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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支国际研究团队在英国
《自然·医学》月刊20日刊载的论
文中说，一名获称“杜塞尔多夫病
人”的艾滋病患者约10年前接受
干细胞移植，停止抗艾药物4年
后体内未再检测到活跃的艾滋病
病毒，从而成为继“柏林病人”和

“伦敦病人”后第三名被治愈的艾
滋病患者。

第三例治愈病例

研究人员主要来自德国。他
们在论文中没有公布这名男性患
者真实姓名，只说他现年53岁，
2008年确诊患艾滋病，3年后又
确诊患上急性骨髓性白血病，接
受过化疗，但不久后白血病复发。
2013年，他在德国杜塞尔多夫大
学医院接受骨髓移植，使用的造
血干细胞来自一名女性捐赠者。

与“柏林病人”和“伦敦病人”
接受干细胞移植时的情况一样，
那名捐赠者的CCR5受体同样出
现一种罕见变异，可阻止艾滋病
病毒进入宿主细胞。

“杜塞尔多夫病人”2018年
11月停止接受抗逆转录病毒药
物治疗。德国之声援引研究人员
的话报道，这是判断患者是否被
治愈的唯一方法。患者停用抗艾
药物48个月后，研究人员没有在
他的血液中检测到具有感染能力
的艾滋病病毒，只是在部分血液
和淋巴组织样本中检测到艾滋病
病毒残留的零星遗传物质。实验
证明这些残留物没有复制病毒的
能力。

用研究人员的话说，这是患
者被治愈的有力证据，而这一治
愈病例提供了“宝贵见解，希望它
能指导今后”相关治疗方案。

“杜塞尔多夫病人”在一份声
明中说，他为自己的“全球医生团
队感到骄傲，他们成功地治愈了
我的艾滋病——— 当然同时也治愈
了白血病”。他上周“隆重”庆祝
自己接受干细胞移植10周年，并
邀请了干细胞捐赠者。

寄望基因编辑疗法

CCR5是艾滋病病毒攻击人
体的一个主要切入点。研究人员
认为，通过干细胞移植将免疫细
胞置换为没有CCR5受体的细
胞，可能是停止药物治疗后患者
体内艾滋病病毒没有反弹的
原因。

不过，多名专家提醒，治愈病
例接受的干细胞移植疗法风险很
高，且有诸多制约因素，不便推广。

事实上，携带CCR5基因突

变的人本就极少，骨髓配型也是
道难关，术后感染风险、排异反应
等亦不容忽视。这些年来，世界
范围内研究人员对其他多名患者
也开展过类似尝试，但都未获
成功。

某种程度上说，新研究反而
进一步证明，针对CCR5受体的
基因编辑疗法可能成为治愈艾滋
病的关键。据英国《新科学家》周
刊网站报道，目前已经有研究人
员在探索如何使用基因编辑技术
令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免疫系统中
的CCR5受体发生基因突变。

参与研究“伦敦病人”病例的
英国剑桥大学教授拉温德拉·库马
尔·格普塔说，干细胞移植疗法仅
能作为最后的手段来治疗那些同
时患有血液系统疾病的艾滋病患
者，并不适用于所有艾滋病患者。

美国人蒂莫西·布朗是全球

首个艾滋病治愈患者，因在德国
柏林接受干细胞移植获称“柏林
病人”。他1995年被诊断出艾滋
病，2006年确诊患急性骨髓性白
血病，次年在柏林接受放射疗法
和干细胞移植，之后艾滋病和白
血病均消失了。

十余年后，被称为“伦敦病
人”的艾滋病患者亚当·卡斯蒂列
霍在接受干细胞移植治疗后，在
相当长的观察期内也未再检测到
活跃的艾滋病病毒，被广泛认为
是第二名被治愈的艾滋病患者。

去年，有研究人员分别在不
同的学术会议上宣布，还有两名
艾滋病患者患白血病后接受了干
细胞移植，停用抗艾药物10多个
月后体内也未再检测到活跃的艾
滋病病毒。不过，相关研究尚未
在学术期刊上发表。

据新华社特稿

第三例被治愈艾滋病患者获确认
10年前曾接受干细胞移植

全球最大规模四天工作制实验结果揭晓
多数公司将继续采用新模式

此类实验成果斐然
绩效提高健康改善

戴维·曼森是英国谢菲尔德
一家机器人公司的产品总监，他
的公司也参与了此次实验，并决
定继续沿用四天工作制。曼森
希望缩短工作时时间间能帮他们吸
引更多人才，“这样我们就能和
别的公司拉开一点差距。”

和曼森供职于一家公司的
大卫·阿拉托尔说：“我们希望能
把重视员工生活质量根植于企
业文化当中，确保每个人都能在
工作和生活之间找到平衡。”

阿拉托尔和曼森表示，由上
五天班改成四天也遇到了不少
挑战。他们的公司是一家初创
企业，员工只有8人，有时候甚至
忙不过来。即使周五不用上班，
他们几个高管偶尔还是需要联
络工作上的事。尽管并没有享
受到完整的三天周末，“四天工
作制还是要灵活一些。就算周
五偶尔也要办公，至少我人在家
里，工作结束后可以去遛遛狗，
还可以去爬个山。”

这并不是第一个减少工作
时长的实验。2015年，冰岛政
府联合“4 Day Week Global”

等机构展开了一次为期四年的
实验，共约3000人参加。参与
者过去每周工作40小时，实验期
间则改为工作35小时，薪资
不变。

结果显示，大部分人的工作
效率不变，有的甚至提高了。冰
岛统计机构发现，实验期间发票
数量同比增加了6.5%。员工压
力更低，健康状况更好，反应更
快，男性承担家务的比例也在上
升。实验结束后，86%的冰岛员
工决定继续每周只工作32小时，
或在努力争取这一权利。

2019年，微软在日本的分
公司也开展了类似实验。除了
每周只上四天班之外，公司还为
员工提供了920美元的节假日补
贴。此实验受到了92%员工的
欢迎。

2022年，美国和爱尔兰同
样举行了为期6个月的实验，共
33家公司参与，最终公司业绩、
员工效率和幸福指数都提高了。
其中27家公司给实验打了9分
（满分10分）。

四天工作制有利于环保

早在2011年，英国一家环

保机构创始人西蒙·厄赛尔就尝
试过每月专门腾出一天给员工
去做志愿服务。去年，他的公司
也参与了本次实验。作为生态
环保从业者，厄赛尔注意到四天
工作制能带来意外的环境效益。

“我们发现实验期间行车里程减
少了21%。”他兴奋地说。因为
每周少一天班，机构取消了所有
不必要的会议和出差，员工也能
利用这一天做环保志愿者。

波士顿大学经济学家兼首
席研究员朱丽叶·肖尔表示，大
量研究证明缩短工作时长能有
效减少碳排，达成减排目标。她
2012年的研究生显示，少上
10%的班，就能减少8.6%的碳
排放。

最大的原因是通勤时间的
减少。英国的实验中，员工每周
平均通勤时间从3.5小时减少到
了3.15小时。2022年美国实验
中成效则更为显著，周平均通勤
时间降至2.59小时。

缩短工作时长反响有好有坏
更多研究仍待展开

尽管四天工作制有不少好
处，也并非所有人都能适应。有

员工表示，为了四天结束工作，
不得不加班加点，压力反而变大
了。另外，对教师和行政人员来
说，四天工作制并不现实。对传
统制造业来说，转型也十分
困难。

也不是所有员工都坚决捍
卫四天工作制。78%的员工表
示他们也愿意工作五天，只要加
薪就行。坚持不论开多少钱都
只想工作四天的员工只占15%。

对环境来说，减少工作时间
也不一定意味着正面反馈。若
人们选择利用三天周末旅游，需
要使用火车、飞机等交通工具，
能耗也随之升高，尤其是高耗能
的国家航班。延长的假期带来
蓬勃的消费，也产生更多的
排放。

目前已有诸多四天工作制
实验，但想真正评估其利弊仍需
更多研究。近期，西班牙政府将
提供15万欧供中小企业实验，葡
萄牙政府也宣布将在6月开展类
似实验。另外，研究者也呼吁政
府将四天工作制以立法形式确
立，以扩大实施范围，获取更多
数据。“采取四天工作制仍需要
勇气。”一名学者表示。

本报综合

据据英英国国《《卫卫报报》》2211日日消消息息，，
去去年年66月月在在英英国国举举行行的的四四天天工工
作作制制实实验验结结果果近近日日揭揭晓晓，，这这也也
是是全全球球最最大大规规模模的的四四天天工工作作制制
实实验验。。该该实实验验共共有有6611家家公公司司参参
加加。。实实验验期期间间，，员员工工每每周周仅仅工工
作作四四天天，，薪薪水水保保持持不不变变。。去去年年
1122月月实实验验结结束束后后，，绝绝大大多多数数公公
司司表表示示将将继继续续实实施施四四天天工工作作
制制，，其其中中1188家家公公司司将将永永久久采采用用
四四天天工工作作制制。。

其其中中，，3399%%的的员员工工认认为为工工作作
压压力力有有所所减减轻轻，，4400%%的的员员工工睡睡眠眠
质质量量提提高高，，5544%%的的员员工工感感到到能能更更
好好地地平平衡衡工工作作和和家家庭庭。。焦焦虑虑、、
疲疲劳劳等等问问题题显显著著改改善善。。

公公司司方方面面也也从从实实验验中中受受
益益。。实实验验期期间间，，公公司司规规模模平平均均
增增长长11..44%%，，各各公公司司收收入入同同比比增增
长长了了3355%%。。员员工工病病假假天天数数总总体体
下下降降约约三三分分之之二二，，出出勤勤率率提提高高，，
跳跳槽槽率率降降低低，，离离职职员员工工减减少少了了
5577%%。。

该该实实验验由由新新西西兰兰一一家家专专门门
推推广广四四天天工工作作制制的的非非营营利利组组织织

““44 DDaayy WWeeeekk GGlloobbaall””发发起起。。
活活动动组组织织者者乔乔··莱莱尔尔将将此此实实验验
称称作作一一次次““历历史史性性的的突突破破””。。实实
验验结结果果于于周周二二汇汇报报给给英英国国国国会会
议议员员，，希希望望将将四四天天工工作作制制推推广广
至至全全国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