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国一项研究发现，

接种乙型肝炎病毒（HBV）

感染疫苗可降低糖尿病发

生率，成功的话还会起到

预防糖尿病的作用。（Plos 

One.2015 年 10 月 28 日在

线版）

研 究 纳 入 2005-2010

年健康调查中 HBV 血清

学可用的 15 316 例成年患

者，最终分析了 4063 例有

乙肝疫苗接种史的患者。

这些患者中，仅 39% 的疫

苗接种是成功的。以乙肝

表面抗体（HBsAb）阳性

和乙肝核心抗体（HBcAb）、

乙肝表面抗原（HBsAg）

阳 性 为 前 提，2320 例

（15.15%）患者根据 HBV

血清学接种了疫苗。

研 究 者 发 现， 在 接

种疫苗后免疫的患者中，

6.72% 的患者有糖尿病，

而接种疫苗后无血清学证

据的患者中 19.01% 有糖

尿 病（P ＜ 0.001）。 乙

肝疫苗的成功接种可减少

33% 的糖尿病发生率。

美国一项研究显示，

选择性雌激素受体调节剂

雷洛昔芬不能改善认知功

能。（Neurology.2015 年

11 月 4 日在线版）

“ 雌 激 素 有 许 多 作

用，可影响脑内阿尔茨海

默病（AD）发展进程。”

研究者表示，“既往研究

显示，在减缓健康老年妇

女认知功能障碍发展可能

性方面，雷洛昔芬是唯一

具有临床试验证据的药

物。那么其是否可以改善

已患有 AD 女性患者的认

知功能？”

研究纳入 42 例迟发

性 轻 度 至 中 度 AD 女 性

（平均 76 岁），随机分

至口服大剂量（120 mg/d）

雷洛昔芬或安慰剂组，持

续 12 个月。

结 果 显 示， 在 言 语

记忆任务方面，雷洛昔芬

无明显获益。然而，在未

患痴呆的老年绝经后女性

患者中，已有报道称雷洛

昔芬在言语记忆上存在获

益，“未来的研究可能将

更密切地探讨这种认知领

域中雷洛昔芬的影响。”

研究者指出。

近 期 发 表 的 美 国 一

项研究显示，过去十年，

处方药和复方用药正在普

遍 增 加。 尤 其 是 抗 抑 郁

药、 镇 痛 药、 质 子 泵 抑

制剂处方药、骨骼肌松弛

药、降糖药物、调脂药物

的使用出现飞跃式增长。

（JAMA.2015,314:1818）

“任何处方药或复方

药使用的增加并不能简单

解释为人口年龄分布的变

化。处方药增加的一种解

释可能是大规模政策变动，

另一种潜在的原因可能是

肥胖患病率的增加。”研

究者认为。

研 究 者 介 绍，2011-

2012 年，80% 的常用药物

用于治疗心血管代谢综合

征，包括高血压、糖尿病、

血脂异常。另一方面是用

于治疗胃食管返流的质子

泵抑制剂，而胃食管反流

病通常在超重或肥胖个体

中普遍流行。”

该研究纳入 37 959 例

在 1999-2000 年 和 2011-

2012 年参与美国国家健康

与营养调查（NHANES）

的 成 年 人（ ≥ 20 岁）。

通 过 对 比 1999-2000 年

与 2011-2012 年调查结果

发现，应用任意一种处方

药的成年人比例从预计的

51% 增 加 到 59%。 同 样，

应用至少 5 种处方药的成

年人比例从 1999-2000 年

预计的 8.2% 增加到 2011-

2012 年的 15%。辛伐他汀

是 2011-2012 年最常用药

物，全美国有 7.9% 的成年

人 使 用， 而 在 1999-2000

年这一比例为 2%。

研究者分析，他汀类

药物处方的增加成为调脂

药 物 使 用 增 加 的 重 要 原

因，尤其在 2005-2006 年。

尽管美国心脏病学会和美

国 心 脏 病 学 会 在 2013 年

才发布了他汀类药物推荐

指南。

社会态度的改变可能

对 抗 抑 郁 药 使 用 增 加 起

了重要作用，主要是选择

性 5- 羟色胺再摄取抑制

剂（SSRI）和 5- 羟色胺

及 去 甲 肾 上 腺 素 再 摄 取

抑制剂。

“2003-2004 年 后，

尽管止痛剂的总体使用情

况保持稳定，麻醉止痛剂

的使用却在增加。”研究

者表示，这种扁平化趋势

可对阿片类处方药物的误

用或滥用产生影响。

降糖药物，尤其是胰

岛 素 和 双 胍 类 药 物 随 着

糖 尿 病 患 病 率 的 增 加 而

使用增加。而二甲双胍目

前 已 占 到 最 常 用 药 物 的

第五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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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15%成人用5种处方药
处方药应用增加或源于医疗政策变化及人口肥胖率增加

2015 年 美 国 心 脏 学 会

年 会 上 一 项 试 验 NEAT-

HFpEF 发 现， 射 血 分 数 保

留 心 衰（HFpEF） 患 者 服

用单硝酸异山梨酯一个月

后的活动水平较安慰剂组

有 所 降 低， 且 硝 酸 酯 疗 法

并未改善患者的 6 min 步行

距 离、 利 钠 肽 水 平 或 生 活

质量。

硝酸酯类药物常用于射

血分数下降心衰（HFrEF）

患者的治疗，也有文献显示

此 类 药 用 于 少 数 HFpEF 患

者的治疗，但是相关研究证

据并不充分。

研究纳入 110 例 HFpEF

受 试 者（LVEF ≥ 50%），

平均 69 岁，57% 为女性，活

动水平降低主要是由呼吸困

难、疲劳及胸痛所致。

研 究 者 认 为，HFpEF

患者经硝酸酯治疗后活动水

平 降 低（ 和 HFrEF 患 者 相

反）与疾病间的病理生理差

异 有 关。HFpEF 患 者 常 见

心室收缩功能增强、自主神

经功能障碍、变时性机能不

全及压力感受器敏感性改变

等变化，这些因素都可能限

制硝酸酯药物的血液动力学

获益。

本报讯（记者 裘佳）

“我们毕业时，病理科还

是一个极具吸引力的职

业，但如今医院设施越来

越好，人才培养、病理技

术的标准化等却出现了

断层现象。” 11 月 7 日，

在全国肿瘤病理规范化

诊断项目交流会上，中华

医学会病理学分会主委

卞修武教授提出了加强

病理科人才培养和病理

诊治技术规范化的重要

性。会上，国家卫生计生

委医院管理研究所公布

了全国首个《肿瘤病理规

范化诊断标准（征求意见

稿）》。该标准由中华医

学会病理分会和中国抗

癌协会肿瘤病理专业委

员会 30 位知名病理专家

历时两年完成，将用于指

导全国各级医院肿瘤病

理科的诊断规范。同时，

针对 2100 多家医院开展

的病理科医生培训也同

步启动，将全面普及肿瘤

病理诊断的标准流程以

及操作规范。

卞 教 授 表 示：“ 目

前医学界公认最可信赖、

重复性最强、准确性最

高的诊断手段，就是病

理诊断。作为肿瘤诊断

的‘金标准’，病理诊

断不仅能判定肿瘤的良

恶性质、分类和分级，

提供疾病最终诊断，还

能指导临床医生进行预

后评估和药物选择，为

患者治疗提供重要依据。

现代医学发展的方向是

精准医疗，而精准的病

理诊断是实现精准医疗

的基础。精准的病理诊

断加上精准的治疗构成

了精准医疗的核心。”

为进一步加强医疗

机构病理科能力建设，

提高医疗机构肿瘤病理

诊断水平，在上海罗氏

制药有限公司支持下，

国家卫生计生委医院管

理研究所于 2013 年启动

了“全国肿瘤病理规范

化诊断项目”，将在制

定标准、加强培训、提

高质控、建立数据库等

方面助力实现肿瘤病理

的规范化诊断。

药物输注是一项关键

且复杂的流程，据统计，

在所有用药差错中，给药

错 误 占 26%~32%。 在 病

房区，备药和给药工作主

要由护士负责，从护士在

配药室混合和调配不同药

品，到抵达患者病床期间，

差错随时都可能发生。

11 月 9 日， 百 特 全

新研发的创新型整体药

物 输 注 解 决 方 案“ 百 护

助”（BNA） 产 品 在 厦

门发布。“百护助”融人

体工程设计、近场通讯和

移动技术为一身，通过提

升护理决策能力，帮助提

升用药管理安全及效率，

优化患者护理水平。对没

有调配能力或能力有限

的小型医院及诊所，“百

护助”可在无需增加空间

的前提下，提供整体药物

输注解决方案。而对于拥

有配药中心的大型医院，

“百护助”可为其提供近

至患者床边的输液安全

解决方案。 

硝酸酯类药物降低
心衰患者活动能力

安进与国家心血管病中心达成战略合作

肿瘤病理规范化诊断将培训2100家医院
雷洛昔芬不能改善
阿尔茨海默病认知功能

本报综合消息  11 月

4 日，安进亚洲研发中心

暨安进生物医药研发（上

海）有限公司与国家心

血管病中心签署合作备

忘录，双方将建立长期

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未

来五年，双方将在转化

医学、基础研究、临床

科学、流行病学等领域

共同开展多学科多渠道

的广泛合作，致力于进

一步提升我国心血管病

的防治水平，促进心血

管病新药研发。 

根据此次签署的合

作备忘录，未来双方将加

强人员技术培训及交流、

组织科学研讨会和行业

论坛，旨在推动中国生

物医药行业发展。此外，

双方还将在国家心血管

病中心现有项目的基础

上拓展新的研究方向，

以深入了解“中国特色”

疾病的发病机理。目前，

双方正就家族性高血脂

症、心血管病高危人群

筛查、药物治疗效果走

向等研究合作进行讨论。 

创新型整体药物输注解决方案
“百护助”亮相

乙肝疫苗接种成功
或可减少3成糖尿病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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