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年前，刘海波正式入职复

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青浦分院

（下文简称“青浦分院”），主持心

血管内科工作，并把家从市中心

搬到了远郊青浦。

三年来，他心无旁骛服务青浦

心血管患者，许多患者挂不上他的

专家号，他就主动为他们加号，延

长工作时间；在他牵头下，青浦分

院从无到有建立起胸痛中心，将

“D-to-B”时间（病人从进医院大

门到闭塞血管开通的时间）最快缩

短至10分钟，挽救了一位又一位

青浦急性心梗患者的生命……

让青浦人民享受到更优质

的医疗服务，在家门口的医院就

能看病，这是他的愿景。近日，

他获得 2022 年度上海市社会主

义精神文明好人好事提名。

对每一个生命负责

师从著名心血管病专家葛

均波院士，自毕业后，刘海波深

耕临床二十年，尤其擅长高危复

杂冠脉病变介入手术。

在学医行医的历程中，他深

受导师葛均波的影响。“老师要

求我们，做一名好医生必须先做

一个好人，要以解决病人的疾病

作为一切的出发点。”因此，他总

会站在患者的角度，找寻更合适

的治疗方案，他也时常对学生和

团队医生们强调：“要敬畏生命，

对每一个生命负责。”

此前在东方医院工作期间，

为了更好服务患者，刘海波特意

建立起病友群，利用休息时间在

微信群里为广大病友答疑解惑。

得知刘海波来到青浦分院

工作后，许多“老朋友”特地从浦

东辗转2个多小时来到青浦看病

咨询，也有来自东北的患者乘飞

机从老家赶来。许多患者经常

挂不上他的专家号，他就主动为

他们加号，延长工作时间。

“患者朋友们的一句信任，是

我工作的最大动力。”刘海波说。

从无到有建起胸痛急救体系

青浦作为上海远郊，心脏疾病

诊疗能力尤其是急性心梗的救治

体系建设成为不可忽视的现实问

题。“我觉得我可以做些什么。”来

到青浦分院后，胸痛中心的申报和

建设是刘海波最重要的工作之一。

对 于 缩 短 院 内 时 间

（“D-to-B”时间），他主动要求

参与到急诊手术的备班中，发现

问题，即刻召集科室及冠脉介入

小组进行讨论并一一解决。

如何缩短院外时间？他提出

“区域化协同救治”的理念，带领团

队成员走进基层，足迹遍布青浦12

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120急救中

心，对医务人员进行现场培训30

余次，提升基层医务人员急性胸痛

的诊断及鉴别诊断能力。同时，他

还积极组织科普活动，向青浦老百

姓普及此类疾病的救治方式，希望

大家不必舍近求远，可以直接前往

区内医院进行诊治。

在刘海波的推动下，医院与

青浦区内急救中心及 14 家医院

建立胸痛救治联络群，实现胸痛

中心、胸痛救治单元的全域覆

盖，打造出无缝衔接、快速高效

的急性胸痛区域协同救治网络。

对高危急性冠脉综合征患

者，社区医生可以通过微信群及

电话与24小时胸痛值班医生取得

联系，实现青浦院前、院内对急性

心梗患者急救的无缝对接。

经过刘海波与科室全体及冠

脉介入小组的共同努力，目前医

院“D-to-B”时间最快仅10分钟，

平均时间为30多分钟，在上海各

大医院的胸痛中心中名列前茅。

三年来，胸痛中心从无到

有、从小到大，实现跨越式发

展。青浦分院在2021年8月顺利

通过国家胸痛中心标准版认证，

成为青浦区唯一一家国家胸痛

中心成员单位。

推进亚专科建设

随着精准医学的发展，各大

医院亚专科建设进行得如火如

荼，对青浦当地患者而言，他们

自然也期待在家门口医院就能

享受这样的精准医疗服务。

来到青浦分院后，刘海波为

心内科制定发展规划，推进亚专

科建设。短短三年间，医院已建

立起以冠心病诊疗组、起搏电生

理组、结构性心脏病等亚专科为

一体的学科体系。

有精细化的分科，也要有精

细化人才。刘海波为每个科室

成员量身打造符合科室发展和

个人发展的职业规划，让大家找

到自己的跑道，在自己的跑道上

跑得更快，实现精细化发展。

为了全面提升临床救治能

力，给青浦患者提供更优质的医

疗服务，刘海波带领团队坚持每

周进行一次业务学习，范围从最

新指南解读到典型病例讨论，从

术式技巧探讨到临床决策能力，

从术前评估到术后管理。他希

望大家通过交流，把相对疑难和

特殊的病例拿出来讨论，让所有

人通过不断学习得到进步。

“你可以选择躺平，但是一旦

躺下，可能就起不来了。”这是刘海

波对同事们常说的一句话。他的

医术、他的胸怀、他的拼搏精神，深

深感染着科室的每一个人，给青浦

及周边的心脏病患者带来了“心

希望”。 本报记者丁超逸祁金

“做好医生必须先做个好人”

我国首个交叉类医学基础科学中心正式启动
4 月 12 日，由葛均波院士领

衔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泛血管介入复杂系统”基础科学

中心（以下简称基础科学中心）启

动会在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举

行。作为我国交叉科学领域的首

个医学类基础科学中心，该中心

的成立对突破我国当前泛血管介

入器械进口依赖度高、原创能力

不足、临床转化效率较低等“卡脖

子”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会上，葛均波围绕基础科学

中心成立背景、未来五年拟开展

的研究工作、分工及合作方式、学

科交叉融合研究计划、年度工作

计划与目标、五年预期目标和重

大突破和基础科学中心章程等方

面进行了汇报，各课题负责人分

别对课题实施方案和近期研究进

展进行了详细汇报。专家组听取

了汇报，对项目和课题实施方案

进行了充分的质询和讨论，一致

认为科学中心项目创新性强，任

务安排合理有序，年度计划细致

可行，中心章程规范，并就项目具

体执行计划、研究进度、中心与分

中心之间交流保障、依托单位配

套措施等方面提出了针对性指导

意见。

葛均波表示，泛血管疾病是

人类的首要死因，虽然目前介入

治疗因创伤小、恢复快、费用低等

特点，已成为泛血管疾病最重要

的治疗手段，但学界对泛血管与

介入生物材料、生物力学构成的

复杂系统中相互应答机制尚不十

分清楚，因此进一步探索相关科

学问题有助于突破泛血管介入器

械创新瓶颈。

据介绍，该项目由复旦大学

牵头，联合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华

南理工大学等单位进行协同攻

关，将围绕“如何解决泛血管介入

器械配和度（短期适配度与长期

和谐度）低”这一科学问题，通过

深度交叉融合，对材料构成特性、

功能设计、力学适应和临床应用

进行系统整合，建立完整的泛血

管介入器械从基础研究到应用

转化的全链条科学理论体系和

创新研发机制，转化出国际领先

的泛血管介入材料和器械，将推

动我国生物材料、生物力学和医

疗器械相关学科群及产业群融

合发展。 来源：附属中山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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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7 日上午，在中国肿瘤

标志物学术大会暨中国整合肿

瘤学大会暨第十六届肿瘤标志

物青年科学家论坛暨中国肿瘤

标志物产业创新大会（CCTB 大

会）上，在数百位表观遗传领域

专家学者的见证下，历时近六

年 打 磨 而 成 的 中 文 原 创 专 著

《表观遗传学》发布。复旦大学

生物医学研究院执行院长徐国

良院士和研究院党委书记储以

微教授应邀出席本次活动。

《表观遗传学》中文原创专

著由复旦大学生物医学研究院

于文强教授和徐国良院士担任

主编，邀请了国内外表观遗传

学领域的杰出华人科学家 60 余

人参与此书的编写。牛津大学

教授、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

施扬教授为本书撰写概论，中

科院生物物理所陈润生院士和

表观基因组学领军人物、加州

大学圣地亚哥分校任兵教授应

邀为本书作序。

《表观遗传学》专著总计260

多万字，包含 63个章节。正如陈

润生院士在序中所言：“该书全

面而前沿，不仅介绍了国际上表

观遗传学的发展，更增加了国际

上著名的华人学者的卓越贡献，

体现了表观遗传学发展的中国

声音。”

在本次新书发布会上，同时

公布了《表观遗传学》编委会六

十多位专家共同讨论并确定的

未来十年表观遗传学领域需要

解决的十大科学问题，为表观遗

传学领域的基础与应用研究指

明方向。

来源：生物医学研究院

《表观遗传学》专著发布

据世界卫生组织《2022年世

界精神卫生报告》，全球有近 10

亿人患有精神方面疾病。报告

指出，患严重精神健康疾病者比

一般人早亡10年到20年，而精神

分裂症是最常见的一种重性精

神疾病。精神分裂症病因、症

状、病程都具有高度异质性，这

极大影响了临床诊治效果。“如

何拆解高异质性，实现个体化精

准分型”，是该领域急需攻克的

科学难题。

近日，复旦大学类脑智能

科 学 与 技 术 研 究 院 冯 建 峰 教

授/程炜青年研究员团队联合

国内外数十家医院，基于大规

模 脑 影 像 数 据（2000 多 名 被

试），利用数据驱动的人工智能

算法（疾病进展模型），推演出

精神分裂症发生、发展的全维

度疾病演进轨迹，精准定位出

精神分裂症大脑萎缩的两个起

源（语言区亚型和海马亚型）。

并且，通过对 500 多名患者的

随 访 研 究 ，探 究 药 物 治 疗 和

TMS 干预对不同亚型人群的

治疗效果。

当地时间3月22日，成果以

《神经影像标志物定义精神分裂

症中具有不同神经生理轨迹的

亚型》为题发表于 Nature 子刊

Nature Mental Health。

论文链接：

https://www.nature.com/

articles/s44220-023-00024-0

来源：大数据学院

利用AI算法实现个体精准化分型

葛均波院士牵头，突破泛血管介入器械创新瓶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