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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北京电（记者
彭茜、林苗苗、黄筱）近年
来，人工智能（AI）加速助
力新药研发，几乎参与了
从药物靶点发现到临床试
验全流程。在新冠疫情期
间，多款药物问世背后也
都有 AI“身影”，全球“AI
制药”实现加速跑。

  疫情成“AI 制

药”试验场

　　新冠疫情为“ AI 制
药”提供更多试验机会。
疫情期间，AI 技术被用于
加速新冠小分子药物、抗
体药和疫苗的研发进程，
满足了大流行对药物的急
迫需要。
　　今年 5 月，总部位于
中国香港的 AI 创新药研
发公司英矽智能利用其
AI 药物研发平台发现了
靶向新冠病毒主蛋白酶

（3CL）的口服抑制剂。
此外，首个获美国食品和
药物管理局批准的新冠口
服药——— 辉瑞公司的奈玛
特韦/利托那韦组合，也是
在“MareNostrum 4”超
级计算机的 AI 算法帮助
下发现的。
　　除发现新药，AI 也加
速了“老药新用”。2020
年英国善心人工智能公司
就宣布通过其 AI 平台，
发现美国一款风湿药巴瑞
替尼可用于治疗新冠。
　　“在疫情初期无药可
医的困境下，AI 对现有药
物的再利用缓解了危机，
也为新冠疫苗和药物的研
发起到了缓冲。”英矽智能
联合首席执行官任峰对记者说。
　　 AI 还有助优化疫苗研发。德国生物新
技术公司正与 AI 初创公司 InstaDeep 合
作，预测下一个新冠病毒高风险变异株，以使
其 mRNA 疫苗平台能进行预判。有关算法
已提前识别出包括奥密克戎在内的多种受关
注变异株。

助力突破“反摩尔定律”

　　目前，AI 可谓掌握“十八般武艺”，已可
赋能药物研发不同阶段，涵盖靶点发现、老药
新用、化合物筛选、分子设计及优化、临床前
实验结果预测、患者招募分组等。
　　近年来，由于药物获批上市难度越来越
大、制药成本高涨、同质化竞争等因素影响，传
统制药方式深陷“反摩尔定律”，即尽管制药公
司几十年来不断增加投资，但投资 10 亿美元
得到的上市新药数目每 9 年就减少一半。任
峰说，AI 可帮助突破“反摩尔定律”，加速药物
研发的关键步骤，如靶点发现、化合物设计与
生成、临床试验设计与结果预测等，从而缩短
研发周期、降低研发成本，提高成功率。
　　药物研发通常周期长（需 10 年到 15
年）、投入高（大于 10 亿到 20 亿美元）、成功
率低（小于 10%），需要先对数万个小分子进
行测试筛选，最后只有少数几个能推进到临
床研究，AI 则可大大加快这一进程。据英国
AI 制药公司埃克赛恩希亚公司的数据，AI
将项目立项推进到临床前候选化合物的时
间，从平均 4 年半缩短至约 13.7 个月。
　　主攻智能药物设计平台的公司圆壹智慧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潘麓蓉认为，AI 通过对
分子、细胞、器官、动物、临床等不同层面数据
的整合、分析，不仅可提升研发流程效率，更
可促进整体行业认知水平和方法论的提升。

“新旧融合”的挑战与风险

　　当下，传统跨国药企、大型科技公司和生
物科技初创企业均加速布局“AI 制药”，多个
由 AI 发现和设计的药物分子已进入临床试
验。但一些传统药企对拥抱数字化有抵触，
而 AI 领域却强调“开放”，二者结合仍需长
期磨合。
　　西湖欧米（杭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创始
人郭天南说，制药是保守领域，目前巨头制药
公司改变框架较难，传统药企做创新成本很
高，反而新创建的公司会崭露头角，行业面临
重新洗牌。
　　据“AI 制药”智库“智药局”统计，截至 6
月 20 日，全球共有 26 家企业的约 51 个由
AI 辅助进入临床Ⅰ期的药物管线。其中，美
国企业占多数，有英矽智能、未知君、冰洲石
生物 3 家中国企业上榜。
　　日本制药企业武田亚太研发中心负责人
王璘对记者说，中国发展“AI 制药”有得天独
厚优势。一方面，中国人口基数庞大，医院规
模可观，更利于搜集用于训练 AI 的大数据。
其次，中国大量的医药研发合同外包服务机
构便于药企平行开展多项试验，方便 AI 学
习比对不同结果。
　　王璘说，部分中国企业发展出自有专利
的开发平台，甚至开始探索在全球尚未有企
业涉足的前沿领域，如小分子晶体结构预测、
原发药物设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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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北京电（记者顾天成、董瑞丰）在 30
多个国家实施白内障复明和心脏病手术义诊，
累计诊治患者 2200 万人次，5 支国际应急医
疗队获世卫组织认证，2000 余人次援外医疗
队员荣获中外国家级荣誉……国家卫生健康委
近日新闻发布会公布数据显示，党的十八大以
来，我国不断推进卫生健康国际交流，深入参与
全球卫生治理，为增进世界人民健康福祉做出
积极贡献。

与世卫组织开展良好务实合作

　　世界卫生组织在协调全球卫生工作中发挥
着重要作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际司副司长何
炤华说，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并积极参与全球卫生
合作，我国长期以来和世卫组织等国际组织保持
着良好和务实的合作关系。十年来，我国积极与
世卫组织开展医改、疾病防控等领域合作。

　　何炤华介绍，2016 年，我国与世卫组织共
同成功举办第九届全球健康促进大会，通过

《2030 可持续发展中的健康促进上海宣言》和
《健康城市上海共识》，在健康促进领域留下了
中国印记；中国获得世界卫生组织国家消除疟
疾认证，中国疟疾防控经验被纳入世卫组织技
术指南，这些举措都为促进全球健康提供了中
国方案，贡献了中国力量。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我国与世卫组织
及有关国家和地区保持密切沟通，第一时间共
享新冠病毒基因序列等信息，并公布诊疗方案
和防控方案。我国是最早提出将新冠疫苗作为
全球公共产品的国家，以实际行动积极支持世
卫组织提出的“全球疫苗接种战略”。

积极开展医疗援外工作

　　 2023 年，我国将迎来中国医疗队派遣 60

周年。国家卫生健康委统计数据显示，近 60
年来，我国向遍布全球的 73 个国家和地区
累计派出约 2.8 万人次医疗队员，诊治患者
达 2.9 亿人次，在世界范围内挽救了大量生
命。从 2014 年到 2015 年，我国先后派出临
床和公共卫生专家 1200 多人次，全力援助
西非疫区国家，控制了埃博拉疫情。
　　“为落实中非健康卫生行动，我们当时在几
内亚实施中非友好医院试点建设项目。”北京积
水潭医院副院长、第 27 批援几内亚中国医疗
队队长赵兴山说，通过双方的共同努力，到目前
为止，中几友好医院运行十年，初步形成几内亚
乃至西非地区具有影响力的医学中心，有时候
还能吸引周边国家的人过来做手术。

加强卫生健康民间国际交流合作

　　十年来，我国卫生健康民间对外交流合

作形成主体多元、伙伴广泛、内容丰富、形式
灵活、渠道多样的格局。
　　国家卫生健康委卫生发展研究中心
副主任甘戈说，从西非埃博拉疫情到全球
新冠疫情，我国医学专家、公共卫生专家，
也包括像中国红十字会这样民间组织的
志愿者们，多次逆行、深入一线，彰显了构
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强大感召力和
价值引领，同时也体现了我国的大国责任
与担当。
  通过这些民间交流合作，也培养了一批
技术、专业能力过硬、综合能力强的民间机
构、专家、志愿者队伍。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际司有关负责人表
示，下一步，国家卫生健康委将继续秉持人类
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与国际社会加强合作，
共同维护人类健康福祉和全球公共卫生
安全。

十年来我国持续推进卫生健康国际交流合作

　　新华社沈
阳电（记者王
炳坤、张逸飞、
武江民）此起
彼伏的喷嚏、

彻夜难眠的鼻塞、怎么都不够用的抽纸……又
逢 9 月，对许多人来说，和秋天一起到来的不
只是降温，还有恼人的鼻炎。
　　互联网买药平台数据显示，立秋以来在线
购买过敏性鼻炎相关药品的顾客大幅增加。为
何每年入秋鼻炎患者都显著增多？记者对此进
行了调查。

每逢秋高“气”不爽

　　生活在辽宁大连的王子晨，今年早早地就
“嗅”到了秋天的气息，白天是打不完的喷嚏，晚
上是擤不尽的鼻涕，最难受时，喉咙、眼睛跟着
一起痒。经医生诊断，他才知道自己患的是过
敏性鼻炎。
　　秋天是过敏性鼻炎的高发期。沈阳市民李
女士有 10 余年的鼻炎病史。每年一过立秋，
她就感觉身边“病友”多了起来，地铁里的喷嚏
声不绝于耳，办公室里一聊起鼻炎，大家就似乎
找到了共同话题，医院看病时专家号也常常一
号难求。
　　在沈阳医学院附属中心医院，秋季过敏性
鼻炎患者占耳鼻喉科总患者数近 30% 。医院
提供的数据显示，患者数量从 8 月初起就开始
逐渐增多，一般到 10 月中下旬开始减少，11

月基本就很少了。
　　在“我们都是过敏性鼻炎”豆瓣小组中，近
期发帖量和关注量逐步增加，目前已有 1.6 万
余位病友分享病情和防护方法。常有人在深夜
或凌晨发帖：“又被憋醒了”。在美团买药平台
上，8 月以来，鼻炎线上问诊量月环比增长
31% ，每天有超过 5 万人购买过敏性鼻炎
药品。
　　儿童成为秋季鼻炎的“重灾群体”。中国人
民解放军北部战区总医院过敏反应科主任柴若
楠介绍，今年立秋以来，过敏性鼻炎问诊患者中
每天有 20 名左右是儿童患者，已成为秋季过
敏性鼻炎的主要问诊人群之一。
　　柴若楠说，相较于成人，儿童过敏性鼻炎更
容易伴发鼻窦炎、中耳炎、咳嗽甚至哮喘。“鼻炎
之害，不容小觑。”

隐形过敏原给呼吸带来困扰

　　为何一“嚏”知秋频频影响人们的生活？专
家介绍，秋后早晚温差大，空气干燥，本身就容
易诱发鼻炎，加上人们身边的过敏原不断增多，
给呼吸带来隐形困扰。
　　花粉是过敏性鼻炎的过敏原之一。随着全
球气候变暖，温室效应加剧，花粉季节在延长，
花粉产量也在增加。中国医师协会变态反应医
师分会会长尹佳介绍，有研究发现，一株豚草每
年可以产生数以亿计的花粉颗粒，会向一些地
方大量入侵和扩散。
　　耳鼻喉专家表示，8 月到 10 月是北方地

区的秋季花粉期，过敏体质人群吸入花粉后，
常伴有嗅觉丧失、眼痒、流泪等症状，严重的
甚至会引发鼻窦炎、中耳炎等疾病。
　　但即便躲进高楼大厦，人们也难逃过敏
原的“追击”。相关研究显示，室内空气中可
测得的有害物质并不在少数，如涂料、油漆、
墙布等会散发出酚、甲醛、石棉粉尘等，厨房
产生的烟气和炒菜油烟中也含有一些污
染物。
　　“在东北，尘螨是诱发儿童变应性鼻炎最
主要的过敏原。”柴若楠说。
　　近几年来，沈阳医学院附属中心医院耳
鼻喉科副主任富公弼明显感觉，在医院接待
的病人中，由宠物引起的过敏性鼻炎比例也
在增加。“城市中饲养宠物的家庭越来越多，
猫、狗的毛发、身上带的尘螨都是过敏性鼻炎
的潜在致病因素。”
　　相比季节性变化、过敏原增多，人们的免
疫力却在下降。锦州市中心医院副主任医师
孙建华说，人体的免疫系统是一个逐步发育
并受到训练的过程。在城市化的发展中，人
们与自然环境的接触减少，也减少了与潜在
过敏原接触的机会。
　　“在身体发育过程中免疫系统没有得到
足够的锻炼，患过敏性鼻炎的概率自然也随
之增高。”孙建华说。

治疗还需对症下药

　　过敏性鼻炎反反复复，很难根治。医生

提醒，如果有相关症状，一定要到正规医院检
查确认病症后，再对症下药。
　　柴若楠说，如果能确认自己的过敏原，应
尽量减少与过敏原的接触。例如，有花粉过
敏史的人群，外出时应佩戴好口罩和防护眼
镜，防止花粉进入眼睛及鼻腔。外出回家后
可以用生理盐水清洗鼻腔、清洁手部和脸部，
并更换沾染花粉的衣物，去除身上可能携带
的花粉及其他过敏物质。
　　药物依然是抑制鼻炎的主要手段。孙建
华说，确诊过敏性鼻炎后，需要在医生的指导
下用药治疗，不可以擅自盲目用药。目前的
治疗药物有糖皮质激素、抗组胺药物等。
　　富公弼建议，如果是季节性过敏性鼻炎
患者，最好记住自己发病的日期，在医生指导
下提前两周预防性地吃抗组胺药物，这样会
缓解发病周期的症状，症状重、持续久的患者
应及时去医院进行脱敏治疗。
　　除了药物干预，保持室内空气清新也很
重要。环保专家提醒，应该多使用负离子发
生器净化空气，经常开窗通风，保持空气清新
流动；此外有相关过敏原的患者，应避免接触
毛皮、地毯、羽绒制品，尽量用吸尘器清洁
环境。
　　做好科学绿化，对鼻炎预防也不可或缺。
辽宁大学环境学院教授付保荣说，城市绿化
既要考虑生态效应，也要考虑尽量避免引进
不适宜当地气候条件，或可能增加环境中过
敏原的树种，“在城市绿化管理中，也应该合
理配置，减少致敏树种的比例。”

过 敏 性 鼻 炎 为 何 频 频 来 袭 ？

   8 月 30 日，在
北京高博博仁医院，
上完手工课的宸宸
（化名）拿着自己绘制
的尤克里里等待护士
送她回病房。
  “病房学校”是北
京新阳光慈善基金会
开展的公益项目，通
过在医院内或附近设
立教室，组织教师和
志愿者给长期住院的
大病儿童上课，教他
们做手工、绘画。“病
房学校”项目于 2012
年启动，截至目前在
全国 18 个省（区、市）
有 38 间病房学校教
室，累计服务患儿超
过 11 万人次。

新华社记者
蔡湘鑫摄

“病房学校”

服务患儿

　　新华社北京 9 月 12 日电《参考消息》12
日登载美国《华盛顿邮报》网站报道《这个机器
人可在老奶奶跌倒之前“扶住”她》。报道摘要
如下：
　　研究人员近日发布一种新机器人，它可以
对老年人跌倒作出预判，并在老年人倒地之前

“扶住”他们。
　　这种新装置看上去像是电动椅，它的防护
带被套在使用者的臀部周围。防护带配备传感
器，可以在使用者开始失去平衡时作出判断，机

器人就会用防护带阻止使用者跌倒。
　　到目前为止，这种机器人只在 29 名志愿
者身上进行了测试。他们是中风、创伤性脑
损伤和脊髓损伤患者。研究人员对每位志愿
者进行为期 3 天的使用机器人测试。在测试
中，机器人帮助老年人坐下、站立和行走。研
究人员说，测试没有发生老年人跌倒的记录。
　　机器人项目首席研究员、新加坡康复研
究院院长洪维德说：“(跌倒)在全世界都是一
个大问题。该项目的目的是帮助人们在家里

四处走动，而不用担心跌倒。”
　　研究人员说，新型机器人一旦投放市场，
可能产生巨大影响。这将是机器人赋予老年
人独立的感觉、从而改善老年人生活的一种
方式。
　　世界卫生组织说，在全球范围，跌倒是造
成意外伤害死亡的第二大原因。美国疾病控
制和预防中心的数据显示，在美国，65 岁及
以上的成年人与受伤相关死亡的主要原因是
跌倒。

新型机器人能防止老年人跌倒

　　新华社日内瓦电
（记者刘曲）世界气象
组 织 近 日 发 布 报 告
称，预计本世纪热浪
频率、强度和持续时
间将增加，进而导致
野火增多，可能会使
空气质量恶化，危害
人 类 健 康 及 生 态
系统。
　　气象组织当天发
布的《2022 年空气
质量与气候公报》揭
示了空气质量和气候
变 化 之 间 的 密 切 关
系。气象组织秘书长
彼得里·塔拉斯表示：

“随着全球变暖，即使
在低排放情况下，预
计野火及相关空气污
染也会增加。空气污
染物从大气沉降到地
表，不但会影响人类
健康，还会影响生态
系统。”
　　塔拉斯说，在今
年肆虐欧洲等地的热
浪中可以看到，稳定
的高压大气条件、阳
光和低风速都导致了
高水平污染。“这是对

未来的预演，因为我们预计热浪的频率、强度和
持续时间会进一步增加，会导致空气质量更差，
这种现象被称作‘气候惩罚’。”
　　“气候惩罚”指气候变化对地面臭氧生成产
生的放大效应，这会对人们呼吸的空气产生不
利影响。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此前有
评估报告称，在温室气体高排放的情况下，到本
世纪末，灾难性野火事件的概率可能增加 40%
至 60%；即使在低排放情况下也可能增加 30%
至 50%。如果温室气体排放量仍居高不下，全
球温度到本世纪下半叶会比工业化前水平高出
3 摄氏度。届时，一些重度污染地区地表臭氧
水平会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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