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医师报讯 （通讯员 朱

朱）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

医院李希教授团队联合辽

宁、宁夏、江西、河南、

山东疾控中心学者发表的

SMARTER 研究（心血管

病高危人群定制化干预研

究）提示，由村医主导的

移动健康干预模式可显著

改善我国农村地区心血管

病高危人群的生活行为和

代谢性危险因素管理状况，

从而有效降低心血管病发

病风险。（BMJ. 5 月 27 日

在线版）

SMARTER 研 究 是 一

项由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

医院牵头的整群随机对照

试 验， 于 2023 年 3 月 至

2023年5月在我国五省（区、

市）127 村共纳入 4533 名

心血管病高危对象（年龄

≥ 35 岁、 预 测 10 年 心 血

管病风险≥ 10%），以村

为整群随机单位（每村约

35 人）， 随 机 分 配 至 干

预 组（ 由 村 医 主 导 的 移

动健康干预，涉及 64 村，

2297 名）或对照组（常规

基层卫生服务，涉及 63 村，

2236 名）。

该 研 究 主 要 终 点 为

12 个 月 时 基 于

China-PAR 预

测 模 型 心 血 管

病 10 年 风 险 的

变 化。 次 要 终

点 包 括： 基 于

China-PAR 预

测模型的心血管

病 终 生 风 险 变

化；收缩压和舒

张压、空腹血糖、

非高密度脂蛋白

胆固醇等指标变

化；肥胖率、每

日吸烟率、身体

活动不足率的变化。

结果显示，99.4% 的研

究对象完成了 12 个月的门

诊随访并完成终点评估。

在 12 个月干预期内，干预

组 10 年心血管病发病风险

从 18.0% 降 至 11.7%（ 图

1），对照组从 17.8% 降至

13.6%，干预组的降幅明显

大于对照组（6.3% 与 4.2%，

P<0.001）。

在 次 要 终 点 方 面，

与 对 照 组 相 比， 干 预 组

的 心 血 管 病 终 生 发 病 风

险 降 幅 也 更 大（15.9% 与

11.0%）；同时，各项心血

管危险因素的控制情况也

得到显著改善，包括收缩

压（-23.2 mmHg 与 -15.2 

mmHg）、 舒 张 压（-10.9 

mmHg 与 -6.9 mmHg）、

空腹血糖（-0.9 mmol/L 与 

-0.5 mmol/L）、每日吸烟

率（-3.1% 与 -0.6%）、 身

体 活 动 不 足 率（-3.0% 与

1.3%），但非高密度脂蛋

白胆固醇和肥胖率的变化

无显著差异。

此外，与对照组相比，

干预组心血管病高危对象

的 服 药 依 从 性 显 著 提 高

（35.6% 与 25.9%），但两

组的主要不良心血管事件

发生率相似。

研究者指出，该研

究 立 足 农 村 基 层 医 疗

卫 生 服 务 需 求， 利 用

“ 互 联 网 +” 模 式 和

移 动 健 康 干 预 技 术，

为 村 医 提 供 定 制 化 健

康 管 理 服 务 工 具 包，

助 力 村 医 慢 病 管 理 工

作 提 质 增 效。 此 干 预

模 式 充 分 发 挥 村 医 的

主 动 性， 依 靠 村 医 与

村 民 长 期 交 往 中 建 立

的 信 任 感 和 熟 悉 度，

这 种 模 式 下 的 健 康 管

理 频 度 更 高、 服 务 连

续性更好。

与此同时，移动手

机 的 普 及、 短 视 频 等

健 康 传 播 媒 介 在 基 层

的 推 广， 充 分 降 低 了

干预内容的接受门槛，

保 证 了 干 预 的 良 好 接

受度。

将移动健康技术开

发 为 健 康 管 理 服 务 包

的形式，使居民健康信

息 在“ 移 动 健 康 技 术

支 持 平 台 - 村 医 - 心

血 管 病 高 危 对 象” 之

间 循 环 交 互， 保 证 了

干 预 内 容 的 科 学 性 和

准 确 性， 也 实 现 了 村

医与村民的信息同步，

长 远 来 看， 将 持 续 促

进 心 血 管 病 高 危 对 象

的健康管理。

此模式可在中国农

村 及 其 他 医 疗 资 源 相

对匮乏地区进行推广，

持 续 提 高 人 群 健 康 管

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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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医学科学院

北京协和医院徐作军教

授牵头开展的一项研究

显 示， 接 受 60 mg Qd 

Rentosertib 治 疗 的 特

发性肺纤维化患者，

用 力 肺 活 量（FVC）

平均改善幅度最大，

FVC 均值增加 98.4 ml，

而对照组 FVC 均值下

降 20.3 ml。研究中的

探索性生物标志物分

析进一步验证了通过

人工智能方法发现的

新 颖 靶 点 TNIK 的 生

物学机制，研究结果

支 持 Rentosertib 具 有

潜在的抗纤维化及抗

炎 作 用。(Nat Med.6

月 3 日在线版 )

四川大学华西公

共 卫 生 学 院 / 华 西 第

四医院肖雄教授团队

开展的一项研究发现，

与不摄入辣食的人群

相 比， 辣 食 频 率 为

3~5 天 / 周的人群综合

生物年龄（BA）降低

0.69（95% CI -1.10~-

0.29）年，抗衰结果最

佳。针对器官系统特

异 的 BA 而 言， 研 究

发现辣食的摄入与代

谢系统和肾脏系统衰

老的关联较强。（Nutr 

J.5 月 23 日在线版）

阜外医院李希教授等《英国医学杂志》发文

村医 + 移动医疗  有效降低村民心血管病风险
研
者

究

说说 充分发挥村医主动性

李希 教授李希 教授

图 1  10 年心血管病风险变化趋势

医师报讯 （融媒体记

者 宋箐）解放军总医院

第一医学中心娄昕教授团

队、段炼教授团队和首都

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

院王嵘教授团队合作开展

的 一 项 研 究 显 示，7T 磁

共振评估烟雾病出血风险

为更为准确的Ⅱ类证据，

7T-TOF 磁 共 振 血 管 成

像（MRA） 在 区 分 烟 雾

病 患 者 出 血 风 险 方 面 比 

3T-TOF MRA 和 数 字 减

影血管造影（DSA）更准

确。（Neurology. 5 月 21

日在线版）

该研究共纳入 180 例

烟雾病（MMD）患者 [ 平

均年龄 43.95 ± 11.02（标准

差）岁；女性占 53.9%] ，

其中出血型 51 例，缺血

型 37 例，无症状型 92 例。

结 果 发 现，7T 磁 共

振 成 像 能 够 比 3T 更 多

地 识 别 出 42.4% 的 大 脑

脉 络 膜 前 动 脉（AChA） 

和 27.7% 的 后 交 通 动 脉

（PComA） 。7T 磁 共

振在烟雾病出血风险特征

的可视化方面优于 3T ，

并 且 与 DSA 相 当， 这 可

能 有 助 于 临 床 决 策。7T 

TOF-MRA 上 观 察 到 的

AChA 和 PComA 明 显 扩

张及异常分支提示烟雾病

出血风险，表明该成像技

术可作为识别烟雾病出血

易感性的有价值的非侵入

性工具。

医师报讯 （融媒体记

者 周意）加拿大学者发表

的一项研究首次以Ⅲ期设

计、长期随访验证了运动

对结肠癌术后患者的因果

获益，不仅为“运动作为

辅助治疗”提供了Ⅰ级证

据，还提示了运动可能降

低肿瘤复发或死亡风险的

机制。（N Engl J Med.6 月

1 日在线版）

该研究将完成术后辅

助化疗的Ⅲ期或高危Ⅱ期

结 肠 癌 患 者 随 机 分 配 到

“结构化运动组”（445 例）

和“健康宣教组”（444 例）。

结果显示，在中位 7.9

年随访中，运动组 5 年无

病生存达到 80.3%，而宣

教组为 73.9%，两组间风

险比（HR）为 0.72；8 年

总生存则分别为 90.3% 与

83.2%（HR，0.63）。 与

此同时，运动组的平均每

周中度至剧烈体育活动量

也超过宣教组，且在体能

测试（6 min 步行距离、预

测最大摄氧量）和 SF-36

体能评分方面均显著优于

宣教组。

7T 磁共振评估烟雾病出血风险更为准确

Ⅰ级证据  运动抗癌研究再登《新英格兰医学杂志》

医师报讯 （融媒体记

者 周思思）由北京大学儿

童青少年卫生研究所宋逸

教授等共同参与编写的第

二版《柳叶刀》青少年健

康重大报告分析表明，到

2030 年，全球仍将有超过

10 亿 青 少 年（10~24 岁）

生活在健康条件堪忧的国

家，一些可预防、可治疗

的健康问题，如 HIV 感染

（艾滋病）、早孕、不安

全性行为、抑郁、营养不

良以及伤害等，共同威胁

着青少年群体的健康与福

祉。（Lancet.5 月 20 日 在

线版）

重 大 报 告 指 出， 在

影 响 青 少 年 健 康 的 几 个

关 键 领 域 层 面， 工 作 进

展 明 显 不 足。 据 估 计，

到 2030 年，全球将有近

1/3 的青少年女性患有贫

血， 这 凸 显 出 当 前 应 对

措 施 的 不 足。 贫 血 会 导

致疲劳、阻碍生长发育和

认知发展，在极端情况下

甚至会造成器官损伤。因

此， 解 决 贫 血 问 题 对 于

保 障 青 少 年 女 性 健 康 至

关重要。

同样，在有可用统计

数据的国家中，青少年心

理健康状况在过去 30 年间

显著下降，新冠大流行更

加剧了这一趋势。报告预

计， 到 2030 年， 因 精 神

障碍或自杀导致的健康生

命年损失将达 4200 万年

（较 2015 年增加 200 万年）。

其他预测还显示，到

2030 年，高收入国家、拉

丁美洲以及中东地区将有

1/3 的青少年面临超重问题，

反映出当前青少年肥胖防

控措施的不足。报告预测，

届时全球超重或肥胖的青

少年人数将达 4.64 亿（较

2015 年增加 1.43 亿）。

重大报告对投资资金

的分析发现，尽管青少年

群体占世界人口的 25%，

占疾病总负担的 9%，但

青 少 年 健 康 与 福 祉 的 相

关投入仅占全球援助资金

的 2.4%。

重大报告的投资回报

分析表明：对青少年群体

的健康投资效益与 0~9 岁

儿童相当，且这两类投资

回报率均优于成人群体。

第二版《柳叶刀》青少年健康重大报告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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