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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健康·大健康

新闻+

73 岁的老姚（化名）确诊帕

金森病已 5 年多了，每天睁开眼

睛之后，对他来说最重要的事就

是按时吃药，要是时间掌握不好，

就可能出现身体抖动、活动受限

等症状，甚至还会因此加重病

情。每次吃药的时候，他都会羡

慕装了心脏起搏器的老伴，因为

每每心脏乱跳时起搏器会发挥智

能的调节作用，“要是也能在我脑

子里安一个类似的智能装置，我

就不用天天掐着点吃药了，也不

用为担心发病而整日提心吊胆

了。”

每次老姚这样说的时候，老

伴总会笑他是异想天开。老姚则

乐观回答：“梦想总是要有的，万

一实现了呢。”

近日，杭州师范大学附属医

院发挥校院“一家人”优势，汇聚

整合杭州师范大学心理科学研究

院的临床科研高素质人才团队，

成立认知与脑疾病研究中心，深

挖激发内部潜力，开展精神心理

科、神经内科、神经外科、儿科、医

学影像科等多学科交叉的脑认知

理论创新与实践探索。困扰老姚

多年的帕金森病就在其中，研究

人员们信心满满，觉得老姚的想

法有望在不久的将来成为现实。

“脑是人体的中枢，除了精神

心理之外，语言、行动等都由脑相

应的区域控制。我们将从临床的

需求出发进行研究，搞清楚其中

的关系，弄明白其中的原理，分别

找到控制各种疾病的开关，从而

为抑郁症、帕金森病、中风、脂肪

肝等相关疾病的诊治提供更精准

且有效的方案，甚至可能开辟新

的治疗路径。”在杭师大附院党委

书记骆宏看来，认知与脑疾病研

究中心的未来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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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疾病非仅限于精神心理
已成为最拖累中国人的疾病

什么是脑疾病？百度百科上的解释是：指因遗传、先天性

脑发育不全、脑外伤、脑肿瘤、脑出血、脑梗阻、感染、化学药物

中毒等引起的大脑神经组织损伤。也就是说，脑疾病并不仅

指精神心理疾病，而是包括与脑损伤有关的上百种病。

据了解，脑疾病不光种类繁多，且正在越来越严重地威

胁着人类健康，甚至有专家认为，脑疾病给中国人造成的负

担，已跃居所有疾病中的第一。

早在2016年时，一篇发表在《柳叶刀》上的论文就重点

讲述了脑疾病的发病趋势：1990 年，中国的死亡人数

19.8%是因为脑疾病（170 万∶858 万）；2013 年，这个数字跃

升为 25.2%（231 万∶914 万）。同期，神经失调、精神障碍和

精神物质（包括毒品和酒精）滥用造成的死亡人数也大幅上

升。另外，脑肿瘤也在近年成为我国 10 大癌症之一，发病

率和死亡率逐年上升。

而日渐高发的脑疾病给家庭和社会都带来沉重的负担，

包括削弱和剥夺劳动能力、剥夺正常生活和社交机会、需要家

庭和专业人员照护、治疗费用巨大且部分疾病难以治疗等。

因此，研究清楚各种脑疾病的发病机理，为患者提供更

精准、个性化的综合诊疗方案，减少脑疾病的发生与发展，

从而把中国人从被脑疾病的拖累中解脱出来已迫在眉睫。

科研与临床“联姻”
做更贴近患者需求的研究

杭师大附院新成立的认知与脑疾病研究中心将如何破题？

“在多数情况下，科研和临床往往是两套人马，研究多

集中在理论层面，是否能为临床解决问题，或是什么时候能

运用于临床，还需经历几年甚至几十年的转化。杭师大附

院认知与脑疾病研究中心把大学里的研究人员与临床医生

凑在一起，将各自科研与看病的优势进行互补，促使研究更

贴近老百姓的实际需求，同时也加速新研究成果运用到临

床。”该中心主任臧玉峰说。

经过前期的沟通，他们已经找到了几个非常有意义的

研究方向。

比如，像老姚这样的帕金森病患者，得通过研究找到脑

中发病的部位，再精准进行当下很流行的经颅磁刺激治疗，

患者就能少吃药甚至不吃药。再比如，中风瘫痪的患者，在

康复训练的同时，如果能通过刺激脑中控制相应运动的区

域，便能大大缩短康复时间且提高康复质量。再比如，脂肪

肝患者多数比较爱吃，如果能在脑子里找到控制进食的开

关，从而来调节饮食，未来减肥也就不那么难了。

此外，还有老年痴呆、心律失常、抑郁、焦虑、儿童多动

症、网络成瘾、儿童说谎与行为问题、甚至是肿瘤等，都与认

知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接下来，杭师大附院的这个新团队

就要去一一解开其中的奥秘，实实在在为患者解决难题。

当然，杭师大附院对做好这件事也具有特色显著的先

天优势。医院配置了目前国内唯一一台供心理学科专属使

用的3.0T磁共振，以及国内唯一一台机器人经颅磁刺激仪

等一批专用研究设备；在功能磁共振方法学研究方面，杭师

大在国内居绝对领先地位；拥有“浙江省认知障碍评估技术

研究重点实验室”；“神经科学与行为学”进入ESI全球排名

前1%（在中国大陆排名前40）⋯⋯

中心的发展目标就是，经过整合、优化及补充硬件设

施，5年内产出一批高水平研究论文，制订1~2个儿童心理

健康问题或认知障碍的客观评估标准，开发 2~3 种脑认知

障碍的经颅磁刺激治疗方案，使得该团队在“认知与脑疾病

交叉研究”领域成为国内心理学和医学界顶级团队。

人才是医院发展的核心竞争力。

一直以来，医院的管理者们都在努力寻找既能看病又

能做科研还懂得管理的“完美的人”，事实上，这样高复合型

的人才凤毛麟角，而像杭师大附院这样身处省会城市的市

级医院，更是难免在引进人才竞争中处于相对劣势。

应该怎样在医院人才队伍建设中突破瓶颈？杭师大附

院在当下最火热的“共享经济”中找到了灵感，并开始大胆

创新与实践杭师大附院的“共享人才”计划。共享杭师大心

理科学研究院的人才团队，成立认知与脑疾病研究中心，便

是杭师大附院“共享人才”计划迈出的扎实一步。

5月份以来，杭师大附院不断“出招”。

聘任杭师大12位知名学者、核心骨干为“双聘PI”，“牵

手”医院的感染性疾病科、口腔科、呼吸内科、心血管内科、

神经外科、肿瘤科、临床心理科，发挥“双聘 PI”在相关专业

领域的能力优势，与临床医务人员一起找准研究切入点，积

极推动科研创新与临床实践的深度融合，进一步做实做强

学科特色，实现学科的高质量发展。

与迪安诊断签订科研合作协议，并共同成立“杭师大附

属医院—迪安疑难肝病诊治中心”，通过项目科研成果提升

肝病临床精准诊疗水平，打造国内领先的疑难肝病诊治中

心，把该院肝病学科建设成为国内知名的高峰学科。

“既然‘完美的人’我找不到，那么我可以试着将这些有

专长的人才融合在一起，优势互补，以实现 1+1>2 的效

应。”骆宏说。

这次医院打出一套“共享人才”计划组合拳，是医院在

人才引育体制机制上的一系列探索创新，为营造更好的工

作环境，激发创新能力，医院还专门成立了人才办公室，为

“共享”到医院的人才的工作提供全方位支持，也对各项目

的进展进行跟踪与监督，激活医院学科建设、人才培育内生

动力，进一步提升医院学科综合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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