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版责编：黄晶
美编：杜晓静
电话：010-58302828-6857
E-mail：ysbhuangjing@163.com2020年4月23日

B1

北京协和医院张抒扬教授等最新研究发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

新冠肺炎高凝状态与自身免疫紊乱有关

近 期， 新

型 冠 状 病 毒 肺 炎

（COVID-19）全

球流行，感染人数

激 增， 重 症、 危

重 症 患 者 比 例 持

续 增 加。 凝 血 异

常 是 重 症 患 者 的

重要合并症，加速

患 者 死 亡。4 月 9

日，以张抒扬教授

和 李 永 哲 教 授 为

通 讯 作 者 的 研 究

“Coagulopathy and 

Antiphospholipid 

A n t i b o d i e s  i n 

P a t i e n t s  w i t h 

COVID-19”在线

发 表 于《 新 英 格

兰 医 学 杂 志》，

国 际 上 首 次 报 道

新 冠 肺 炎 患 者 出

现 多 种 高 滴 度 抗

磷 脂 抗 体 的 临 床

现 象， 提 示 自 身

免 疫 紊 乱 与 新 冠

肺 炎 患 者 凝 血 异

常、 血 栓 事 件 发

生密切相关。

无 独 有 偶，3

月 31 日，《 北 京

协 和 医 院 在 新 冠

肺 炎 流 行 期 间 的

急 性 心 肌 梗 死 救

治 建 议》 全 文 在

线 发 表 于 国 际 权

威 心 脏 病 学 杂 志

《 欧 洲 心 脏 杂 志》

（European Heart 

Journal）。该建议

由 北 京 协 和 医 院

新 型 冠 状 病 毒 肺

炎 暨 急 性 心 肌 梗

死 委 员 会 结 合 临

床实践编写，心内

科 主 任 荆 志 成 教

授 和 急 诊 科 主 任

朱 华 栋 教 授 为 共

同第一作者，张抒

扬 教 授 为 通 讯 作

者。文章的发表标

志着“协和经验”

走向世界。

■ 点评

自身免疫紊乱是罪魁祸首

集体智慧  高端碰撞

初步研究结果发现，

在医疗队所收治的危重症

患 者 中， 约 40% 出 现 抗

磷脂抗体指标阳性，而其

他自身抗体阳性少见 , 其

中部分抗磷脂抗体阳性患

者出现脑梗塞等严重血栓

事件。

针对这一发现，张抒

扬教授等专家经过多次讨

论，认为抗磷脂抗体的出

现，一部分为单纯的自身

免疫现象，或病毒感染诱

发免疫紊乱现象；但其中

也有部分患者多种抗体强

阳性、并与临床血栓事件

显著相关，符合抗磷脂抗

体综合征（APS）的诊断，

提示免疫紊乱与凝血异常

存在密切关联。

北 京 协 和 医 院 专 家

团队总结了临床与实验室

相关数据，首次在《新英

格兰医学杂志》上报道

了 COVID-19 患 者 中 存

在 抗 磷 脂 抗 体 的 现 象。

该 研 究 结 果 提 示， 危 重

型 COVID-19 患 者 体 内

存在多种机制导致高凝状

态，而抗磷脂抗体出现加

重了凝血异常，甚至有患

者出现灾难性抗磷脂抗体

综合征（CAPS）。

研 究 者 表 示， 应 重

视对于此类患者的抗凝治

疗， 必 要 时 应 强 化 抗 凝

甚至联合抗血小板治疗，

以 降 低 血 栓 发 生 风 险。

抗 磷 脂 抗 体 出 现， 提 示

COVID-19 患者体内存在

自身免疫紊乱现象，属免

疫风暴一部分 , 可能与患

者免疫损伤存在关联性 ,

可能会增加感染者远期自

身免疫病的发病风险。

在北京协和医院援鄂

医疗队的临床一线，抗凝

治疗的经验也在进一步总

结中，对于新冠肺炎患者

自身免疫风暴的全面临床

评估正在开展。

北京协和医院援鄂抗

疫国家医疗队自 1 月 26 日

起赴武汉抗疫一线，负责

新冠肺炎重症患者救治工

作。在诊疗过程中，由张

抒扬教授带领的北京协和

医院多学科团队发现，危

重症新冠肺炎患者存在严

重高凝状态，并出现肢端

坏疽等显著表征。为此，

张抒扬教授紧急带领一线

团队探索制定规范化的抗

凝治疗方案。奋战在一线

的协和青年医生团队充分

发挥多学科团队优势，在

重症、呼吸、感染等专业

已采用的患者综合性支持

治疗方案下，由血液、心

内、神经、肾内的医生分

别负责患者高凝状态的评

估、血栓事件的评价，以

及药物治疗、透析治疗等

方案的制定。

此外，在院长赵玉沛

院士亲自领衔的协和多学

科 MDT 团队支持下，多

次开展重点病患的远程会

诊，并在线下与感染内科、

风湿免疫科、血液内科、

检验科等保持密切交流，

不断优化治疗方案，实现

了患者的有效救治。

北京协和医院团队同

时开展了对患者高凝状态

的机制研究。早在 2003 年

SARS 期 间， 北 京 协 和 医

院检验科李永哲教授开展

了 SARS 患者发病机理与

免疫应答关系的研究 , 发现

SARS 患者存在抗磷脂抗体。

本次疫情出现后，考

虑到两种冠状病毒存在一

定相似性，李永哲教授迅速

启动、组织了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所致免疫风暴与疾

病进程及预后的研究。在

前线发现患者高凝异常以

后，张抒扬教授带领医疗队

中的张炎、肖盟等青年骨

干加入研究团队，开展了

COVID-19 相关免疫紊乱

的临床资料总结与实验室

研究，对患者进行了包括细

胞因子、炎性因子、自身抗

体、病毒多肽抗体、血浆蛋

白质组等标志物检测。

在北京协和医院多学

科共同努力下，集众家智

慧，高端学术碰撞，为危

重症的救治提出了新思路。

早在疫情发生初期，

张抒扬教授就敏锐地意识

到，应对新冠肺炎和心血

管急症的双面夹击，是疫

情防治期间心血管医师所

要面对的巨大挑战。

张抒扬教授带领医疗

队驰援武汉，获取一线诊

疗体会后，对于新冠肺炎

合并心脏问题的认识更为

深刻。在她的大力推动下，

由心内科牵头组织，结合

来自前后方的临床一线实

践经验，针对疫情期间急

性心梗患者的救治流程进

行了反复商讨和不断完善，

最终形成中文版建议。

建议指出，在新冠肺

炎流行期间，为保证急性

心肌梗死患者得到有效治

疗并保护医务人员及其他

患者群体安全，医疗机构

需建立多学科团队协作体

系。建议针对两种类型的

心肌梗死分别提出了精准

处理策略和路径：对于急

性 ST 段抬高型心肌梗死，

应最大程度遵循“挽救心

肌、争分夺秒”的原则，

在保护医务人员及其他患

者安全的前提下首选急诊

静脉溶栓；对于非 ST 段

抬高型心梗，应首先尽快

评估患者有无新冠肺炎，

在等待结果期间根据患者

冠心病危险分层决定下一

步治疗策略。

建议根据心血管系统

急症处理和传染病控制兼

顾并重的原则，来指导疫

情期间心血管急危重症的

救治。

随着新冠肺炎在全球

蔓延流行，欧洲和北美成

为重灾区，疑似新冠肺炎

患者的急性心梗救治成为

一个无法避免的突出临床

问题。为此，国际心脏病

学的顶尖期刊、欧洲心脏

学会官方旗舰杂志《欧洲

心脏杂志》于 3 月下旬向

张抒扬教授发出约稿邀请。

值得一提的是，北京

协和医院的名字首次登上

欧洲心脏学会官方杂志的

标题，且杂志以将近整版

的超常规模随文刊登了协

和心内科的“全家福”，

均表明国际医学界对“协

和经验”的极大认可。

北京协和医院疫情期间急性心梗救治建议于《欧洲心脏杂志》发布

疫情下急性心梗救治协和经验让世界共享

北京协和医疗队队员探索
规范化的抗凝治疗方案

国家卫健委马晓伟主任与张抒扬书记、
韩丁副院长及部分队员合影

学 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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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协和医院心内科“全家福”登上《欧洲心脏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