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政策要求的异种器官移植相关

研究成果需要在非人灵长类（NHP）

动物疾病模型研究中验证其有效性，严

格要求以 NHP 为模型进行临床前实验

验证异种器官移植方案的有效性及安全

性。但是 NHP 和人类也存在免疫学方

面的很多差异。

作者指出，虽然非人灵长类动物

与人存在很高的相似性，但是 NHP 和

人免疫系统存在一定差异，如 CD40 单

抗在人体的效果远不如 NHP。因此，

目前广泛使用的脑死亡受体或 NHP 受

体都存在一些差异。需要开发新的模

型用于异种器官移植的研究，迫切需

要其他更可靠的评价模型，如改进人

源化小鼠异种移植模型和优化的体外

人血灌注模型。

述评还提出了一些未来可能的模

型，例如，人源化大动物和类器官技术

等。人源化动物可以良好地模拟人体内

的免疫改变，便于调控不同免疫细胞，

可以开发人源化的大型动物模型，例如

人源化 NHP 或人源化猪研究实体器官

异种移植后的免疫反应。类器官则更

适合体外研究和观察免疫反应或排斥反

应，例如脑死亡受体和其他受体异种移

植后的血液或其他组织产物用于处理人 

iPSC 衍生的微血管类器官，可以研究

免疫反应对受体微循环的影响；以及免

疫抑制新药物的筛选和测试等。

该综述总结了现有模型的优势和不

足，异种器官移植最核心模型还是按照

国际移植伦理协会的要求，高质量进行

基因编辑供体猪

器官到非人灵长

类移植，密切观

察存活期和副反

应，符合伦理生

存要求，逐步应

用到临床。

 何以居中  自有高论

肥胖是三高共管的核心
▲天津康汇医院高血压科  李玉明

阜外医院宋江平团队受邀在《异种移植》杂志发表述评

脑死亡受体应用于异种移植 ：脑死亡受体应用于异种移植 ：
一把双刃剑一把双刃剑

    在慢性病防控领域，高血压、高血脂和高血糖（糖尿病）

被称为“三高”，是心血管疾病和代谢性疾病的主要危险

因素。近年来，随着肥胖率的持续攀升，肥胖已成为“三

高”共同管理中的核心问题。2025 年，美国糖尿病协会

（ADA）指南将体重管理从三大核心措施的第三位前移

至第二位，进一步凸显了体重管理在“三高”防控中的

重要性。结合国家卫健委“体重管理年”的系列措施，本

文从病理生理机制、临床证据及政策实践三个维度，探讨为

何体重管理应成为“三高”共管的核心。

医医师自己的报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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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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胖是“三高”共同的病理生理基础肥胖是“三高”共同的病理生理基础

体重管理对“三高”防控效果显著体重管理对“三高”防控效果显著

践行“体重管理年”的核心措施践行“体重管理年”的核心措施

肥 胖， 尤 其 是 中 心 性

肥胖，是“三高”发生和

发展的共同土壤。其病理

生理机制主要体现在以下

几个方面：

胰岛素抵抗与代谢紊乱

肥胖导致脂肪组织过度堆

积，特别是内脏脂肪的增

多，会引发胰岛素抵抗。

胰岛素抵抗不仅是 2 型糖

尿病的核心发病机制，还

会进一步导致脂代谢紊乱

（如甘油三酯升高、高密

度脂蛋白降低）和血压升

高。因此，肥胖通过胰岛

素抵抗这一共同通路，直

接促进了“三高”的发生。

慢 性 炎 症 与 血 管 损

伤  脂肪组织不仅是能量储

存器官，还具有内分泌功

能。肥胖状态下，脂肪组

织分泌大量促炎因子（如

TNF-α、IL-6），引发慢

性低度炎症。这种炎症状

态会损伤血管内皮功能，

促进动脉粥样硬化的形成，

从而加剧高血压、高血脂和

糖尿病的进展。

神经内分泌调节失衡

肥 胖 会 影 响 下 丘 脑 - 垂

体 - 肾上腺轴的功能，导

致交感神经兴奋性增加和

肾素 - 血管紧张素 - 醛固

酮系统（RAAS）的激活，

进而引起血压升高和血糖

代谢异常。

由此可见，肥胖不仅是

“三高”的共同危险因素，

更是其病理生理机制的交汇

点。通过体重管理，可以从

源头上干预“三高”的发生

和发展。

大量临床研究证实，体

重管理对“三高”的防控具

有显著效果。

减重与血压控制关系密

切。研究显示，体重每减少

1 Kg，人体的收缩压即可降

低约 1 mmHg。对于超重或

肥胖的高血压患者，减重

5%~10%可使血压显著下降，

部分患者甚至可减少或停用

降压药物。

减重对血脂改善效果

明显。减重可显著降低甘油

三酯和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水平，同时提高高密度脂蛋

白胆固醇水平。例如，一项

纳入超重患者的干预研究发

现，减重 10% 可使甘油三

酯水平下降 20%~30%。

减重有利于血糖控制。

对 2 型糖尿病患者，减重不

仅可改善胰岛素敏感性，还

能降低糖化血红蛋白水平。

糖尿病缓解临床试验表明，

通过强化体重管理，近半数

患者可实现糖尿病缓解。

这些证据表明，体重管

理是“三高”防控中最具成

本效益的干预措施之一，健

康体魄应从减重开始。

2024 年， 国 家 卫 健 委

将“体重管理年”作为慢

性病防控的重点工作，出

台了一系列措施，进一步

强化体重管理在“三高”

共管中的核心地位。

全民体重筛查与分级

管理   在全国范围内推广

体重筛查，将体重指数和

腰围纳入常规体检项目，

并根据超重和肥胖程度实

施分级管理。

多学科协作的体重管

理方案  在医疗机构中推广

多学科协作的体重管理模

式，整合营养科、内分泌科、

心血管科等资源，为患者

提供个性化的饮食、运动

和行为干预方案。

社区健康教育与支持

通过社区健康教育活动，普

及体重管理知识，鼓励居民

参与科学减重计划。同时，

利用移动医疗技术，为患者

提供远程体重管理支持。

政策支持与环境营造

推动健康饮食和运动环境

的建设，如限制高糖高脂

食品的广告宣传、推广公

共体育设施等，从政策层

面支持体重管理。

肥 胖 作 为“ 三 高” 共

同的病理生理基础，其管

理在“三高”防控中具有

核心地位。通过体重管理，

不仅可以改善血压、血脂

和血糖水平，还能降低心

血管疾病和代谢性疾病的

整体风险。

2024 年国家卫健委“体

重管理年”的系列措施，

进一步凸显了体重管理在

慢性病防控中的重要性。

未来，随着政策落地和科

学研究的深入，体重管理

将成为“三高”共管的核

心策略，为全民健康提供

有力保障。

日前，国际期刊《异种移植》邀请中

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宋江平团队撰写述

评，“脑死亡受体在异种移植中的应用：

一把双刃剑”，该文章对异种器官移植研

究 提 出 了 新 见 解。（Xenotransplantation.

Jan-Feb;32:e70010）

脑死亡患者被广泛用于异种移植研究脑死亡患者被广泛用于异种移植研究

亟需异种器官移植新模型亟需异种器官移植新模型

器官移植是解决多种器官衰竭的

最终手段，但是目前器官供体严重不

足严重限制了移植治疗的进展。异种

移植目前已被视为弥补器官移植供体

不足的重要解决方法。该团队发现，

脑死亡患者已被广泛用于基因编辑猪

器官异种移植的研究。

虽然在脑死亡患者中的部分研究

已经取得了积极的结果，但是脑死亡

后机体内会发生一系列生理生化改变，

对异种移植器官的影响仍然是未知的。

现有的脑死亡实验结果也存在较大差

异，脑死亡患者作为异种器官移植的

临床前实验的受体是有欠缺的。

述评总结，目前已完成的猪到人

或脑死亡患者的异种心脏、肾脏、肝

脏移植研究。发现以脑死亡患者为受

体得出的研究结果存在一定异质性，

而且与到真正患者的移植结果存在差

异。可能是由于脑死亡后交感和迷走

神经调控失调，内分泌系统紊乱，血

管损伤，以及各器官炎症浸润影响了

异种器官移植后的相关改变，从而影

响了移植后的评估。

李玉明 教授李玉明 教授

宋江平 教授宋江平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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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激素和细胞因子释放

脑死亡

垂体功能衰竭

甲状腺功能异常 左心房压力升高和肺
毛细血管内皮损伤

体液不足 血管性麻痹

T3 水平
相对较低

流通量显著增加

血 流 动 力 学
不稳定

肾上腺

下丘脑 - 垂体 - 肾上腺轴
功能衰竭

垂体后叶功能衰竭

下丘脑

垂体

中枢性尿崩症（CDI），
以多尿、高渗状态和
高钠血症为特征

交感神经风暴
交 感 神 经 系 统 的
大规模激活 心肌损伤和呼吸系统损伤

肺部炎性浸润

肺部对机械性或缺血 -
再灌注损伤的易感性
增加

肾脏的炎症状态

T 淋巴细胞和巨噬细胞浸润

凝血激活与
纤溶失衡

器官内微血栓
形成

图  脑死亡后身体机制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