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刘飞 通讯员 张莹莹 
报道）近日，滨医附院消化内科成功
为一名8岁的自闭症患儿实施菌群
移植治疗。据了解，将健康人群肠道
中的菌群移植到患者肠道内，不仅能
够帮助患者治疗肠道疾病，甚至对肠
道以外的疾病，如神经系统疾病、代
谢性疾病等有着意想不到的治疗效
果，其中就包括阿尔茨海默病、帕金
森病以及自闭症等疾病。

肠道菌群移植能治疗自闭症？
对于这种治疗方式，很多市民都感觉
不可思议，甚至持怀疑态度。肠道菌
群真的可以治疗自闭症吗？它的依
据是什么？对此，滨医附院消化内科
主任医师李锟给出解释。

移植菌群促进患者肠
道菌群重建，进而治疗多种
疾病

菌群移植是近年发展起来的一
项新技术，它指的是把健康人肠道内
的功能菌群移植到患者胃肠道内，从
而重建患者的肠道菌群，实现患者肠
道内及肠道外疾病的治疗。

“肠道内存在数量巨大的菌群，
我们知道，人体细胞数量非常庞大，
但肠道菌群的数量大约为人体细胞
的10倍，所以人们把肠道菌群称为
人体第二个基因组，这足以说明其重
要性。”李锟说，菌群在人体生长代谢
过程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有了菌
群，我们吃下去的食物才能够被消化
吸收，从而把营养供给身体的各个器
官，保持身体的正常运转。“所以细菌
所承担的工作非常繁重，也非常重
要，如果存在菌群失调的情况，一些
有害的细菌，或者说致病菌就会趁虚
而入，一旦这些细菌发挥了主要作
用，那么人体健康就会受到影响。”李

锟表示。
那么肠道菌群对大脑是否会有

影响？答案是肯定的。“肠道菌群可
以产生多种代谢产物，这些代谢产物
能够通过血液循环进入大脑，从而影
响大脑发育。”李锟说，自闭症儿童的
肠道菌群与正常人不同，一些有害细
菌较多，有益细菌相对较少，通过肠
道菌群移植的方法，把大量有益菌群
注入患儿肠道内，可以实现患儿肠道
菌群的重建，让有益的代谢产物影响
大脑，促进大脑恢复。

人们对肠道菌群移植治疗疾病
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最
早，大家认为大脑影响肠道更多，把
它称为‘脑肠轴’，后来越来越多的研
究发现，肠道通过微生物影响大脑更
多，所以现在改称‘微生物—肠—脑
轴’。一些患有自闭症的儿童经过服
用药物改变肠道菌群后，病情会有所
改善。”李锟说，最早开始肠道菌群移
植尝试的，是国内几家知名医院的微
生态医学中心，临床发现，肠道菌群
移植对自闭症确实能够取得比较好
的治疗效果。

基于这些理论研究和临床实践，
2019年，在时任消化内科主任刘成
霞的带领下，滨医附院消化内科在省
内率先开展了肠道菌群移植技术，经
过几年的发展，已经做了近百例治

疗。
“最早我们是从消化系统疾病，

比如一些顽固性腹泻、便秘，肠易激
综合征、溃疡性结肠炎等疾病开始尝
试肠道菌群转移治疗，取得了不错效
果。”李锟称，在治疗过程中，医生把
有益菌群注入患者肠道内，促进患者
肠道菌群重建，使患者的症状得到了
明显改善。

“后来，国内一些顶级医疗中心
开始利用肠道菌群移植治疗神经系
统疾病，像阿兹海默症、自闭症等，取
得了一些进展。”李锟说，但是这项技
术在黄河三角洲地区还没有开展起
来，于是滨医附院组织医师外出学习
交流，并结合多年积累的临床经验，
尝试开展这项新技术。

滨医附院正积极筹备建
设肠道微生态中心，致力为
更多患者与家庭带来福音

“此次治疗的患儿是一位8岁的
小姑娘。在她两岁多的时候，父母发
现她有交流障碍，家长叫她没有回
应，她也不会主动与别人交流。”在菌
群移植治疗现场，李锟介绍了患儿的
情况，“家长带孩子去医院就诊，确诊
为自闭症”。从那时开始，患儿家长
便开始了漫漫求医路，北京、上海的

一些大医院都去过，各种治疗方法也
都尝试了。为了给孩子看病，孩子的
妈妈辞去工作，带着孩子辗转各地求
医问诊。说起这些年的治疗过程，患
儿的妈妈潸然泪下。

据了解，这是滨医附院消化内镜
中心运用肠道菌群移植治疗的第一
例自闭症患儿，但在此之前，李锟团
队在滨医附院的医联体欣悦康复医
院已经做过3例类似的治疗，3名患
儿已经取得不错的治疗效果。

“第一个治疗的自闭症小朋友，
平时他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几乎不
与人交流。举个例子，比如家长让他
叫‘叔叔’，他只会机械地跟着说叫

‘叔叔’。但做完菌群移植治疗后，他
会主动喊‘叔叔好’。”李锟说，这个改
变让他的家长非常惊喜，也让我们倍
感欣慰。

“还有一个小姑娘，平时挑食不
愿吃饭、便秘，非常瘦小，经过治疗，
她的食欲明显改变，大便变得规律，
精神状况也有明显改善。”李锟说。

对于自闭症患儿来说，以往的治
疗方式是前往康复机构进行康复治
疗，比如语言训练、行为训练等，康复
进展比较缓慢。为了治疗，患儿家长
往往耗费大量精力与财力，心理负担
也比较大。

“我们希望通过菌群移植治疗，
帮助孩子逐渐恢复交流能力，让他们
逐渐融入小朋友之中，这是我们所期
待的。”李锟说，为了实现这个目标，
滨医附院消化内科付出了诸多努力。

“我们外出学习、交流，集合各大顶级
医疗机构的一些治疗优点，结合我们
自身的技术进行相应改进，形成了一
些特点。”李锟说，通过技术改进，让
患者的费用降低，治疗效果更好。

与此同时，滨医附院消化内科正
积极筹备建设肠道微生态中心。“目
前，我们有一个团队致力于研究肠
道菌群工作，也有肠道菌群提取设
备，医院即将引进胶囊制剂设备，进
一步拓宽移植途径。”滨医附院消化
内科主任陈艳表示，医院争取尽快
把梯队建立起来，并形成一定的规
模，早日成立微生态中心，造福更多
患儿与家庭。

滨医附院完成首例
自闭症患儿肠道菌群移植治疗

医院正积极筹备建设肠道微生态中心，致力为更多患者与家庭带来福音

本报惠民讯（通讯员 王晓辉 
王丙强 报道）近日，一名女性患儿
因高热不退、咳嗽不止到滨州市中
心医院就诊。胸部CT显示，患儿
右肺中叶肺实变，中叶支气管闭
塞，胸腔超声显示实变区9厘米×
5厘米×4厘米。通俗点说，就是
患儿的右肺中叶全部堵死。看着
孩子难受的模样，家长心疼得眼泪
直流。

患儿曾在院外治疗3天，效果
不佳。情急之下，家长带着孩子住
进了市中心医院。接诊后，市中心
医院医生王奇立即为患儿完善术
前检查，并迅速与内镜室取得联

系，沟通各项事宜。之后，在内镜
室、麻醉科等科室的协助下，为患
儿进行了两次气管镜下支气管肺
灌洗术，灌洗出大量浓痰，取出多
个塑形痰栓。经过积极治疗，患儿
顺利出院。

据了解，王奇医生于2016年
进修学习儿童气管镜技术。通
过日夜钻研，并不断在实践中摸
索、积累，他成功掌握了先进的
儿童气管镜技术，并在后续的临
床治疗中凭借此技术为众多患
儿解除了病痛，收获了满满的信
任与好评。

医生巧用气管镜 清除痰栓救女童
市中心医院医师利用气管镜技术救治一名“右肺中叶全部堵死”女性患儿

本 报 邹 平 讯（通 讯 员 王 广 学 
李晓瑜 王钰琪 报道）11月30日，滨
州市医师协会肝病学医师分会第一
届委员会成立大会暨感染病学分会
学术会议在邹平市人民医院举行，
来自滨州市各医疗单位肝病领域的
140余名专业技术骨干参加会议。

会议选举产生了滨州市医师协
会肝病学医师分会第一届委员会常
务委员、副主任委员、主任委员，并

推荐了秘书人选。邹平市人民医院
感染性疾病科主任陈强当选为主任
委员。

滨州市医师协会肝病学医师
分会成立后，将加强与周边市区的
交流与合作，搭建肝病学医师分会
交流学习平台，密切学科间、学术
团体之间的联系与协作，充分发挥
技术优势，提升基层人员的服务能
力。

滨州市医师协会
肝病学医师分会成立

到医院看病，迎面而来的可能
是智能机器人；检查结果出来，人工
智能迅速给出诊断意见……随着AI
技术飞速提升，诊疗应用越来越广。

人工智能当家的“AI医院”是不

是真的来了？记者采访了解到，目
前在一些新闻中亮相的“AI医院”，
实际是AI辅助诊疗技术的应用。医
疗创新在提速，但安全监管的“闸
门”仍在人类医生手上。

看病更便捷？“医疗+AI”是趋势
近日，一家研发机构称，即将上

线一款“AI医院”人工智能大模型：
AI医生通过“阅读”医学文献、“诊
疗”虚拟病人，不断自我进化，未来
有望介入真实的医疗应用场景，辅
助人类医生完成工作。

公开资料显示，这一大模型目
前并未投入医院实际应用。不过，
AI技术在一些医疗机构已经得到广
泛应用。

在浙江，乌镇智能医院自去年
开放以来，不到10名医生与一批智
能导诊机器人，已经接待了数千名
患者。通过AI技术，这家医院还可
以快速分析人体健康大数据，形成
个性化的智能健康评估结果。

在上海，一支医生团队发起、参
与研发的人工智能医学大模型，能
顺利“通过”国家执业医师资格考
试。输入患者的主诉、现病史、体格
检查等，AI就可给出诊断和下一步
处理的辅助建议。

大模型可以“吃进”数千本医学
教材，AI可以更精准地比对CT影
像，集成视觉、触觉等传感器的智能
监测床可以及时发出预警，快捷的
病例搜索功能可以有效辅助医生作
出判断……越来越多医院引入人工
智能技术，“医疗+AI”成为趋势。

专家表示，“医疗+AI”前景广
阔，无论患者还是医生，都将在这场
科技革命中受益。

AI直接看病？还得医生“拍板”
一位医生向记者讲述了一个真

实案例——患儿两次住院，前后历
时近一年，专家确诊其患有十分罕
见的一种自身免疫性疾病。而人工
智能几分钟就给出了同样的诊断。

不过，即便AI能大大提升看片、
审方、诊断等医疗工作的效率，最后

“拍板”的仍是身穿白大褂的医生。
今年11月，国家卫生健康委等

部门联合发布《卫生健康行业人工智
能应用场景参考指引》，涵盖了医疗
服务管理、基层公卫服务、健康产业

发展和医学教学科研4大类84种具
体场景，力求全方位发挥AI的优势。

其中，从辅助诊断、辅助决策，
到辅助治疗、辅助规划手术，“辅助”
是AI医疗的一个关键词。

上述由医生团队发起、参与研
发的人工智能医学大模型，在上海
一家医院已经投入应用，给医生提
供辅助。医院负责人介绍，这个大
模型的特色是来源于医生、服务医
生，将成为与医生共同在医学领域
深度探索的有力工具。

“AI医院”会来吗？监管将更完善
尽管人工智能看病水平越来越

高，但AI医疗还面临不少挑战，真正
意义的“AI医院”更需迈过多重门
槛。医疗安全风险如何防范？医疗
数据如何确保安全？需要制定一系
列监管标准以避免技术滥用。

此前，国家药监局发布了《人工
智能医用软件产品分类界定指导原
则》，明确提出人工智能医用软件产
品管理属性和管理类别的判定依
据。专家表示，这有助于保障AI医
疗产品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国家卫生健康委卫生发展研究
中心副主任游茂表示，目前我国AI
医疗器械的大多数研究产出都集中
在医学影像类，技术发展有同质化
倾向，“决策规则”领域研究几乎空
白。此外，高质量数据仍然较为缺

乏，真实世界数据应用实现机制还
需进一步建立。

游茂认为，医学AI需要构建一
个全生命周期动态评估体系，覆盖
质控等标准体系、临床准入体系、临
床应用评估体系和真实世界数据。
这些将为AI医疗器械的科学监管提
供框架和决策依据。

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信息研究
所所长刘辉表示，在推动技术创新
与升级的过程中，需构建和完善科学
合理的法规政策与技术体系，加强对
算法准确性、公平性、透明度、可解释
性、隐私保护等关键维度的评估与监
管力度，确保AI技术的安全性和有
效性，为医患双方提供更优质的应用
体验和医疗服务。（新华社北京12月
3日电  记者 董瑞丰 李恒  袁全）

“AI医院”来了吗？
医疗创新“快”中要有“稳”

11 月 29 日，邹平市韩店
镇卫生院医务人员在上口村
村委大院为村民讲解演示心
肺复苏急救方法。

当日，韩店镇卫生院开
展“急救知识进乡村 健康服
务零距离”主题活动，为村民
讲解演示心肺复苏、海姆立
克急救法、应急包扎等急救
技能，进一步提高群众的紧
急避险意识和应急救护能
力。

（通讯员 霍广 摄影）

本 报 惠 民 讯（通 讯 员 李 聪 聪 
王丙强 报道）11月30日，2024年度
滨州市医疗服务质量监测评价中心
工作会议暨医疗服务质量岗位技能
竞赛在滨州市中心医院举办。来自
全市22家医疗机构的90余名医疗
服务管理人员和临床医护人员参加
活动。

会议邀请山东省第一医科大学
附属医院病案管理与统计科主任廉
颍副教授及滨州市相关专家进行授
课。授课内容涵盖病历质控与医疗
核心制度、急诊平台建设提升患者

就医体验、医疗机构工作人员廉洁
从业九项准则、多举措推进患者安
全管理等内容。

在医疗服务质量岗位技能竞赛
中，共有来自20家医疗机构和县市
区代表队的80余名选手参赛。本次
竞赛采取笔试的形式进行，秉持公
平、公正、公开的原则，选取不同医
疗机构的9名领队担任评委。经过紧
张激烈的答题，分别评选出个人奖和
团体奖，并进行现场颁奖。竞赛期
间，由市中心医院急诊科专家现场开
展了心肺复苏急救知识培训。

全市医疗服务质量
岗位技能竞赛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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