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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5月17日，复旦大学

附属肿瘤医院邵志敏教授、江一

舟教授团队在Cell Press旗下医学

旗舰期刊 Med 发表封面论文，首

次揭示了一种名为“CCL19+树突

状细胞”的细胞亚群，在三阴性乳

腺癌免疫治疗过程中发挥影响疗

效的关键作用。这为破解三阴性

乳腺癌精准免疫治疗难题提供了

新的方向。

据了解，该研究从肿瘤微环

境视角出发，利用临床试验来源

的“一手”数据，完成多队列、多人

种的综合分析，发现CCL19+树突

状细胞在抗肿瘤免疫中扮演着重

要的“桥梁”角色：通过作用于抗

肿瘤免疫的长期卫士——记忆性

T细胞，发挥抗肿瘤与增敏免疫治

疗作用。进一步研究证实，针对

性制定的免疫治疗无创检测方案

——CCL19 水平检测，只需要抽

取1毫升血，经过半小时分析，就

能出具报告，有望指导三阴性乳

腺癌患者更精准实施免疫治疗。

该研究得到了期刊审稿人

的高度评价，被认为具有“很强

的创新性与非常重要的临床应

用价值”，此前也入选 2022 年第

45 届 圣 安 东 尼 奥 乳 腺 癌 大 会

（SABCS）亮点讨论，该大会是全

球乳腺癌领域规模最大、水平最

高、最具影响力的国际性学术会

议之一。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乳腺

外科吴松阳、张思维、马丁为本论

文共同第一作者，邵志敏、江一

舟、金希为共同通讯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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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腺癌精准免疫治疗获新突破

大师剧《永不凋谢的百合花·陈翠贞》上演

本报讯 今年是陈翠贞教授

诞辰125周年。为纪念首任院长，

致敬一代大师，传承儿科精神，复

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排演了原创

大师剧《永不凋谢的百合花·陈翠

贞》（以下简称《陈翠贞》）。

5月16日晚上，原创大师剧

《陈翠贞》在复旦大学附属中山

医院福庆厅举行首场公演。校

党委书记裘新，校党委副书记、

上海医学院党委书记袁正宏，上

海市教卫工作党委副书记张艳

萍，上海医学院党委副书记、副

院长徐军，与师生、医务工作者

等一同观看演出。

不同于通常的线性叙事结

构，《陈翠贞》采用了双时空的

叙事设计，从现代时空中五位

医学院新生的对白起始，以陈

翠贞女儿沈珝琲和学生刘湘云

作为故事的讲述者，串联起陈

翠贞的主要事迹。

大师剧分为五幕，以“金钥

匙”为线索：从国外医学院以优

异成绩毕业后毅然回到祖国、与

丈夫的相识相知结为医学伉俪、

离开协和医院前往弋矶山医院、

重庆困难时期的坚守、创办儿科

医院等。每一个特殊时期的抉

择，都诠释着她造福中国儿童健

康事业的医者初心和本色。

这部大师剧，不仅是复旦儿

科后辈对先辈的缅怀和致敬，更

是对老一辈医学大家精神风骨

的继承与弘扬，也是一场生动

的、具有儿科特色的人文教育。

实习记者王靖扬
本报记者章佩林

本报记者戚心茹摄

附属儿科医院原创，诠释陈翠贞造福中国儿童健康事业的初心和本色

▲《永不凋谢的百合花·陈翠贞》首场公演剧照

《永不凋谢的百合花·陈翠贞》以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创始人、一级教授陈翠贞为原型，选

取陈翠贞一生中最重要的几个片段，艺术再现她波澜壮阔的人生历程和为中国儿童健康奋斗不

息的故事，展示了这位我国儿科学初创阶段的开拓者及奠基人护佑儿童的毕生信念和爱国情怀。

本报讯 为深入学习贯彻

党的二十大精神，推动落实“时

代新人铸魂工程”，5 月 17 日下

午，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院史

馆学生志愿者讲解队座谈会在

上医文化中心举行。来自院史

馆讲解队的21名学生志愿者代

表参会，围绕如何进一步营造

良好的上医文化氛围，讲好上

医故事，传承和践行上医精神，

引导上医学子凝心聚力、踔厉

奋发、勇毅前行展开讨论，并为

医学人才培养建言献策。

复旦大学党委副书记、上

海医学院党委书记袁正宏，复

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党委副书

记、副院长徐军，以及来自医学

宣传部、医学学工部、上医文化

中心、上医院史馆、档案馆的有

关人员出席本次座谈会，与学

生志愿者共话院史文化发展和

校园文化建设。

“我们应当集讲解队全体

队员力量打造属于我们的‘出圈

爆点’，让社会知道我们上医有

这样一个院史馆，有这样一支讲

解队。”基础医学院2021级本科

生周宇翔同学在交流讨论环节

中这样说到。关于以何种形式

营造上医良好的文化氛围，同学

们发挥了充分的想象力，碰撞出

了闪烁的思维火花。“昨天我去

看了大师剧《陈翠贞》的公演，在

剧的最后，陈翠贞老师不忘寄语

青年学子‘孩子们的未来就靠你

们’，令我备受感动，希望能推出

更多的大师剧，将上医的历史在

一代代人手中传承下去。”公共

卫生学院2021级本科生姬晓艳

向大家交流了她的感受。

讲解队于 2022 年 11 月成

立，先后经过两次人员选拔，逐

步形成了一支由34名讲解员构

成的团队，其中包括本科生 23

人、硕士生 6 人以及博士生 5

人。截至目前，共开展讲解服务

127场，接待来访者2400余人次。

讲解队运行有序、工作高

效，采用“5+X”的组织体系，即

设立综合运营组、队伍建设组、

课程建设组、文化宣传组和对

外联络组 5 个工作组，加“院史

馆英文讲解”和“院史馆微视

频”两个专项小组。今后，讲解

队将进一步拓展更多服务形

式，积极开展对外交流，学习优

秀经验与做法，并举办系列院

史文化主题活动，在校园内营

造浓厚的院史文化氛围。

来源：医学学工部

传承上医精神 讲好上医故事

5月15日上午，42岁的藏族
同胞格桑旦增拉着复旦大学附
属中山医院血管外科符伟国教
授和董智慧教授的手舍不得放
开：“符医生、董医生，太感谢你
们了！”因病情恢复良好，格桑旦
增即将出院，他由衷感叹道：“从
日喀则到上海，这道关，我总算
是过了。”

一个月前，格桑旦增的姐
姐，作为一位西藏日喀则市人
民医院的医生，拨通了中山医
院胸外科郭卫刚教授的电话：

“郭医生，请您帮帮我的弟弟！”
格桑旦增反复痰中带血已有 1
月，虽每次均能自行缓解，但持
续不见好转的的症状引起了这
个家庭的关注，格桑旦增的姐
姐凭借自身的医疗素养判定此
症状不简单。在姐姐的催促
下，格桑旦增前往当地医院就
诊，初步诊断为极其凶险的胸
主动脉假性动脉，危及生命。
在命悬一线的危急状况下，格
桑旦增的姐姐脑海中浮现了曾
共同工作的郭卫刚教授，抱着
一线希望向其求助。

郭卫刚教授于2018年曾前
往日喀则市人民医院开展了为
期一年的对口支援工作，在提升
当地胸外科医疗服务水平的同
时建立了沪藏间的深厚情谊。
郭卫刚教授充分了解病情后，经
综合考虑，建议格桑旦增立即前
往中山医院进行治疗。4 月 26
日，格桑旦增带着信任与希望，
火速抵达上海。

抵达上海的当日中午，格桑
旦增病症骤然加重，由痰中带血

迅速发展为咯血，心急如焚的姐
姐联系了血管外科董智慧教授和
方刚医生。董教授和方医生初步
判断可能为胸主动脉假性动脉瘤
破裂，一旦破裂发生，很可能会导
致主动脉大出血及主动脉-支气
管瘘，进一步诱发失血性休克，从
而导致死亡，因此建议患者立刻
至血管外科急诊就诊。血管外科
总值班方圆医生立即为格桑旦增
进行主动脉CTA检查，发现一颗
巨大的假性动脉瘤盘踞在胸主动
脉，万幸的是，瘤体尚显完整，暂
无破裂征象，然而，这颗巨大的假
性动脉瘤就像一颗不定时血管

“炸弹”，在其爆炸之前拆除它是
第一要务。

4月28日下午，血管外科符
伟国教授、董智慧教授、石赟教
授、方刚医生、王峰医生、邹凌威
博士共同为格桑旦增实施了胸
主动脉腔内修复术，同时，为尽
量保留较优势的左侧椎动脉，采
用了原位开窗技术重建左锁骨
下动脉，使用了符伟国教授原创
设计的 Fustar可调弯鞘等专用
器材。

最终，手术顺利完成，即刻
造影显示动脉瘤已消失，胸主动
脉弓上分支血管血流畅通。术
后，格桑旦增咯血症状消失，术
后一天即可下床活动，恢复良
好，于5月3日顺利出院。5月15
日的复查显示，支架保持通畅，
动脉瘤隔绝良好，瘤腔内已完全
血栓化。格桑旦增也终于松了
一口气，可以放心地长途飞行返
回西藏了。

来源：附属中山医院

跨越千里，拆除血管“炸弹”

枫林医事


