一期盼正逐渐成为现实。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

一医学中心母义明教授一医学中心母义明教授等等

对一款每周仅需注射一次对一款每周仅需注射一次

的超长效基础胰岛素类似的超长效基础胰岛素类似

物进行了研究，不仅证实物进行了研究，不仅证实

了其在降低糖化血红蛋白了其在降低糖化血红蛋白

方面的非劣效性，且进一方面的非劣效性，且进一

步证实了其降糖的优效性。步证实了其降糖的优效性。

同样，同样，浙江大学顾臻教授浙江大学顾臻教授

和和王金强研究员团队王金强研究员团队开发开发

出了一款长效胰岛素制剂，出了一款长效胰岛素制剂，

能够智能感知血糖的波动，能够智能感知血糖的波动，

动态调节胰岛素的释放率，动态调节胰岛素的释放率，

可实现 1 次给药 1 周有效。可实现 1 次给药 1 周有效。

母义明教授表示，减少母义明教授表示，减少

注射次数除了本身会给患者注射次数除了本身会给患者

带来便利之外，在某种意义带来便利之外，在某种意义

上还可以节约治疗经费。长上还可以节约治疗经费。长

效胰岛素将为糖尿病患者和效胰岛素将为糖尿病患者和

医生提供更高质量的血糖管医生提供更高质量的血糖管

理工具。理工具。

目前，糖尿病仍然是

成人肾衰竭或终末期肾病

的主要原因，需要透析或

移 植 治 疗。2023 年《 糖

尿病与肾病报告》指出，

糖尿病是导致慢性肾脏病

（CKD）的主要原因之一，

约 30%~40% 的糖尿病患者

发 展 为 CKD， 其 中 2 型

糖尿病是造成糖尿病相关

CKD 负担的最大因素。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

医院赵进喜教授表示，糖尿

病肾脏病在发达国家已成为

终末期肾衰尿毒症透析患者

的首要原因，成为社会和家

庭的日益增长的巨大的经济负

担。寻求有效治疗糖尿病肾脏

病治疗方案，是摆在我们面

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难题。

传统观念认为，糖尿

病只可控制不可治愈，然

而，随着医学技术的不断

进步，这一观念受到挑战。

2023 年，DiRECT 研 究 延

长 3 年后的最新研究结果再

次吸引了人们的目光：部分

患者糖尿病缓解可以持续 5

年！在原始试验两年中实

现 2 型糖尿病缓解的参与者

中， 近 1/4（23%） 在 5 年

时仍然处于缓解状态。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附属同仁医院邹大进教授

表示，逆转（缓解）将改

变或停止糖尿病的发展轨

迹。以往认为糖尿病是逐

步进展的疾病，但是逆转

能让它的病情进展微小到

几乎察觉不到的程度。

“功能性 β 细胞逐渐

丧失”是 T1DM 的典型特

点。多年来，临床对于“如

何 保 护 T1DM 的 β 细 胞

功能”几乎束手无策，而

随着最新研究成果的出炉，

这一现状有望被改变！

《新英格兰医学杂志》

发表的了一款新药的相关

研究，表明其可显著延缓

新 发 T1DM 患 者 β 细 胞

功能下降速度。

挪威学者的一项研究

指出，在新诊断 T1DM 儿

童青少年中，接受抗病毒

治疗，可显著保留 β 细胞

功能。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

鼓楼医院朱大龙教授表示，

保护胰岛 β 细胞功能对于

延缓 2 型糖尿病进展具有重

要的临床意义。将来还需要

开展更多的工作以建立标

准化的胰岛 β 细胞功能评

估方法，明确相关基因和通

路对胰岛 β 细胞功能的影

响，针对糖代谢不同阶段和

不同靶点采取相应的干预

方法以最大限度地保护和

恢复胰岛 β 细胞功能。

遍地开花  新技术引领糖尿病防治未来
减重新突破  GLP-1 药物时代来了

干细胞疗法有望治愈 1 型糖尿病

全球糖尿病患病率仍在增加

胰岛素治疗走向智能化

系列指南与共识改变临床实践

1950 万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患者令人忧心

长效胰岛素有望实现“一次给药一周有效”

四成糖尿病患者发展成慢性肾脏病

逆转 2 型糖尿病曙光初现

保护 β 细胞功能不再束手无策

亮点11

亮点55

亮点99

44亮点

88亮点

亮点22

亮点66

亮点1010

33亮点

77亮点

202
20233

十十
大
亮
点

大
亮
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