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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士风采

肾脏病
KIDNEY DISEASE

张伯礼  
中医药是疫情防控中国方案的亮点

张学敏  创新科研范式是促进原创性研究的关键

陈润生  
从新冠病毒、精准医学到核酸药物

陈香美  聚焦中国血液净化新五大更新

天津中医药大学校长

张伯礼院士指出，在中央

指导组的强力推动下，中

医药深度介入诊疗全过

程，成为这次疫情防控中

国方案的一大亮点。

 对于轻症和普通型患

者，采取了以中医药为主

的综合治疗，使患者症状

明显减轻，特别是轻症转

为重症比例显著降低。对

于重症患者，强调中西医

结合救治，西医为主，中

医配合。虽然是配合，但

有时也起到四两拨千斤的

作用。特别是改善呼吸困

难、提高氧合水平、抑制

炎症风暴、促进肺部炎症

吸收、保护脏器功能都起

到明显作用，提高了治愈

率，降低了死亡率。这也

是 我 国

重 症 率、

死亡率低的

重要原因之一。

在康复阶段，进行呼吸

锻炼，综合康复，同时配

合中药，可以促进肺部炎

症吸收，对脏器损伤及免

疫功能的修复都有确切的

作用。

中医药治疗新冠肺炎

的成功实践再次证明，其

不但在治疗慢性非传染性

疾病、治未病等方面具有

优势。

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

研究院张学敏院士表示，

我国近年来在医学等生命

科学领域的研究取得了长

足进步，但原创性研究仍

然缺乏。我国医学生命科

学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已

经变成“套路”化了。科

学研究有些像工厂的“流

水线”，批量地产生大量

路径“雷同”的论文，称

为科技“八股文”。

这种套路化的研究，

窒息了科技创新活力，使

得原创性的科研成果难

以产生。原创性的研究大

都是人类许多灵光一现

的 突 发 奇 想， 是 人 类 头

脑中潜藏的最宝贵财富，

难以想象是套路可以产

生 的。 因 此， 创 新 研 究

需要不断突破“套路”，

产生新的科研范式。但原

创科学研究，是风险最大

的科学探索，不仅时间上

难以确定，而且结局上常

常是“九死一生”。

因 此， 创 新 科 研 范

式是促进原创性研究的关

键。走太多人“来回”和“反

复”走过的路，虽然轻车

熟路，但难有创新可言。

以前没有的路，走出来了，

才更可能通往创新的“自

由”境界，取得原创性的

发现。

中

国科学院

生物物理

研究所陈润

生院士表示，

新型冠状病毒是

一种生物结构简单、基

因组仅含有不到三万个碱

基的病毒，目前有很多问题

尚未解决，例如病毒的来源

无法简单地从测序的结果

得出，病毒在不同物种之

间、人与人之间的传播条

件没有清晰的标准，感染

了新冠病毒的患者表现出

的症状有很大差异等。随

着研究的进展，我们能够

更加快速、准确地开展防

控和治疗工作。

大数据方法的应用，

使得医学诊断愈发有效、

准确，生物医学领域也进

入以大数据为特征的精

准医学时代。组学数据可

以对疾病进行准确的预

判，同时也在药物研发和

临床治疗方面发挥重要

的作用。精准医学的发展

将会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

同时也会影响到国家医疗

体系的政策法规、安全保

障制度、药物管理体系等，

已经成为引领生命医学发

展潮流的战略制高点。

陈香美院士表示，《血

液净化标准操作规程（2020

版）》是在国家卫生和健

康委员会领导下，国家肾

病学专业医疗质量管理与

控制中心组织全国专家，

参照目前血液净化领域的

国家行业标准、临床实践

指南及专家共识，对《血

液净化标准操作规程（2010

版）》进行修订完成。

第 一， 聚 焦 于 血 液

净化的技术操作规范，将

血液透析室建立及资格认

定、 血 液 透 析 室 结 构 布

局、血液透析室管理规程

及血液透析室人员资质标

准的相关规范内容，补充

完善至重新修订的《医疗

机构血液透析室基本标准

（2020 年修订版）》和《医

疗机构血液透析室管理规

范（2020 年修订版）》；

独立血液透析中心的相关

内容，补充完善至将要修

订的《血液透析中心基本

标准（2020 年修订版）》

和《血液透析中心管理

规范（2020 年修订版）》。

第二，更加注重血

液透析室（中心）的感

染控制和管理，明确了

传染性疾病隔离区透析

的标准、解除隔离区透

析方案以及治疗药品规

范配置原则；新增了患者

管理和血液透析室（中心）

管理的章节，体现了有效

管理是保障医疗安全和提

高诊疗水平的理念。

第三，扩增血液净化

设备维修与管理内容，给出

了具体的管理要素、评估指

标和处置方法，以促进血液

净化技术保障质量的提高。

第四，参照血液净化

相关的行业标准和临床指

南更新了某些血液净化的

质量控制标准、技术规范、

操作流程和具体方法，新

增了中心供液系统、血管

通路介入治疗等章节，适

应新时期血液净化发展的

需求，并保证新版血液净

化标准操作规程的科学性

和前沿性。

第 五， 基 于 血 液 透

析并发症是影响患者生存

质量和长期生存的主要原

因、防治并发症是血液净

化治疗的重要组成部分，

新增了血液透析患者常见

并发症的诊治规范。

工程院前沿论坛

9 位专家传递肾内最前沿

《医师报》肾内特刊亮相年会

大会特设工程院前

沿论坛，9 位内脏科的专

家从不同角度对目前肾

脏病的最前沿科技进行

解读。

“近年来研究发现，

糖尿病肾小管间质病变

可能比肾小球病变发生

得更早，并很可能是肾

小管损伤是介导或促进

肾小球病变的关键机制。

揭示糖尿病肾小管间质

病变的机制将为糖尿病

肾脏疾病的早期防治提

供新的思路。” 中国人

民解放军第三军医大学

大坪医院肾内科何娅妮

教授表示。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

医院第一医学中心郑颖教

授表示，可以利用已发表

肾脏单细胞 RNA-seq 数

据发现血管紧张素转化酶

2（ACE2）在近端小管上

皮细胞显著高表达，推动

揭示 COVID-19 肾脏损

伤机制，并提供潜在干预

靶点。

上海同济大学附属

东方医院肾内科庄守纲

教授表示，将来随着对

干细胞外泌体的作用机

制、效应以及安全性的

深入研究，相信干细胞

外泌体可以在肾脏病治

疗中发挥重要作用。

2020CNA 采取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肾脏内科专家齐聚北京，共庆这一年一

度盛会。往年年会《医师报》肾内特刊是年会的一大亮点，今年虽在疫情特殊时

期，也未缺席。在陈香美院士与蔡广研教授的指导下，特刊记录了年会的亮点、

肾内人在抗疫前线的风采，精彩的学术论坛预告等，成为了解年会的第一手资料，

与会者争相传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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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院前沿论坛速递  精彩不容错过工程院前沿论坛，最前沿的技术与肾脏疾病的碰撞，将擦出什么

样的灵感火花？想了解最前沿的技术？想领略最意想不到的创新？

相约 10 月 9 日，下午 2:00，中华宴会厅 1，不见不散。

糖尿病肾脏疾病是糖尿病严重并发症，极大危害患者健康。传统理论认为糖尿病导致的肾脏损害是一种肾小球病，被称为糖尿病肾病（DN），早期以 eGFR 增加、肾小球肥大和微量白蛋白尿（MAU） 为 主 要 特 征， 在DN 进展过程中出现肾小管间质损害，后者与 DN 的肾脏

预后相关更加密切。
近年来研究发现，糖尿病 肾 小 管 间 质 病 变 可 能 比肾小球病变发生得更早，并很可能是肾小管损伤是介导或 促 进 肾 小 球 病 变 的 关 键机 制。 揭 示 糖 尿 病 肾 小 管间 质 病 变 的 机 制 将 为 糖 尿病 肾 脏 疾 病 的 早 期 防 治 提供新的思路。

近年来干细胞诱导技术的突飞猛进，类器官诱导技术正逐渐成熟。类器官是从多能干细胞 (PSC) 或器官祖细胞发育而来，通过细胞分类自发构成的，有器官特异性细胞类型的集合体。其中诱导形成的类肾器官，具备肾单位结构，又称为类肾体。大多数肾脏组成部分都可以从 PSC 诱导而来。
PSC 衍生的输尿管芽细胞可以用来产生输尿管树，

PSC 衍生的后肾间充质细胞可诱导产生有近、远端模式的 S 形结构并启动血管生成，从而培养出胚胎肾单位。类肾体的发育不只包括细胞分化，还包括通过合适的形态与模式形成组织与器官的结构。
患者来源的 iPSC 类器官在个性化疾病建模、发病机制研究和药物测试具有广阔的前景，并为遗传性和后天性肾脏疾病的基因治疗的发展提供了希望。

肾小管细胞与糖尿病肾病▲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军医大学大坪医院肾内科  何娅妮

类器官诱导技术在肾脏病的应用▲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肾脏病科  李清刚

根据最新的细胞死亡分类系统，基于功能方面的差异，细胞死亡可分为意外细胞死亡和调节性细胞死亡，后者涉及效应分子参与的信号级联反应，具有独特的生化特征、形态特征和免疫学后果，程序性坏死和细胞焦亡都属于这一范畴。
在临床实践中面临许多

挑战，期待发现更直接的检测技术为其在肾脏疾病中的作用提供更确切的证据。既往针对细胞死亡的免疫调节策略主要集中在下游有效物质，虽目前已有针对肾脏病死亡通路上游的靶向治疗的研究陆续发表，然而将这些实验数据转化为临床应用仍需进一步探索。

程序性坏死及细胞焦亡与肾脏病▲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肾内科  许艳芳

眼底照相技术是直接观察视网膜微血管形态、诊断眼底疾病最常用的检查方法。眼底视网膜微血管的变化反映了全身微血管的状态，因此，通过眼底照片不仅能直接诊断眼底病变，同时还能预测其他全身性疾病。不少研究指出视网膜微血管几何形态与糖尿病微血管并发症存在相关性。

在眼科领域，彩色眼底照片 DL 研究广泛应用于预测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早产儿视网膜病变、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和青光眼等疾病。在其他领域，彩色眼底照片 DL被用来预测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因素、高血压、高血糖和血脂异常，还有研究用眼底照片 DL 结合临床特征预测贫血等。

彩色眼底照片对糖尿病肾病的诊断价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肾内科  董哲毅  蒋双双  陈香美

肾脏疾病诊治面临的许多问题，如临床实践中 CKD的 诊 断 和 监 测 必 须 根 据 临床参数、部分肾活检；许多CKD 的病因学，单纯依靠临床数据难于区分；许多患者，进行性肾脏损害的确切病因尚不明确；CKD 常诊断太晚，失去早期治疗和干预的机会。目前的治疗仅适合极少一些特定患者或病因，但是遗传分析可能可以弥补这方面的

不足。

遗传学领域的进展推动了 对 CKD 和 ESRD 的 遗 传方面的理解；家族聚集研究表明：CKD 存在遗传学风险（非洲裔美国人 FSGS 发病率增高）。一些 CKD，部分是因低外显等位基因风险与环境的触动机制共同作用。基因检测方法包括 Sanger 测序、基因 panels、全基因组与全外显子测序等。

基因组学遗传分析在肾脏疾病的应用▲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肾脏科 王伟铭

肾脏疾病领域单细胞测序研究最早见于 2017 年，Der等对 16 例狼疮性肾炎患者肾活检标本的 899 个细胞进行了测 序。2018 年，《Science》杂志相继发表了小鼠和人类肾脏单细胞转录组图谱。
在糖尿病肾病、狼疮性肾炎、肾移植等领域也陆续开展了单细胞RNA-seq研究，在单细胞水平揭示了肾脏疾病基因表达模式和信号通路变化。通过在疾病动物模型

和类肾体开展单细胞 RNA-seq 研究，有力的促进深入解析肾脏疾病发生进展机制。已发表的肾脏单细胞转录组数据为全球肾脏病学者提供了强大的平台资源。
利用已发表肾脏单细胞RNA-seq 数据发现血管紧张素转化酶 2（ACE2）在近端小管上皮细胞显著高表达，推 动 揭 示 COVID-19 肾 脏损伤机制，并提供潜在干预靶点。

单细胞测序技术在肾脏病研究中的应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  郑颖

干细胞外泌体可能是一种具有潜力的肾脏病治疗方法。 与细胞疗法相比，外泌体应用更加方便可行。 
另外，由于避免了细胞移植后可能出现病理性分化和形成肿瘤，外泌体疗法在安全性方面可能也有更大优势。但缺点是外泌体缺乏细胞机制而无法在受体组织中

增殖，因此其需要反复使用。此 外， 外 泌 体 稳 定 性， 脱靶效应和靶细胞的低效内吞作 用 也 是 需 要 有 待 解 决 的问题。

将来， 随着对干细胞外泌体的作用机制、效应以及安全性的深入研究，相信干细胞外泌体可以在肾脏病治疗中发挥重要作用。

干细胞外泌体与肾脏疾病▲上海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肾内科 庄守纲

足细胞保护和
糖尿病肾病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  范瑛

IL-17C与肾脏疾病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六人民

医院肾脏科 王锋

足细胞损伤在 DN 发病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主要表现为足细胞数量减少、足突的融合和足细胞去分化的过程。 许多内外因素如高糖、药物、遗传、细胞因子、补体、机械应力、炎症，缺氧和氧化应激都可以导致足细胞损伤、脱落和数量减少。直接破坏肾小球滤过屏障的完整性，造成肾小球不可逆性损伤。
研 究 发 现， 内 质 网 应 激（ERS）在足细胞损伤中的重要作用。内质网应激可以导致肾小球损伤，是 DN 发生和进展的重要机制。

IL-17C 是由上皮细胞分泌 的 细 胞 因 子， 通 过 与 IL-17RE/RA 结合进而诱导细胞因子、趋化因子及抗菌肽的释放，在抗感染、肿瘤发生及免疫炎症中起重要作用。
IL-17C 在肾损伤中的作用正在成为肾脏疾病研究的热点。2010 年钱友存教授课题组率先证实肾脏是高表达IL-17C 特异性受体 IL-17RE的 器 官 之 一。2018 年 Krohn S 等发现，新月体肾小球肾炎的肾组织 IL-17C 表达明显升高，敲除 IL-17C 基因或 IL-17RE 基因则能够明显改善肾小球炎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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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清刚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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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国医师协会肾脏

内科师分会年会（CNA2020）

年会在京召开。大会邀请三位

院士对中国抗疫经验、新冠病毒

的研究现状、的以及破局之方等

进行了讲解。《医师报》特

摘录其中精彩内容，进

行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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