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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综合消息 据《新民晚
报》5月8日报道，记者8日从海军
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上海长
征医院）获悉，该院殷浩教授团队
联合中国科学院分子细胞科学卓
越创新中心程新教授团队，在国
际上首次利用干细胞来源的自体
再生胰岛移植疗法，成功治愈一
名胰岛功能严重受损的2型糖尿
病患者，目前该患者已彻底脱离
胰岛素长达33个月。

糖尿病严重威胁人类健康。
由于患者长期血糖控制不佳可导
致失明、肾衰竭、心脑血管意外、
截肢等严重并发症，甚至可造成
酮症酸中毒或无意识低血糖而致

死。我国是糖尿病第一大国，患
者多达1.4亿，其中约4000万需终
身依赖胰岛素注射治疗（包括所
有1型以及约30%的2型）。而血
糖难以控制的严重患者，只有通
过从捐献的胰腺中提取胰岛组织
并微创注射的移植疗法方可有效
治疗，从而避免并发症的进展。
然而，受制于供体严重匮乏、胰岛
分离技术复杂等因素，目前临床
需求很难满足。因此，如何在体
外规模化地再生人胰岛组织，成
为一项世界性的学术难题，并得
到广泛关注。

上海长征医院器官移植中心
主任殷浩介绍，相关科研团队历

经十余年潜心研究，利用患者血
液中的外周血单个核细胞重编程
为自体诱导性多能干细胞，并使
用国际首创技术使之转变为“种
子细胞”即内胚层干细胞，最终实
现在体外再造胰岛组织。该项技
术已趋于成熟，是再生医学治疗
糖尿病领域的重大突破。

这项技术的首例受益者是名
59岁男性，有25年2型糖尿病病
史，并发展为终末期糖尿病肾病，
2017年出现终末期糖尿病肾病
并接受肾移植。但由于其胰岛功
能近乎衰竭，每天需要多次注射
胰岛素，未来存在极大的糖尿病
严重并发症风险。2021年7月，

该患者在上海长征医院接受自体
再生胰岛移植治疗，术后第11周
即开始完全脱离外源胰岛素，其
口服降糖药术后逐步减量，并在
第48周和56周实现彻底撤药。
患者空腹及餐后C肽等关键指标
较术前显著提高，证实胰岛功能
得到有效恢复；肾脏功能等随访
指标均处于正常范围，也提示该
疗法可避免糖尿病并发症的进
展。这是国际上首次使用自体衍
生胰岛治疗胰岛功能受损的T2D
患者的人体组织替代疗法。

团队首席科学家、中国科学
院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教
授程新于2012年在世界上首次

建立了内胚层干细胞及其改良类
型，在胰腺、肝脏等定向分化的特
异性及体内安全性方面具有优
势，是体外规模化再生胰岛、肝脏
等组织的优选种子。在此基础
上，程新还建立了规模化定向分
化体系，可实现规模化生产。

除首例严重2型糖尿病患者，
联合团队还成功开展并治愈了多
例脆性1型糖尿病患者。殷浩教
授表示，未来课题组将聚焦干细
胞来源再生胰岛组织的相关研
究，进一步开发无需免疫抑制的
通用型再生胰岛组织，为广大长
期依赖胰岛素注射的糖尿病患者
提供新的治愈疗法。

世界首例自体再生胰岛移植成功
25年2型糖尿病患者实现彻底撤药

洗衣液“让妈妈先用”不是致敬母亲节的正确方式

近日，某洗衣液品牌的母亲
节广告文案引发争议。在广告
中，该品牌称“了不起的未来洗
衣科技，让妈妈洗衣更轻松、更
省力、更省心”，洗衣液产品外包
装上也写着“妈妈，您先用”。对
此，不少网友发帖吐槽，认为广
告文案表达不当，带有刻板印
象。该品牌客服则回应称，广告
文案本意是想表达感恩母亲，不
承想会造成这样的误会，“可能
没有表达到位”。

洗衣液“让妈妈先用”，这算
子女对妈妈的感恩吗?大概率是
谈不上了。作为一种日用品，洗
衣液一定程度上代表的是家务
劳动。有家务劳动让妈妈先上，

而且在母亲节前后还是如此，这
是怕妈妈们平时不够累吗?正确
感恩的打开方式，不该是子女平
时多做一些家务，又或者有一些
情感上贴心的表达，比如做一件
小手工送给妈妈，或者请妈妈看
场电影休闲放松吗?至于“让妈
妈先用”的洗衣液，还是算了吧。

也有部分网友认为，“让妈
妈先用”的广告文案没啥，理由
是现实中这样的情况比比皆是，
这只不过是在陈述事实。不过，
广告文案可不是简单的事实陈
述，而是更加接近于观点表达，
它面向的是公众，往往传递了一
种价值观，需要慎之又慎。

而且，所谓的“妈妈洗衣服”
充其量只是事实的一部分。现
实中，以年轻人为主的家庭，男
性干家务的不在少数。而在社
会意识层面，男女平等地承担家
务也早已成为主流观念。

当然，某种程度上这一争议
文案背后的逻辑也好理解:科技
让生活更美好不假，洗衣液科技
含量的提升，确实也可以让洗衣
服这项家务更加省力省心，从而
让包括妈妈在内的使用者更加
轻松。但有意无意地将妈妈作
为承担洗衣服这项家务的首要
乃至唯一人选，还是潜意识里流
露出一种刻板成见，既与男女平
等的价值观格格不入，也与提倡
男女共担家务的风尚不符。

流量时代，企业借助一些时
间节点营销产品无可厚非，但还
是得避免不加分析地乱蹭和硬
上。案例中，洗衣液这一产品的
调性就与感恩母亲这个主题不
搭，硬上的结果大家也看到了，
既暴露自身认知的浅薄，也一定
程度地拉低了消费者的观感，至
于提高销量的预期，基本也要落
空了——— 基于选择的丰富，当代

人的消费会有更多情怀或者认
知层面的考虑，那些感觉被冒犯
的消费者，自然是不会为这样的
产品买单的。

本质上，母亲节前夕在洗衣
液广告文案里宣称“让妈妈先
用”，与六一儿童节让孩子表演
节目供大人观赏或考评没有多
大区别，辛苦的是妈妈和孩子，
愉悦的则是他人。家务是一个
需要家庭全部成员共同承担的
事情，而不应该成为个别家庭成
员，尤其是妈妈的专属任务。

“没有名字的家事，为什么
都变成我的工作?”这是动画片

《蜡笔小新》中妈妈美伢的一句
台词，这既是她的疑惑，也是时
代进程中家庭需要直面和解决
的问题，而它无疑需要整个社会
的力量来纠偏。企业的广告就
算不能提供助力，至少也不要成
为障碍和阻力。

投入月球“怀抱”

嫦娥六号探测器成功实施近月制动
据新华社北京5月8日电 5

月8日10时12分，在北京航天飞
行控制中心的精确控制下，嫦娥
六号探测器成功实施近月制动，
顺利进入环月轨道飞行。

近月制动是嫦娥六号探测
器在飞行过程中的一次关键轨
道控制。嫦娥六号探测器飞临
月球附近时，实施“刹车”制动，
使其相对速度低于月球逃逸速
度，从而被月球引力捕获，从地
球“怀抱”投入月球“怀抱”，实现

绕月飞行。
不要小看“刹车”的难度，如

果“刹车”力度不够，速度没有降
下来，嫦娥六号探测器将滑入外
太空。反之，如果“刹车”过猛，
则可能与月球碰撞。

嫦娥六号探测器由轨道器、
返回器、着陆器、上升器组成。
为了踩好这一脚“刹车”，嫦娥六
号轨道器配备了1台3000牛推
力的轨道控制发动机，以进行引
力捕获时的制动减速控制。然

而，在这样的地月转移过程中，
发动机工作时温度会升高，如果
热防护做不到位，轨道器就会被
高温“烧伤”。

为此，研制团队开创性设计
了二次热防护复合系统，为轨道
器穿上“超级防护服”。一方面
使用复合隔热层，将发动机高温
辐射影响尽量降低；另一方面，
根据不同设备的温度需求个性
化定制，进行二次热防护。

5月3日晚间，嫦娥六号探测

器由长征五号遥八运载火箭在
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
之后准确进入地月转移轨道，由
此开启世界首次月背“挖宝”
之旅。在鹊桥二号中继星的支
持下，嫦娥六号探测器将调整环
月轨道高度和倾角，择机实施轨
道器返回器组合体与着陆器上
升器组合体分离。之后，着陆器
上升器组合体实施月球背面南
极-艾特肯盆地软着陆，按计划
开展月球背面采样返回任务。

福建舰完成
首次航行试验

5月8日下午3时许，我国第
三艘航空母舰福建舰完成为期8
天的首次航行试验任务，顺利返
回上海江南造船厂码头。

试航期间，福建舰完成了动
力、电力等系统设备一系列测
试，达到了预期效果。下一步，
福建舰将按既定计划开展后续
试验工作。

图为首航试验中的中国海
军福建舰（5月7日摄，无人机照
片）。 新华社发

广西壮族自治区
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

张秀隆涉嫌受贿
被逮捕

新华社北京5月8日电 记
者8日从最高人民检察院获悉，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原
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张秀隆涉嫌
受贿一案，由国家监察委员会调
查终结，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
诉。日前，最高人民检察院依法
以涉嫌受贿罪对张秀隆作出逮
捕决定。该案正在进一步办
理中。

我国将设置
国家重症医学中心
力争每省至少1家综合医院达到
或接近国家重症区域医疗中心
能力和水平

本报综合消息 据《北京晚
报》5月8日报道，国家卫健委等8
部门日前联合发布《关于加强重
症医学医疗服务能力建设的意
见》，提出将设置国家重症医学
中心，到2025年末我国重症医学
床位达到每10万人15张。

意见提出，到2025年末和
2027年末，我国重症医学床位分
别达到每10万人15张和18张，可
转换重症医学床位分别达到每
10万人10张和12张。到2027年
末，我国重症医学医疗服务资源
将有效扩容，区域布局更加均
衡，专科服务能力显著提升。

我国将依托高水平医院设
置国家重症医学中心和国家重
症区域医疗中心，结合委省共建
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国家区域医
疗中心建设项目、省级区域医疗
中心建设等工作，通过托管、合
作共建等模式，促进优质医疗资
源扩容和下沉。到2025年末，力
争每个省份至少有1家综合医院
达到或接近国家重症区域医疗
中心能力和水平。

同时，我国将以西部地区为
重点，加强牵头三级医院重症医
学科建设，提升急危重症患者救
治能力。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
伍里要安排重症医学医护人员，
并配备呼吸机、ECMO（体外膜
肺氧合）等设备以及必要的便携
设备，适应执行不同规模救援任
务，形成可在区域内或跨区域调
度的快速反应、机动灵活救治
力量。

南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